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2 月 17 日，茂名海警局在电白区晏镜岭对开海域查扣“三无”快艇一艘
(通体绿色玻璃钢质，长约15.5米，宽约4.2米)，牛百叶、牛黄喉等冻品14.73吨。为查
明案情，限上述物品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持合法有效手续到我局认领，期
满将依法处理。 联系人:王警官，联系电话:0668-2508239

特此公告
茂名海警局

2025年3月5日

认 领 公 告

遗失声明
吴 艳 遗 失 记 者 证 ，证 号 ：

G4400226600003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 美 均 遗 失 记 者 证 ，证 号 ：
G4400226600019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 康 华 遗 失 记 者 证 ，证 号 ：

B4400426600016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 惠 娟 遗 失 记 者 证 ，证 号:
B44004266000187，现声明作废。

原告陈净雯与被告戴艺、张太娟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4

年7月15日作出（2023）粤0902民初8524号民事判决，认为被告戴

艺、张太娟发布的视频及言论虽未直接陈述原告陈净雯的姓名，但

根据两被告发布的视频及言论所描述的情节、时间、空间等存在连

贯性以及网友在接受信息后产生对特定主体有着确定性和对应性

的认可而发表的评论，足以认定两被告发布的视频及言论指向的

对象为原告陈净雯。被告戴艺在未经合法程序确定原告存在故意

损害合作公司利益及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即通过抖音平台发布多则

视频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原告名誉，被告张太娟跟随被告戴艺

故意拍摄的拆除“雯雯”招牌二字的视频，自导自演延续将“雯雯”

二字拍摄丢垃圾、捡垃圾、偷垃圾等一系列视频，必然使网友对原

告陈净雯的品德、信用等进行否定性评价，使原告陈净雯的社会评

价受到影响和降低，具有侮辱、诽谤及煽动性，因此被告戴艺、张太

娟的行为已构成名誉侵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判决主文如

下：一、限被告戴艺、张太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分别在其抖音账号vs0668和 Juan8999上连续十天公开赔礼道、消

除影响，以恢复原告陈净雯的名誉（道歉内容需经一审法院审核）；

如果被告戴艺、张太娟拒不承担道歉责任，则由人民法院通过发

布公告的方式执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戴艺、张太娟承担；

二、限被告戴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净

雯赔偿公证费 4760 元、律师费 35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7000 元；

三、限被告张太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

净雯赔偿公证费 2040 元、律师费 15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3000

元；四、驳回原告陈净雯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戴艺、张太娟不服

该判决，上诉至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作出（2024）粤 09 民终 4173 号民事判决，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判决现已生效，因被告戴艺、张太娟未按判决履行致歉义

务，原告陈净雯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25）粤 0902 执 432

号]，现依法将上述判决主要内容予以公告。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

2025年3月3日

公 告

说到养犬，会有不少人说
其大有好处，农村人养犬是为
了看家护院，陪伴老人。城里
人养犬（俗称宠物狗），是为了
一部分人的爱犬情结，平抚生
活压力，愉悦身心，弥补心灵的
空虚。也有人认为，遛狗散步
有益身体健康。萝卜青菜，各
有所爱。若文明安全养犬，亦
无可厚非。

但任何事都会利弊并存。
说起恶狗伤人，不少人都见过
或听说过，其情景令人后怕，不
寒而栗。我们在现场亲眼所
见，或者通过各种媒体、抖音等
看到恶犬（包括宠物狗）伤人的
事例。比如，有人在大街上被
禁止饲养的大型犬抓伤；有人
因黑色大犬追逐电瓶车而受惊
吓摔倒，造成伤残；有小孩在街
边被恶犬追逐或吓哭。我省各
地不时亦有犬类伤人的事故发
生，笔者的亲朋中也有人被狗
咬伤而打狂犬疫苗的。笔者去
年曾在茂名市区某路段散步
时，被一只高大的恶犬（宠物
犬）追过，吓到现在还心有余
悸。还有某孕妇被犬咬伤后，
不得不注射狂犬疫苗，对胎儿
造成不良影响等等。

