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OMING DAILY

MAO NAN OBSERVATION

茂南观察 2025年4月1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谭宜怡 陈海边
责编版式：戴奇宙 郑云峰
新闻热线：2963667
投稿邮箱：maonanxinwen@126.com

08

■通讯员 关伊桐 伍思明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农业生
产和农业统计工作，围绕“数据真
实、工作有效”的目标，近日，茂南
区召开农林牧渔业生产及纳统工
作会议，部署 2025年第一季度农
业生产和纳统工作。区委常委陈
伟敏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贯彻

以往好的工作经验和成果，吸取
以往工作不好的经验和教训，做
到扬长避短；要建立好长效机制，
激发和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实事求
是做好农业统计工作；要把各方
面的实际成效转化成可量化的数
据，做实工作；要压实责任，把工
作做好、做细。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抓紧完
善数据采集。各项数据做到应

统尽统，提高数据采集质量。
要加大农业生产力度。牢牢守
住粮食安全底线，增加粮食产
量，把握今年荔枝成花率高的
优势，确保荔枝龙眼丰产丰收，
加大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提高产量增加收益。要巩固完
善基层农业统计工作机制。配
足配强农业统计工作人员，关
心统计员的生活工作，丰富培

训形式，提升其业务水平能力，
持 续 实 行 一 对 一 联 系 工 作 机
制。要进一步完善亮点佐证材
料。相关部门继续指导好各涉
农镇街收集整理重点行业增长
的亮点说明材料，合力提高填
报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真实
性和合法性。要及时召开分析
调度会议。相关部门定期召开
会商会议，及时预警和查漏补

缺 。 要 加 强 与 上 级 部 门 的 沟
通。积极、主动向上汇报工作
开展情况，解释说明填报数据
的合法性、合法来源。

会议还表彰了 2024 年度茂
名市茂南区农业生产及纳统工
作突出单位和工作突出个人，
金塘镇、公馆镇、鳌头镇、镇盛
镇、袂花镇、山阁镇依次作经验
介绍。

茂南区召开农林牧渔业生产及纳统工作会议

以高质量统计推进农林牧渔业健康发展

■通讯员 郑伟业 周文龙

本报讯 为深化党史学习
教育，用红色基因为青年成长立
志，为青年成才铸魂，激发青年
一代的责任担当，3 月 27 日，茂
南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
合河东街道党工委组织辖区内
10 多名入党积极分子，前往茂
名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祭英烈、

学党史、强信念”主题教育活
动。通过祭扫革命烈士墓、参观
纪念馆、聆听英雄事迹等形式，
引导青年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
想信念。

当天上午，全体人员在烈
士纪念碑前举行庄严肃穆的拜
祭仪式，全体人员默哀三分钟，
深切缅怀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
的英烈。祭扫仪式后，全体人

员走进茂名革命纪念馆，参观
了革命史迹展厅。泛黄的书
信、磨损的军装、锈迹斑斑的冲
锋号……珍贵的革命文物生动
再现了茂名儿女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一名入
党积极分子动容地说：“这些展
品让我触摸到了有温度的党
史，革命前辈用青春热血诠释
了信仰的力量。”

随后，区关工委主任郑佳为
全体人员作革命史迹报告。他
以茂名籍英雄朱也赤等革命青
年的成长轨迹为主线，结合地方
党史档案，讲述了革命烈士们从
热血青年成长为坚定共产主义
战士的历程，他的讲述深深感染
了在场听众。

活动结束后，入党积极分子
们自发撰写心得体会。来自河

东社区的入党积极分子小李在
笔记中写道：“站在烈士长眠的
土地上，我更加懂得‘共产党员’
四个字的分量。今后要以实际
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的青春誓言。”

据悉，区关工委将持续开
展 红 色 基 因 教 育 系 列 活 动 ，
筑牢青年成长成才的思想根
基。

茂南区关工委携手河东街道党工委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通讯员 关伊桐

本报讯 3月27日，化州市委
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江海晖带领化州市人大常委
会考察组到茂南区，考察学习交
流“百千万工程”的推进经验。茂
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陈木亮，区领导陈伟敏、陈耀明、
李毅及化州市领导彭建春、梁剑
军、李欲飞、吴晓玲等参加活动。

考察组一行先后前往公馆镇

十万七村、茂名石化炼油转型升
级提质改造项目现场，以及茂名
新城茂东片区路网建设项目参观
点进行实地考察，听取有关工作
汇报，详细了解城乡建设、产业发
展等情况。

