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力
落实市“五链共建”部署，围绕“3+
3+4”现代化产业体系，全产业链引
进项目 44 个，计划总投资额 233 亿
元。继续做强“1+4+8+N”产业园，
欣旺达电白基地产能不断爬坡，百
强电子项目投产；马店河新型储能
产业园盛大开园，百翼锂电池基地
项目投产。成立建筑业服务中心、
沉香业服务中心和沉香集团，推动
建筑业总产值达 880.04 亿元，三家
建筑企业连续多年上榜省民营企业
100强、2024年入选中国建筑业 200
强；沉香产业总产值近 80 亿元，中
国建筑之乡、中国沉香之乡名片越
擦越亮。

二是“百千万工程”亮点纷呈。
典型镇村实现强镇强村公司全覆
盖，完成村道硬底化 3931 公里、改
造提升农房风貌 4000 多栋。城乡
融合发展质效并举，配合推进高新
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积极迎接七
迳镇回归电白，水东大道、占鳌大道
东延线等15条道路建成通车，34个
交通项目加速推进。乡村发展活力
不断增强，1300 多家“微工厂”年产
值达 30 多亿元，“云上南清”“旦场
海镇堡”等景点火爆出圈，全市“百
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现场交流活
动在电白召开。

三是绿美电白焕发新颜。深入
实施“三绿”专项行动，积极开展“做
年例、来种树”活动，植树 283公顷、
22 万株，整治提升城区绿地 4.7 万
平方米；建成 71处村庄公共休闲绿
地、133 条绿化景观路、9 个景观生
态林及 8822 个美丽庭院。打造滨
海绿美景观带，营造、修复红树林
959 亩，水东海堤碧带建设项目入
选 2024 年省级绿美碧带建设项目
名单。

四是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广东
广雅中学帮扶电白高级中学签约揭
牌，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办学加快
推进，省人民医院粤西医院、广州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粤西医院挂
牌运营，省、市人民医院与我区医联
体“五级”联动帮扶项目签约落地。
创新开展“人大+村（居）民说事”活
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事项1.2万
项，持续擦亮为民服务底色。

2025 年，电白将紧紧围绕省、
市工作部署要求，守正创新、苦干实
干，谋划打造“世界香都·浪漫电白”
城市品牌，坚定不移做服务和融入
茂名新城的表率、担当茂名高质量
发展领跑者。

一是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指
标任务。朝着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6%的目标阔步前行，扛牢全市经

济主引擎担当。工业端聚焦辖区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的目标，强化
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双轮驱动，力
促工业经济稳步上扬。投资端主攻
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以专项债撬
动有效投资，推动辖区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7%。消费端加力扩围实施

“两新”政策，解锁更多消费场景，提
供更多消费优惠，助推消费市场繁
荣向好。

二是全力推动各项改革任务
落地落实。以市委国资国企改革
16 字工作思路为引领，深入实施

“国企资产倍增计划”，年内力争国
企资产突破 200 亿元。谋划制定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若干意见》，持
续助企纾困解难，提振民企发展信
心。聚焦“区强、镇活、村稳”的目
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支持
区人民医院创“三甲”，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水平。抓好教育体制
改革，大力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
学，推动广雅中学帮扶电白高级中
学项目结出丰硕果实，辐射带动全
区教育质量提升。

三是全力推动“现代活力核”成
型成势。推动环茂名新城圈建设，
打造新城“15分钟交通圈”“15分钟
生活圈”。一体优化产城湾融合发
展实验区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
局，与茂名新城互促共融、错位发
展。支持高新区回归主业、主抓经
济，服务滨海新区发展。加快推动
水东城区与共青河片区、高铁片区
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四是全力推动“多链共建”提
质增效。扎实开展“项目落地年”

“招商跃升年”，大力打造“五懂”
招商队伍，科学规划运营“1+4+8+
N”产业园，争取建设标准厂房 22

万平方米，力争全年项目招引不
少 于 50 个 、开 工 20 个 、投 产 10
个。持续壮大电子信息、新型储
能、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做强建筑业总部经
济，开展“沉香强基年”，推动建筑
业向千亿级、沉香产业向百亿级
迈进。

五是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
走深走实。落实“三年初见成效”
四大行动，以绣花功夫抓好美丽圩
镇“七个一”建设，加强农房管控，
做好沿潘州大道、G228、高铁沿线
等干道的风貌提升，扮靓美丽电
白。紧盯“一季度农村污水治理全
覆盖、一季度村内道路硬底化全覆
盖、一年典型镇村培育全覆盖、三
年行政村集体收入百万全覆盖”四
大目标，努力打造“内外兼修”和美
乡村。全面融入根子—泗水—分