而对于这一话题，来自不
同群体的声音不尽相同。“养狗
一族”希望可养犬类名单能持
续优化、科学合理；部分对养狗
持怀疑担忧态度的人对可养犬
类名单同样敏感，从评论区也
可看出，许多人希望相关部门

能拿出更多真招实招，惩治“恶
犬伤人”；更多尚不了解细节的

“吃瓜群众”也对此格外关心，
反映出“文明养犬”已成为一项
重要的社会议题，关乎每个社
会成员的切身利益。

老话题迎来新热度，也与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息
息相关。近几年来，“恶犬伤
人”的悲剧数不胜数，单是今年
登上热搜的就有多次。类似的
案件太多太多，尽管多地出台
相关条例，却仍有人无视规则，
私自驯养明文禁养的烈性犬、
大型犬；也有人责任意识淡薄，
遛狗依旧不牵绳，在特殊时期
和人流密集的场所仍然不给狗
戴口套。风险隐患尚存，不少
民众表示“养不好，就得禁”。
此次再提“禁养”，传达出鲜明
的态度，回应了民众的呼声。

恶狗频频伤人，矛盾不断
激化，根本问题出在文明养犬落
实不到位。许多城市不乏相关
的管理条例和处罚规定，但也存
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有网友
质疑：“禁养犬只被丢弃，该由谁
来管理？”“邻居不听劝养了一
条，我该找谁举报？”动态调整禁
养犬种名单的同时，也不妨加强
对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完善举
报监督机制，严格落实惩罚措
施，让好政策产生好效果。

总之，文明养犬，依规养
犬，保障人畜安全，维护平安和
谐社会秩序，是我们的共同责
任。

严格管理 文明养犬
王如晓（市区）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以
“薯香高凉·振兴乡村”为主题的
2025高州市曹江镇淮山薯开挖节
在曹江镇溪朗村鹊园小游园举
行。这场活动不仅在现场展示了

“淮山薯王争霸赛”“挨酿美食大
赛”等高州特色农耕文化，更以
1.5亿元银行授信、超万亩种植基
地、全产业链发展规划的“三重
奏”，奏响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强
音。

深挖自身特色，发展特色农
业，把淮山薯这个“土特产”作为

产业振兴的破题，曹江的这个选
择绝非偶然。曹江镇的淮山薯因
品质好而特别受欢迎，并且已有
一定的名气，2万多亩的淮山薯种
植规模也是它的优势所在，然而，
像很多农产品一样，曹江淮山薯
也逃避不了产品附加值亟待提
高、市场半径亟待扩大、抗风险能
力亟待增强等问题。淮山薯开挖
节的举办，显然是一个破冰之
举。通过节庆的举办，扩大“曹
江淮山薯”的品牌影响力，借助
科技特派员制度引入智力资源，

依托金融授信破解资金瓶颈，最
终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农民
受益"的良性机制。这种探索，将
小小的“土特产”以更高的品
质、更强的应对市场风险能力对
接大市场，这是产业振兴的关键
所在。

可能很多乡村都有自己特色
的“土特产”，也可能遭遇曹江淮
山薯一样的困境，怎样抓住自有
特色并推动发展？从曹江的一些
举措中，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借
鉴。首先，推动产业链延伸。要

把“土特产”从田间、从山头到餐
桌延伸，才能增加“土特产”的价
值，这是产业振兴的重要步骤。
曹江镇不断拓展淮山薯的产业链
条，在做好鲜淮山薯销售的基础
上，开发出淮山面、淮山美容品等
深加工产品，提高了淮山薯的附
加值，同时搭建文化载体，开展采
挖淮山薯体验，这种“接二连三”
的产业融合，打开展了产业振兴
的全新局面。其次，加强关键要
素聚合。产业要振兴，人才和资
金是关键。华南农大专家团队的

