
南方日报近日报道，在茂名，
“信”字号公用品牌正成为推动土
特产走向更广阔市场的有力引
擎。这一品牌建设，是以“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牵引做
好土特产文章的关键举措，旨在提
升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知名度、美
誉度与市场认可度，助力茂名优质
产品走出本地、打响品牌。

在粤西大地上，我市以“信”字
号公用品牌为笔，以诚信理念为

墨，正书写着一篇乡村振兴与高质
量发展的锦绣文章。这场由“百县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牵引的
品牌实践，让土特产插上了“金翅
膀”，更让千年传承的“好心精神”
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诚信是“信”字号品牌的灵魂，
亦是我市“好心精神”的当代诠
释。冼夫人“我事三代主，唯用一
好心”的品格穿越千年，化作今日

“信”字号对品质的严苛追求。从

构建“两标一码一证一单”品控溯
源体系，到建立动态监管机制，我
市用制度化的诚信承诺，让每一份

“信”字号产品都成为“好心精神”
的物化载体。这种以诚信筑基的
品牌逻辑，既是对传统美德的传
承，也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当

“信”字号荔枝、花生油走进大湾
区，消费者舌尖上的认可，正是诚
信价值的体现。

“百千万工程”的实施，为诚信

品牌建设提供了战略支点。我市
以县域经济为抓手，推动“信”字号
从信宜一地的探索升级为全市行
动，这背后是城乡协同发展的深层
考量：通过统一标准、共享品牌，破
解了县域农产品“小而散”的困局；
依托“国企运营＋市场化推广”模
式，让分散的乡村产业聚沙成塔。
数据显示，“信”字号授权企业销售
额同比增长超30%,印证了“诚信品
牌＋系统工程”的乘数效应。当

“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搭上品牌
化快车，乡村“土资源”真正转变成
为“金产业”。

迈向未来，诚信品牌的培育更
需要文化赋能。我市坐拥冼夫人
文化、非遗传统等宝贵资源，却尚
未将其充分注入“信”字号肌理。
若能以“好心精神”为叙事主线，让
沉香承载“德泽天下”的寓意，让化
橘红讲述“济世为民”的故事，品牌
便有了直抵人心的温度。正如

“信”字号旗舰店里，产品不仅是商
品，更应成为传播“好心茂名”的文
化符号。这种“诚信为体、文化为
魂”的发展路径，恰是破解品牌同
质化的密钥。

从诚信立企到诚信立城，在茂
名高质量发展征程中，诚信是道德
律令，是经济规律；需制度护航，需
文化滋养。唯有让诚信基因融入
发展血脉，乡村振兴与城市升级方
能行稳致远。

以诚兴业，以信致远：
“好心精神”赋能“百千万工程”的茂名答卷

丘燕

据茂名日报报道，第三届
“广东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
发布仪式在广州举行。茂名高
州市元坝村党总支部书记吴勇
光、信宜市人民医院院长姚麟获
评“广东最美退役军人”。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作为
茂名市民，我们对有这样的道德
楷模、时代标杆而感到自豪。吴
勇光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在
村重点项目一线、在荔枝产业链

条上成立临时党支部，大力发展
荔枝文旅产业，办好强村公司，
壮大村集体经济，书写了“一果
兴 、百 业 旺 ”的 富 民 兴 村 新 答
卷。姚麟深入粤西山区推进"百
千万工程"，带领团队开展针对
性专科建设，做好人才引育工
作，切实提升驻点医院综合服务
能力，逐步实现“大病不出县”和
辐射粤西桂东效应。离开军营
后，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闪耀

着璀璨的光芒。
“最美退役军人”，他们到底

美在哪里？从他们的事迹中，我
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吴勇光还是
姚麟，他们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
市民，或许他是我们中的邻居或
者同事，他们朴实无华地在平凡
的岗位工作，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就是即使脱下了军装，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装在他们的
心坎，这是他们不变的信念。同