界—霞洞—林头—黄岭“环浮山岭
产业带”建设，因地制宜打造“海誓
山盟文旅带”等特色旅游路线，促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让资源“活起
来”，群众“富起来”。

六是全力构建民生共建共享
幸福图景。多措并举办好就业、教
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扎实开
展“作风建设年”“镇（街）村（社区）
严打黑恶年”，完善“1＋6＋N”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对“书记信箱”

“书记热线”等渠道反馈的意见建
议，做到“有诉必应”；深入开展“人
大+村（居）民说事”活动，发挥人大
代表、村干部、社工、网格员等多方
力量，让群众敞开心扉、响应呼吁、
畅想未来，构建共谋共建共管共享
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邓海菲
收集整理）

茂名市人大代表，茂名市副市长、电白区委书记高雪山：

保持奋进者姿态 扛起领跑者大梁
为茂名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县域“一把手”谈发展 ②

▶茂名百强微锂电池保护
板生产基地。

▲黄岭镇“云上南清”景区。

潮起风正劲，奋楫当争先。政府工作报告站位高、落点
实，总结工作成绩全面，分析问题挑战客观，部署任务思路清
晰，工作举措扎实有力，必将进一步汇聚起茂名高质量发展的
磅礴力量。接下来，电白将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以更大作
为助推茂名在市域发展、县域振兴中走在粤东粤西粤北前列。

过去一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电白主动服务
和融入全市大局，奋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电
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75.28亿元，同比增长3.8%；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辖
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排名全市第一，电白入选“县域新型工业化
综合实力全国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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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邱秋丽着眼城
市发展新动能，认为可通过一系
列促进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深
度融合的措施，借助本地丰富的
非遗资源，提升茂名文化软实
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调研中，她看到茂名虽坐
拥丰富非遗文化，但在发展过程
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她认为，可
以在统筹机制建设上，由相关部
门牵头搭建全市统一非遗数据
库，编制《茂名非遗文旅融合地
图》，明确各县区发展定位，打造
全域协同的非遗文旅格局。同

时，开通“茂名非遗文旅专线巴
士”，将化州橘狮园、信宜玉雕工
坊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来，打造

“一程多站”的深度体验线路。
通过整合旅游资源，为游客提供
一站式非遗文旅体验，延长游客
停留时间，带动相关消费，促进
茂名市文旅产业的综合发展。
另外，还可开发沉浸式非遗体验
项目，举办市级非遗创意设计大
赛，激发创新活力，挖掘更多优
质文创产品，丰富茂名市非遗文
旅产品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旅游
的品牌形象。

邱秋丽还分享了多个创新
融合发展的案例，如打造沉浸
式非遗体验场景；开发“非遗+
科技”跨界产品，推出高州木雕
数字藏品；构建特色 IP 矩阵；延
伸夜间经济，打造夜间非遗市
集等。

她希望可以通过多项措施，
推动茂名市非遗文化与旅游产
业深度融合，将非遗文化优势转
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推动文旅产
业多元化、品质化发展，助力茂
名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冯小飞

人大代表邱秋丽：

推动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
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来自信宜组的市政协委员聂超
凤，虽然不是首次参会，但心情依然
激动。她告诉记者：“为参加这次会
议，我们组的委员提前起草提案。其

中，我关注的是如何做好‘李’文章，
促食品工业发展，以及如何提升基层
康复医疗服务能力。”

聂超凤是信宜市慢性病防治站
的一名医护人员，至今已工作 20 多
年。工作中，她接触过不少因病致残
需康复护理的患者，基本选择去专业
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护理。目前，专门
从事康复护理或治疗师存在不足。
她说：“提升基层康复医疗服务能力，

是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的
必然要求。”建议政府继续完善基层
康复医疗服务体系标准，让康复走进

“家门口”；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与医
学院校合作，实施基层定向培养计
划；加强群众健康宣传教育，普及康
复医学知识、技术指导，纠正“重治
疗、轻康复”观念。

文、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君平 岑稳

政协委员聂超凤：

提升基层康复医疗服务能力
让康复走进“家门口”

“乡贤是乡村社会的宝贵财富，
他们在各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资源和资金，对于推动茂名市乡村振
兴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市政协委员周里真任职于茂名市委
外办，对引导乡贤回乡投资和建设提
出了相关建议。

