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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
春节后，电白区黄岭镇南清村骤
然成为“网红村”，吸引八方游客
前来打卡。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
有致，新铺设的柏油路串联家家
户户，路灯、垃圾分类亭、健身广
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曾经的矿坑
蜕变为“天鹅湖”，整治后的田畴
菜苗青翠，工程车辆穿梭村中。

当下，“奔县游”与“奔村游”
并驾齐驱。黄岭镇云上南清村以

迷人景致吸引远近游客，其典型
村风貌引发思考：乡村振兴的密
码是否藏在这股旅游热中？如何
让典型村的旅游热潮持续不衰？

乡村游的魅力在于“开窗见
景、出门见绿、抬头见蓝”。相较
于城市钢筋水泥，城里人向往农
家景、农家饭，渴望在山村寻得

“快乐老家”的独特韵味。南清村
游人如织的场景带动村民生意红
火：卖粉条、年糕、艾叶糕的摊位

应接不暇。“游客凭啥来我家”的
答案，在于每个成功乡村都有独
门绝技。湖南张家界的特色戏
剧、杭州宋城的沉浸式演出、高州
岭南凤凰园引进的文艺表演，都
是值得借鉴的经验。各地乡村游
应配套村晚、村音乐会等特色文
化产品，如电白霞洞上河村可依
托古荔枝园打造古典文化公园。
唯有构建各具特色的“百花园式”
旅游配套，形成核心卖点，才能让

网红村避免昙花一现。
乡村旅游富民效益突出。南

清村“柏油路通户”印证着基础设
施改善的溢出效应——带动就业
增收、促进要素下乡、助推返乡创
业。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气，既需常
住人口，更需流动人口，毕竟人兴
方能财旺。乡村旅游虽非新词，却
是激活乡村产业的重要支点。

当前我市乡村旅游仍处上升
期，难免面临挑战：同质化、缺乏

“招牌菜”、过度依赖单一元素致
客源不稳、过度商业化破坏体验、
乡韵缺失致产品深度不足、联农
带农机制不完善等。这些问题亟
待破解。

乡村旅游正从“农家乐”向卖
产品、风景、文化、体验、健康等多
元业态升级。全国创新案例值得
借鉴：光影水秀、村音乐会、牛栏
咖啡等跨界融合启示我们，要在
文化内涵、服务设施、功能定位上

提质升级，集聚乡貌、民俗、历史
等元素。信宜高州的赏花游、古
镇非遗产品等实践表明，既要善
用商业力量提升管理，更要守住
乡土本色，发展特色文化附加产
品，方能长久吸引游客。

若有闲暇，不妨赴茂名乡村
之约，在山水农舍间寻得“快乐老
家”的独特韵味。乡村振兴的密
码，或许就藏在这份返璞归真的
体验之中。

挖掘产品深度，让乡村旅游长盛不衰
王平生（电白）

周末，笔者到市民公园看风铃
花。公园内各种花草在和暖的春
风中绽放，游人在花海草丛中拍
摄、露营，流连忘返。连日来，茂名
日报社全媒体接连报道了我市各
地花树盛开的景象，也记录了游人
如织的场景。这不禁引人思考：是
什么让游人纷纷奔赴各地开展乡
村游？

答案在于我市乡村实实在在
的蜕变。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部署推进乡村振
兴，因地制宜利用特色花草资源，
打造出一个个富有特色的美丽乡
村。经过持续努力，乡村道路不仅
实现硬底化，更扩宽变直、四通八
达，不少地方通了公交；曾经污水
横流的区域得到科学整治，村头村

尾设置垃圾回收点，街巷整洁有
序，公共空间花木掩映、亭廊错落，
休闲设施与运动器材一应俱全。
三言两语道不尽乡村变化，我市各
地乡村或已焕然一新，或正在蜕变
的路上。

这样的蜕变印证着我市乡村
振兴建设的显著成效。各地各部
门始终以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为出

发点，在建设中紧扣“美丽”主题，
想群众所想、给群众所求、圆群众
所梦，打造出群众满意的生活乐
园。这更彰显了“百千万工程”的
丰硕成果——越来越多的乡村成
为建设亮点，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发
展路径，在蜕变中绽放独特魅力。

美丽乡村建设正转化为经济
发展的强劲动能。随着群众生活

品质提升，出游已成为丰富生活的
重要方式。游人纷至沓来带动多
元消费：精心打造的特色民宿让居
停成为记忆，地道食材烹制的美味
唤醒味蕾记忆，土特产变身知名品
牌吸引消费目光，游客口碑化作流
动的活广告。这些美丽乡村不仅
拓宽了群众致富路，更让群众依托
本土资源建起致富楼、修通致富