时，他们始终充满激情，无论什么
时候，他们都依然保持“立正”，

“勇敢向前冲锋”的本色从未“稍
息”，这是最珍贵和最恒久的。

“最美退役军人”是“最美”
的，他们是我们身边最闪亮的
星，是我们的榜样。在我市高质
量发展进程中，我们要学习他们
的“最美”品质，在高质量发展征
程中信念坚定、担当作为、攻坚
克难、奋斗奉献。

让最美退役军人“美”得更闪亮
陀宇（高州）

无处不在
图/文 王铎 童戈

“小艺小艺，给我们讲几个关于
春节的故事。”今年春节，大学生孟婷
回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原上村老
家，跟家人们围坐在一起团圆时，70
岁的奶奶突然对着智能手机开口说
道。看到大家一脸惊奇的表情，奶奶
笑着告诉大家，她从去年 7 月就开始
用小艺（华为推出的面向终端用户的
智慧语音助手）聊天了，“这小东西灵
得很呢”。随着AI的迭代升级，除了
紧跟技术潮流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和儿童也开始尝试跟 AI 聊
天。（新闻来源：中国青年报）

曾几何时，人工智能只是停留在
人们口中颇具神秘感且专业性强的前
沿技术概念。但如今经过不断更新迭
代，应用门槛越来越低，AI 正在加速
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普通人触手可
及的工具和助手。相信随着技术进
步、消费者接受度提升以及市场需求
的增加，人工智能将会在更多领域得
到应用，在可见的未来，“AI 生命”将
无处不在。

 
































 

022025年2月2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吴彤彤 责编 版式：吴彤彤 杜燕盛热评热评MAOMING DAILY

电子邮箱：mmrbrp@163.com

据茂名日报报道，去年，信
宜市茶山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
以符合当地土地气候的特色种
植发展林下经济，围绕三华李树
下做文章，带动群众种植广藿香
400多亩、大肉姜1200多亩、七彩
椒600多亩，实现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双丰收，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此乃发展林下经济
的有益尝试。

发展林下经济离不开特色
项目，当中需要干部群众的聪明
才智，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信宜
市茶山镇林下经济的特色项目
众多，前景广阔，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为提高村民的收入，驻

茶山镇工作队在提升三华李种
植技术的同时，在早两年的试种
基础上，结合自然条件、农作物
历史种植情况等，推广七彩椒、
大肉姜、广藿香这三种适合镇内
三华李树下种植的农作物，形成

“1+3”（三华李加七彩椒、大肉
姜、广藿香）的农业发展思路，以
村集体示范、村干部带头、政策
扶持等方式引导村民发展种
植。以广藿香为例，2024年村集
体种植40亩，带动村民种植400
多亩，活用三华李果树下土地空
间，平均每亩为村民增加数千元
的经济收入，让生态与产业共繁
荣，值得借鉴推广。

发展林下经济
大有可为

刘广荣（信宜）

据茂名日报报道，茂南区新
坡镇莲塘村在今年的年例中不
比排场比家风 让传承与时代相
映 非遗与家风共舞，如此在年例
中树新风，值得点赞和推广。

春节过后，我市各地陆续开
展举办年例的盛事，年例的特
色在于将祭祀、祈祷、欢庆等集
于一体，在农村有“年例大过
年”的讲法。年例作为茂名一
张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
在活动中弘扬“做年例、扬家
风、树新风”的文明新风尚，在
年例中植树，于年例里开展读
书会，诵读国学经典……将家风
家教家训与年例文化有机融

合，对推动非遗文化、好家风文
化传承，进一步深化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助力“百千万工程”，
意义非凡。以年例为载体，摒
弃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等不良
现象，将传统美德融入其中，从
吃喝年例向绿色年例转型，家
家轻宴席、村村重文化，让文明
春风浸润人心，尊老爱幼、勤俭
持家等优良传统必将在活动中
发扬光大。

年例树新风，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并驾齐驱，可以推动经济
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居民
幸福感，愿各地大力推广，久久
为功。

年例树新风
值得点赞推广

雁翥（信宜）

诚信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