在公馆镇十万七村，考察组
重点了解了该村的典型村培育成
果，参观了该村的文化长廊、果
园、博物馆等地，欣赏了靓丽的乡
村风貌。

在茂名石化炼油转型升级

提质改造项目现场，考察组了解
了该项目是炼油转型升级及乙
烯提质改造的关键部分，也是广
东省和中国石化推动新型工业
化，实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的重点项目，更是茂
名石化实现第四次跨越式发展
的核心工程。在荔晶新城营销
中心，考察组详细了解了茂名新
城茂东片区路网建设项目参观
点征拆建设进展。茂东片区路
网建设作为城市“东翼提质”的

重要支撑，得到了市委、市政府
的高度重视。茂南区创新采用

“五个一线”工作法，成立 1 个专
班、5个工作组，并组建临时党组
织，实施“挂图作战”，推动力量
下沉、党组织建设、党员冲锋、服
务保障和考察培养均在一线开
展。目前，东粤路、文才西路已
建成通车，茂名大道快速化改
造、潘州大道茂名东货场支线等
项目也在顺利建设中，助力茂名
新城“现代活力核”加速成型。

双方表示，各地在城市更
新和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勇于
创新工作方法，强化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凝聚各方力量，
形成工作合力，提升城市的承
载能力和发展活力。同时希望
两地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共享发展成果，结合自身实际，
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携手推动区域高质
量发展，为实现广东“走在前
列”总目标贡献力量。

化州市人大常委会考察组到茂南调研

聚焦“百千万”互鉴促发展

■通讯员 梁宇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殡葬移风易俗宣
传教育工作，积极引领文明节俭治丧、节地
生态安葬、绿色低碳祭扫的殡葬新风尚，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摒弃丧葬陋习，树立
文明殡葬新理念，全力营造有利于殡葬改
革的良好氛围，茂南区紧紧抓住清明节即
将来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 2025
年全区殡葬改革巡回宣传活动。

日前，巡回宣传活动在金塘镇牙象大
地艺术公园拉开序幕。由茂南区民政局联
合各镇（街道）组建的 18 辆宣传车队整齐
排列着。车身上，“倡导文明殡葬新风 严
禁违建硬化墓地”“实行生态安葬 造福子
孙后代”“倡导文明殡葬 保护生态环境”

“坚决查处修建硬化墓地违法行为”等标语
格外醒目，车载广播循环播放着殡葬改革
政策解读，形成“视觉 + 听觉”的全方位立
体式宣传矩阵。

进行简单的启动仪式后，宣传车队依
照预先既定路线，兵分两路，浩浩荡荡地驶
向全区 17个镇（街道）的大街小巷，展开全
方位、立体式的集中巡游宣传，致力将文明
殡葬的理念，如同种子般播撒到茂南的每
一寸土地。

据了解，为确保宣传工作取得实效，本
次活动采用分片分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的方式推进。宣传车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
期两天的集中巡游广播宣传后，各镇（街
道）继续开展宣传。除流动宣传外，同步开
展入户宣讲、村（社区）广播播报等活动，并
通过微信群、公共宣传栏等载体搭建起全
方位、多层次的宣传网络，尤其是重点突出
加强关于严禁违规修建硬化墓地的宣传。
活动还针对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量身定
制个性化的宣传方案，着力破除传统丧葬
陋习。

茂南区民政局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持
续深入宣传殡葬改革的重要意义、绿色殡
葬的具体措施以及移风易俗的文明观念，
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对殡改工作的关注度
与认同感。同时，通过建立健全长效宣传
机制、完善殡葬服务体系、加强执法监管等
一系列举措，全方位推动殡葬改革向纵深
发展，让文明殡葬的新风尚在茂南大地广
泛传播、深入人心，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注入文明新动力。

茂南全域开展2025年
殡改巡回宣传活动

引领殡改新风尚
树立文明新理念

■通讯员 关伊桐

本报讯 3 月 27 日，春风和煦，万物更
新。广东宝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茂名基地
开业典礼在高山镇坡头村委会宝路水产养
殖基地举行，标志着罗非鱼产业在高质量
发展的赛道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通过科
技赋能，开拓出一条引领产业升级的“宝藏
之路”。茂南区委常委陈伟敏，副区长陈咏
周出席活动。

开业典礼现场，极具岭南特色的传统
仪式，为开业典礼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和喜庆色彩。在万众瞩目下，伴随着现场
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广东宝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茂名基地正式开业，迈向新征程。