周里真结合工作实际调研发现，
当前茂名市在吸引乡贤回归方面存
在政策吸引力不足、信息沟通渠道不
畅、投资环境需进一步优化、服务保
障有待加强等问题。她指出，实施

“乡贤回归”工程是推动茂名市乡村
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为此，周里真建议，应完善政策
支持体系，以优厚政策吸引乡贤；搭
建高效信息平台，促进乡贤与家乡
需求精准对接；优化投资环境，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强化服务保障，为乡贤回归创业就
业提供良好条件；营造浓厚氛围，增
强乡贤回乡建设的归属感。

文、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赖碧怡 岑稳

政协委员周里真：

多措并举引导乡贤回归
反哺激发振兴活力

在本次政协会议中，委员陈世
钊聚焦教育领域，提出破解茂名市
茂南区西城学校师生出行难题的相
关建议。他在工作中了解到，西城
学校自 2022 年投入使用以来，南门
外街坊路至今未硬底化，路面杂草

丛生、坑洼泥泞，导致正门无法开
放。师生及家长只能从东面小侧门
通行，而此门位于交通主干道，多校
汇聚，上下学高峰拥堵严重，存在极
大安全隐患。

“加快推进南门街坊道路硬底化
建设迫在眉睫。这不仅能为师生提供
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实现人车分流，
还能优化区域交通网络，提升学校整
体形象，吸引优质教育资源。”为此，陈
世钊建议，应多方筹措资金，政府相关
部门设立专项资金提供帮扶，并探索

社会捐赠等多元渠道；组织专业团队
优化规划与施工，确保工程质量且减
少对教学秩序的影响；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做好日常维护。

陈世钊强调，加快推进街坊道路
硬底化工程的建设，契合茂南区政府
2025年对盘活西城片区的工作计划，
且对改善西城学校办学条件及周边
环境，促进茂南西城片区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赖碧怡 岑稳

政协委员陈世钊：

整合资源破解道路难题
让上下学不再“堵”心

近年来，低空经济作为新兴
的综合经济形态，正以其独特
的魅力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
力。作为广东省重点打造的低
空应用场景城市，茂名以其坚
实的产业基础、广阔的发展空
间和巨大的运营潜力，正逐步
成为低空经济的新高地。对
此，市政协委员陈宇航围绕如
何进一步推动茂名低空经济高
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助力
打造城市发展新引擎。

目前茂名在低空经济发展
方面已迈出坚实步伐。2024 年
9月，《茂名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 2026
年）》印发，明确了发展目标。当
前，茂名正大力推进低空经济产
业融合智慧基础设施、高新区配
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等多
个项目，并已落实省航空应急项
目，争取到国债资金 326 万元。
同时，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
院与深圳鼎峰无限电子有限公
司合作成立的无人机驾驶培训
学院，着力为低空经济产业链培
养高素质技术人才。

然而，茂名低空经济发展仍
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存在低空
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硬件与
软件基础设施均有待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薄弱，对外依存度高；
市场体系发展滞后，应用场景普
及率较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茂
名低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
此，陈宇航提出了如下建议。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进
一步完善起降基础设施网络体
系，加大通用机场建设力度，并
规划建设一批无人机起降平
台。同时，还应建设低空飞行服
务站、充换电设施等相关基础设
施，强化通用机场、起降场地的
平战转换功能，为低空经济发展
提供坚实硬件支撑。

强化金融服务支撑至关重
要。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
业发展，探索制定专项政策，并积
极制定相关标准并给予奖励，引
导产业规范发展。同时，鼓励金
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
大信贷、资金供给力度，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构建良好产业生态。

人才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基

础保障。陈宇航指出，要着力培
育行业发展领军人才，茂名应加
大力度支持高校开设相关专业，
打造产学研教学平台，并积极推
动龙头企业与高校在教学研究、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协同合作，培
养更多的低空领域专业人才。
鼓励相关企业加强内部培训和
人才引进，提高员工素质和能力，
满足低空经济产业发展需求。

积极拓展低空应用场景。
茂名应加速构建低空经济产业
体系，支持和培育低空经济链主
企业，打造各具特色的低空经济
产业园区。不断探索低空经济
新模式新业态，优化低空经济产
业发展生态，推动低空经济与其
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此外，应加强管理规范化。
为满足多主体、多任务、高密度、
大流量飞行下的安全监督和高
效服务，茂名应加快推进以低空
智联网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体系变革，构建“数字低空”，
通过先进管理技术实现未来城
乡一体的低空“自由飞行”。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赖碧怡

政协委员陈宇航：

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引擎
赋能茂名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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