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近
日，中国首位无氧登顶 14 座 8000
米级山峰的攀登者何静，应邀走进
茂名市第一中学，作了主题为“超
越自我勇攀高峰”的现场分享。

这是何静首次到访茂名。她
在接受采访时特别谈到对茂名年
例的体验，坦言想不到在当下季节
来到茂名还能感受到如此浓郁的
年味，真切体会到“免费的晚餐”的

盛情，不仅菜式丰盛、味道地道，这
几天更是连续体验了“吃不停”的年
例氛围。

对于本地人而言，年例始终
是值得自豪的独特年俗。这个既
延续传统又融合新元素的节日，
以其超长的时间跨度和包容性，
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
带。每年都有无数外出务工人员
专程返乡，只为守护这份传承。

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茂名
年例的传播半径持续扩大。不论
是本土博主还是外地创作者，都在
用各自视角记录年例盛况，分享独
特体验。“只有茂名还在过年！”“带
箱饮料就能吃遍全村”“来者都是
客，人越多越热闹”等生动描述，在
网络上持续引发热议。

年例本意为“年年有例”，是周
而复始的岁时庆典。从文化传播

角度看，这个节日堪称“过年范
本”，向外界展示了一种打破常规
的春节模式——原来年节可以过
得这般欢乐充盈，既有传统底蕴又
充满生命力。

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传播，让
更多外地朋友或云端观摩或实地
参与，既能拓展年例的现代传承方
式，也完美诠释了这项民俗“以客
为尊、共享欢聚”的核心价值。

让更多外地朋友感受茂名年例
谭金金（高州）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2周年。62年
来，学雷锋活动在全国持续深入开
展，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
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的精神始终滋
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实
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
精神永不过时。

雷锋的一生虽未创造惊天动
地的英雄壮举，却将生命的每一份
热忱与光芒都无私奉献给了人
民。他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
展现出鲜明特质：

他始终言行合一，以生命践行
诺言。雷锋在日记中写道：“我觉
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
生活得更美好。”他将“毫不利己专
门利人”作为人生信条，把“对同志
像春天般温暖”奉为座右铭，数十
年如一日做好事。他不图名利，甘
愿做有利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傻
子”；他持之以恒为人民服务，无论
身处何地都保持着炽热的服务热
情，真正做到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
的“完全、彻底”，将有限的生命投

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雷锋精神内涵丰富而永恒。

他的言行诠释了服务人民的奉献
精神，展现了甘当“螺丝钉”的敬
业精神——在平凡岗位上干一行
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传承着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这种精神凝聚着信念的正能量、
大爱的胸怀、忘我的境界和进取
的锐气，正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
的生动写照。

六十二载风雨兼程，雷锋的事
迹传遍神州大地，学雷锋活动蓬勃
开展，雷锋精神深植于干部群众心
中。在雷锋精神感召下，一代代中
国人秉承奋发向上、忘我奉献、助
人为乐、爱岗敬业的品格，涌现出
大批学雷锋先进典型、道德模范、
感动中国人物及“广东好人”等时
代标杆。雷锋精神既传承着中华
传统美德，又顺应社会进步潮流，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
是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是中华民
族的宝贵财富。

曾几何时，受西方资本主义价

值观冲击，社会上出现丑化英雄的
杂音。某些人以“言论自由”“学术
研究”为幌子，编造“还原雷锋揭
秘”等谣言，甚至宣称“雷锋是虚构
人物”。

然而真理永存，正气不可摧。
值得欣慰的是，雷锋精神从未消
逝：从八十年代倡导“钉子精神”，
到九十年代弘扬“奉献精神”，新时
代更强调爱心、敬业、诚信、创新等
品质，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俱进。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雷锋精神，
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
他强调要让学雷锋在青少年中蔚
然成风，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让新
时代雷锋精神绽放璀璨光芒。

在这片承载着雷锋精神的土
地上，“传承雷锋精神，打造好心茂
名”的城市宣言响彻云霄。我们弘
扬的好心茂名精神，既是对雷锋精
神的传承赓续，也是本土化的创新
发展，凝结着潘茂名、冼夫人、当代
雷锋朱伯儒等先贤典范的精神血
脉，是茂名人民共同铸就的宝贵精
神财富，值得世代传承。

如今，“好心之城”已蔚然成
风：全市登记学雷锋志愿者达120
万人，中小学生雷锋服务队200余
支常态化开展活动。每年三月，各
级志愿服务组织紧扣市委市政府
部署，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通过乡村振兴、创
文巩卫等新时代文明实践，营造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
尚，推动城市发展迈向新台阶。

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
“活雷锋”的身影随处可见。2024
年获评“广东好人”的茂名籍七位
典型——见义勇为的杨健、敬业奉
献的林常珍、陈文财、彭秋香、杨
炳，孝老爱亲的周学秀、陈青莲，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雷锋精神的时代
内涵。这些普通市民的善举，正是

“好心之城”最生动的注脚。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让我们携

手并进，将茂名建设成为学雷锋的
示范之城，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凝
聚磅礴力量！让雷锋精神如同春
风化雨，润泽南粤大地，涵养时代
新风！