驻点指导，让曹江淮山薯传统种
植和产品加工插上了科技翅膀。
一共1.5亿元的银行授信，以金融
活水精准灌溉 3 条主产村，破解
了产业发展融资难题。这种“人
才++技术+资本”的产业要素聚
合，生动诠释农村产业要振兴，就
要坚持“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和

“向科技要效益”。再次，打造产
业共同体。在开挖节当天，多家
企业与曹江镇签订了淮山薯采购
协议，这个背后，是淮山薯产业经
营体系的构建。通过签订订单保

障了销路，农户获得稳定收益，形
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
共同体。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以自
身特色“土特产”资源为本底，以
各种关键要素整合为引擎，以农
户、企业等利益共享为纽带，最终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曹江淮山薯
的实践为我市其它特色农产品的
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地方。在实
施“百千万工程”的背景下，相信
我市有更多的“土特产”正在孕
育，等待破土而出。

从“薯香高凉”看乡村振兴路径
陀宇（高州）

近日，高州护士姐妹见义勇为抢
救受伤学生的新闻火爆网络。这对
白衣天使在探亲途中挺身“生死救
援”，她们跪着为呼吸心跳骤停伤者
施加心肺复苏急救的图片在网络爆
红，被网友称赞为“最美跪姿”。

原来，在高州市人民医院五官
科当护士的吴文婷与在云谭镇卫生
院任护士的陆文玲坐亲戚的车前往
高州长坡镇看望外婆，途经长坡镇
乡道时，突遇群众拦车求助。姐妹
俩立即下车相助，对受伤仰躺地上、
对旁人呼喊无反应的男学生，跪地
俯身实施检查和心肺复苏救援，在
急救的“黄金4分钟”内帮助伤者恢
复了心跳呼吸，并继续监测其生命

体征，直至救护车赶至。
救了一个人，暖了一座城。在

网络上，不少网友点赞，他们俯身施
救的身影，是对白衣天使最美的诠
释；她们额头上滚落的汗珠，折射了
医者仁心的璀璨光辉。这场急救不
仅挽回了年轻的生命，更传播了温
暖全城的希望火种。

感动，不止一人一事。在茂名
这座“好心之城”里，这样的见义勇
为姐妹花暖心故事几乎每天都在演
绎和传播，有着许多这样平凡而又不
平凡的人，以守望相助的义举，书写
好心精神的动人篇章，让我们的城市
变得更加温暖。一座城市承载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说日新

月异的建筑和四通八达的道路，是城
市的“面子”，那么城市的治理能力、
文明程度就相当于城市的“里子”。
对广大市民而言，“面子”影响生活
水平，“里子”更决定了幸福指数。
当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和文化培育
持续提升，文明之光照亮每个角落，
处处充盈正能量，必然催生和涌现
大量好人好事和平凡英雄。

不啻微光，聚光成炬，赞颂凡人
英雄，因为你我皆凡人。凡人英雄，
以凡人之躯，行英雄之举。英雄之
举，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也不
一定是可歌可泣的事迹，只要在平
凡岗位展现担当，在平常的日子默
默坚守，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凡人

亦可成为英雄。茂名是一座有着好
心传统的城市。源远流长的好心文
化传承、深入街道村庄的志愿服务、
鼓励弘扬社会正气的文明行为，让
更多见义勇为、帮扶弱小、爱心奉献
的事例形成更大社会效应，不断汇
聚成城市主流价值，厚植崇德向善
的好心土壤，激励更多人见贤思齐，
进一步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一人兴善，万人可激”。见义
勇为、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是新时代精神和正义的具体
体现。点赞护士姐妹花，以榜样的
力量影响、感召和带动更多人，将推
动善行义举层出不穷，让好心精神
熠熠生辉。