路、开上致富车、圆了致富梦。
展望未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

下，只要持续加大政策倾斜、资金
扶持、技术帮扶力度，在发展规划
上持续优化，在特色培育上精益求
精，定能建设更多美丽乡村。让

“美丽乡村游”不仅成为展现乡村
振兴成果的窗口，更成为拉动全市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探索独具特色的乡村发展路径
朱尧(化州)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茂名日报昨日报道，高
州市泗水镇堂华社工点联合
大堂小学创新开展“青春护
航 安全出行”交通安全主题
教育，通过沉浸式体验、情景
化教学及家校社三方联动，
为乡村儿童带来一堂生动而
深刻的“生命教育课”。

安全是教育工作的重中
之重。对乡村儿童而言，交

通安全作为重要环节，亟须
通过强化教育规避各类交通
风险。这不仅是教育主体的
责任，更需要社会各界形成
关注合力。

现实中的道路交通环
境 复 杂 多 变 ，仅 凭 书 本 知
识难以形成深刻认知。部
分交通参与者常存在侥幸
心理，认为“车辆总能及时

刹停”“司机必定察觉行人
并 快 速 反 应 ”。 然 而 实 际
情 况 中 ，驾 驶 人 的 主 观 疏
忽叠加车辆物理盲区等客
观 因 素 ，都 可 能 瞬 间 危 及
生命安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躬行。”交通安全
教育不能局限于理论灌输，
更需突破课堂边界。通过

搭建情景化实物载体，模拟
真实交通场景，让学生获得
沉浸式体验，在具象实践中
深化认知、强化意识、建立
行为预警机制。这种创新
模式下沉至乡村小学，针对
乡村儿童认知特点及当地
交通环境特征进行精准施
教，彰显出特殊的现实价值
与社会意义。

交通安全应该重视体验式学习
谭金金（高州）

今年以来，每逢节假日回
到家乡，笔者总能看到一位骑
着女式摩托车、载着“蛇皮袋”
穿梭村道的男青年。他在村
头巷尾仔细捡拾显眼处的垃
圾并处理好，车后鼓鼓的蛇皮
袋见证着这份无声的坚守。
经多方打听得知，这是位不愿
透露姓名与住址的美化乡村

志愿者，默默为家乡“梳妆”的
身影令人动容。

放眼我市乡村，这样的
“志愿红”随处可见。他们活
跃在街头巷尾，打扫卫生、宣
讲文明，为独居老人排查安
全隐患，为困难儿童送去温
暖；他们奔走于家家户户，派
发传单、入户解难，用行动诠

释“因志而行、因愿而动”的
初心。在文明创建实践中，
这群身披红马甲的志愿者以
主人翁姿态，始终出现在最
需要的地方——清理卫生死
角的是他们，传授安全知识
的是他们，修缮村居设施的
也是他们。正是这点点“志
愿红”，刷新着乡村颜值，擦

亮幸福底色，织就了茂名乡
村最动人的风景线。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每个
“主人翁”的共同参与。愿志愿
红如星火燎原，点燃更多人心
中的热情，让文明善举汇聚成
振兴乡村的磅礴力量。当我
们都成为那道“微光”，定能绘
出乡村振兴最温暖的画卷。

为美化乡村的志愿者点赞
梁栩(信宜)

“发财土”
图/文 王成喜 杜燕盛

据澎湃新闻报道，有大量
网店商家在兜售“发财土”，他
们宣称这是从银行门口、附近
绿化带里收集的泥土，或者取
自银行门口、银行大堂的发财
树花盆，甚至是点钞机的粉
尘。他们称这些泥土具有招
财、转运的神秘力量。有的商
家推出了吉日吉时取土服务；
有的商家提供定制服务，约定
取土地点、时间，同步拍摄视频
为证；有的商家推出了套餐产
品，搭配一些“符”增强“效果”。

商家将泥土与“银行财气”

“五行生财”等概念捆绑，用吉
时取土等仪式感，为消费者搭
建起一座连接现实与幻想的桥
梁。下单的那一刻，消费者买
的不是泥土，而是对“明天会更
好”的短暂信念，这种信念能在
不确定性中构建安全感。但我
们或许需要更清醒地区分：什
么是寄托希望的心灵仪式，什
么是贩卖焦虑的商业陷阱。真
正的“财气”，从来不在银行门
口的泥土里，而在我们理性看
待困境的勇气中，在把焦虑转
化为行动的决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