雷锋精神代代传 春风荡漾好心城
王如晓（市区）

“量子鞋垫”
图/文 沈海涛 杜燕盛

据央视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在量子
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量子”一词逐渐走
入大众视野，成为科技前沿的代名词。然
而，这一高精尖领域的专业术语，却被一些
商家滥用，成为营销噱头。从量子鞋垫到
量子美容仪，一些不良商家恶意“蹭热度”，
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以某款量子鞋垫
为例，商家声称其内部嵌入了14颗量子芯
片，可以渗透至人体20—30厘米，具有疏通
经络、平衡内脏等功效。

这些“量子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
大行其道，与部分消费者对量子科技的认
知不足有一定关系。因此，加强科普宣传、
提高公众对量子科技的认识水平显得尤为
重要。只有当消费者真正了解了量子科技
的本质、应用领域和目前发展阶段，才能增
强辨别能力，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些所谓的

“量子产品”，避免被虚假宣传所误导。监
管部门和电商平台也需要建立科技概念营
销的审查机制，对使用“量子”“基因”“纳
米”等专业术语的产品实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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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日前报道，
自2003年8月中山大学与高州市签
订合作协议以来，中山大学围绕强
化产业发展科技支撑、强化城乡规
划建设服务、突出基本公共服务支
持、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等方面，与高
州市开展11个合作共建项目，在县
域产业发展、城乡建设规划、集体经
济发展、人才培养等领域取得了一
批创新成果。

这启示我们，高校与县域的双
向奔赴、携手合作，不仅为县域发展
赋予智慧增添动能，而且为“百千万
工程”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打造
高质量发展新支点。

高校支持“百千万工程”是省委

省政府赋予高校的重大任务，也是
高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推动
人才下沉、科技下沉、服务下沉的高
效路径之一。高校赋能“百千万工
程”，关键在于高位谋划一体推进，
找准县域所需、高校所能的结合点，
精准发力，落地生效。高州市与中
大合作一年来，中大组织 33 家单
位、29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
突击队、1100名师生奔赴高州开展
共建行动，推动县域产业发展和公
共服务水平提升。中山大学医学水
平处于国内前列，而高州市在医疗服
务上具有较强基础，急需提升发展水
平。中山大学发挥医科学科全方位
优势，统筹人才、学科优势资源，聚焦

高水平医疗科技合作，助力高州县域
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向高水平迈进。
中大附属第一医院在高州市人民医
院设立4个名医工作室、1个南丁格尔
工作室，并建立“南丁格尔志愿服务
工作队”，有效提升医疗结对共建成
效。中山大学还组织一批著名专家
与高州人民医院开展合作，为高州群
众提供医疗健康指导和初步诊断服
务，备受群众好评。同时，通过聚焦
肿瘤、干细胞等前沿领域开展高水平
医疗合作，推动高校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可见，从让山区群众能享受医疗

“国家队”的优质服务，到中大与高州
合作在医疗技术上取得新突破，彰显
了高校赋智赋能“百千万工程”大有

可为。围绕地方所需、高校所能，发
挥各自优势，谋求协同效应，就能实
现合作共赢，拓展高校支持“百千万
工程”的广阔空间。

产业是发展“百千万工程”的重
中之重，高校应发挥自身人才、科技
优势，对县域进行产业帮扶，尤其对
特色产业注入科创元素，能取得推
动特色产业扩容提质的效应。广东
石油化工学院针对荔枝产业存在的
难题，成立了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岭
南特色果蔬品控研发等创新团队，
组织100多名县市级科技特派员下
沉乡村振兴一线，为荔枝等特色产
业“把脉问诊”，助力地方打好“特色
牌”，为做好“土特产”大文章破解了

大量堵点难点。在学校结对帮扶的
“中国化橘红之乡”化州市，广东石
油化工学院强化科研平台搭建和技
术攻关，建立广东省“百千万工程”
县域创新基地，成功申报县域创新基
地助力化橘红产业提升及示范项目，
帮助三家化橘红龙头企业建立广东
省博士工作站，成立化橘红中药饮片
加工示范基地，依托学校建立广东省
南药化橘红种植与加工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与企业共建广东省高效中药
饮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助力化橘红
产业发展。近期，广东深融生态产业
有限公司博士工作站化橘红科研成
果引发关注，并在中国地理标志品牌
合作大会上进行了宣讲推介，为化橘

红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探索了可行
路径。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
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参与编制的《茂
名市“美丽庭院”建设指引》，既有标
准，又有案例，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操作性强。该院还派出专家团队深
入乡村一线为“美丽庭院”规划设计
提供现场指导，以美丽庭院小切口推
动乡村振兴。可见，作为科技创新高
地，高校科教技术资源与县域产业
资源对接聚合，必然催生裂变效应，
推动县域产业向更高层级迈进。从
这个视角观察，高校赋能“百千万工
程”正逢其时、正得其势，应当总结
经验，优化完善，推动校地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

高校赋能“百千万工程”大有可为
特约评论员 蔡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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