救人姐妹折射好心之城温度
蔡湛（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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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正
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养老机器人国际标准（IEC
63310《互联家庭环境下使用的主动辅助生活机器人性
能准则》）。该项标准依据老年人生理和行为特点，为
各类养老机器人的产品设计、制造、测试和认证等提供
基准，将引领全球养老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在护理人员短缺的背景下，养老机器人的出现，
无疑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更多可能。这次新标准的发布
更助力该行业发展迎来新的春天，研发出更多符合社
会期待和老年人需求的产品。不过要让养老机器人完
全替代人类护工，估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现阶段
产品距离完全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还有差距，还有
高昂的价格也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不过随着科
技的发展进步，硬核科技与温暖亲情实现同频共振，定
能托举起“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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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报道，为拓宽
“土特产”到“大产业”的升级
路径，展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
丰硕成果，高州曹江镇举行淮山
薯开挖节系列活动。开挖节以满
满的仪式感激活了乡村经济活
力，成为我市农旅融合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此次活动以“淮山薯王争霸
赛”“挨酿美食大赛”“一起‘趣’挖
薯亲子活动”三大板块展开。淮
山薯王争霸赛将邀请曹江镇淮山
薯种植户参赛，评选标准包括外
观品质、重量与体积、口感与营养

成分、种植技术创新及产业带动
与社会效益；挨酿美食制作大赛
面向美食爱好者，评选标准涵盖
味感、质感、观感与造型、营养与
卫生、文化传承与地域特色。以
上两项均颁发奖金、证书和牌匾；

“一起‘趣’挖薯亲子活动”为亲子
家庭提供亲身体验挖淮山薯的机
会。同时，现场会提供体验工具，
并有专人指导，与大小朋友共同
打造专“薯”记忆。这些活动展示
了曹江镇的特色农业与美食文
化，提升了曹江淮山薯的品牌影
响力，很好地将传统农耕文化与

现代文旅结合起来。
在我市，以创新形式重构现

代农业价值维度的例子有很多：
信宜钱排镇依托三华李产业打造

“山水双合”景区，通过李花观赏
节、果树认养活动等，将农业资源
与文化符号深度绑定。每逢李花
盛放或采摘季，游客涌入双合河
畔的文创街、山林民宿，在烟火
市集中品味“银妃”三华李的甘
甜，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近几年，东镇街道北逻社区积极
发展赏花观景、瓜果采摘、农家
乐等乡村旅游模式，受到远近游

客的广泛欢迎，成为乡村发展的
“新引擎”。

高州根子镇柏桥村凭借“大
唐荔乡”的品牌，将荔枝古树保
护、贡园文化复原与现代旅游结
合，吸引游客体验“穿越千年”的
荔枝进贡仪式，参加“荔乡赏花叹
蜜游”、“我在荔乡有棵树订制活
动”等，以此带动周边餐饮、民宿
和电商销售蓬勃发展。2月28日，
高州南塘镇彭村特意制作了15辆
独具农业特色的年例花车。当放
着果满枝头的龙眼、果实累累的
香蕉、从头甜到尾的甘蔗、活蹦乱

跳的鸡鸭鹅、粗壮肥美的“良心
薯”、南瓜、冬瓜等独具彭村特色
的农产品花车开始在各村巡游
时，满满的仪式感让游客们大声
喝彩。

此外，每年橘红花开时节，在
中华化橘红第一村大岭村等处都
举行活动，将道地药材的文化价
值与健康养生理念结合，推动橘
红产业产值不断突破。袂花镇的

“周末时空”农业科普活动，以智
能温室、无土栽培等科技展示重
塑农业形象，吸引亲子家庭参与
实践，形成“农业+教育+旅游”的

新模式。 电白沉香街通过游学活
动，让学生们了解沉香的种植、制
作过程。“云上南清”的古法茶油
制作体验游更是让许多游客津津
乐道。

农业不仅是单纯的生产活
动，还可以成为一种文化体验和
旅游的载体。我市农业资源丰
富，荔枝、龙眼、三华李、化橘红、
沉香等地理标志产品具备广阔的
文化溢价空间。在“百千万工程”
实践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可以
参考成功做法，用更多的创新形
式和满满仪式感推动农旅融合。

满满仪式感赋能农旅融合
吴征远（高州）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