据了解，宝路水产自 2004 年成立以
来，一路砥砺前行，已成为国际化的种苗
企业与高科技生物技术企业。在罗非鱼
选育及制种、繁育、鱼苗培育和销售领域
成绩斐然，是全球最大的罗非鱼苗企业，
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25% ，更在水产育
种、营养、循环水等领域掌握先进技术，拥
有顶尖专家团队，解决了种源“卡脖子”问
题，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多年来，
宝路水产不仅在科研生产上硕果累累，建
成多个科研生产基地，还受到各级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支持，荣获众多国家级、省级
荣誉，享受多项政策扶持。

陈咏周表示，未来，茂南区委、区政
府将会和宝路公司以及罗非鱼全产业链
的相关企业目标一致，同向而行，做好标
准化养殖、品牌建设，加工增值、产业联
盟 4 项重点工作，探索产销衔接高质量供
给、全产业链高质量开发、联农带农益农
高质量发展 3 种模式，打造国家渔业高质
量发展、广东土特产全产业链开发、粤西
农文旅融合发展 3 个示范区，做好茂南

“一条鱼”产业。
在未来的发展中，广东宝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将继续秉持创新驱动的发展理
念，依托科技创新，提升罗非鱼产业的核心
竞争力，为罗非鱼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广东宝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茂名基地开业

茂南罗非鱼产业
再添强劲新动力

■通讯员 郑伟业 周文龙

本报讯 爱党爱国爱民从娃
娃抓起，立志铸魂争当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接班人从少年着力。3月
26日上午，茂南区关工委、河东街
道关工委、茂名石化关工委河东片
区、茂名市为民路小学等单位，组
织党员代表及一年级新生共赴茂
名市烈士陵园开展“清明祭英烈
童心永向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通过庄严的祭扫仪式与入队仪式，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上午9点30分，苍松翠柏掩
映下的烈士纪念碑庄严肃穆。
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少先队员献
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
澈嘹亮的歌声在纪念碑广场久
久回荡。接着，茂南区关工委主
任郑佳以“永不褪色的丰碑”为
题，动情讲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
迹，带领师生穿越时空触摸红色

记忆。随后，在低回的《献花曲》
中，师生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
花篮，全体人员行三鞠躬礼，以
最崇高的敬意告慰英灵。

祭扫仪式后，为民路小学举
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大队委员
会宣布组建一年级少先队组织
决定，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上鲜
艳的红领巾。在星星火炬队旗
下，40 名新队员举起右拳庄严
宣誓：“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

贡献力量！”铿锵誓言中，校领导
为新建中队授旗，并向中队辅导
员颁发聘书。当退旗曲响起时，
少先队员标准的队礼与胸前的
红领巾交相辉映，成为春天里最
亮丽的风景。

活动最后，大家缓步绕行瞻
仰烈士纪念碑，认真阅读碑文记
载的革命故事。“看到浮雕上小战
士和我差不多年纪就参加革命，
特别震撼。”新队员小林同学表

示，要将红领巾作为成长路标，用
实际行动传承先烈精神，让爱党
爱国情怀在心中生根发芽。

此次活动将清明祭扫与入
队仪式有机融合，既是对革命先
烈的深情告慰，更是对红色基因
的生动传承。接下来，茂南区将
持续创新青少年思政教育载体，
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让革命薪火在新时代焕发
勃勃生机。

清明祭英烈 童心永向党
多单位联合举行清明祭扫暨少先队员入队仪式

■通讯员 郑伟业

本报讯 3月28日，茂南区党史
地志办公室联合新坡镇党委，结合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和基层党建“书记项目”的工
作安排，组织茂南史志专家走进新
坡镇大塘村工业遗址群落开展调
研。这支由史志专家、党员干部组
成的特殊勘探队（专家调研组）沿
着广东省第一滴页岩油诞生的历
史矿脉，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
神寻根之旅。这场以“红色引擎·
领航发展”为主题的调研行动，在
斑驳的工业遗址与跃动的乡村振
兴图景间架起桥梁，为茂南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在锈迹斑斑的炼油装置与青
苔覆盖的储油池边，调研组以考
古般的严谨展开调查，通过听讲
解、观察、触摸等办法，系统梳理
1958年3月22日广东第一滴页岩
油诞生的时空坐标。“当年我们硬
是用土法上马，把外国专家断言
不可能炼油的油页岩变成了工业
血液。”茂名石化公司 70 多岁的
党史专家张凌云抚摸着坚固的砖
石结构储油池，向调研组还原了

“石头榨油”的技术奇迹：通过独

创的工艺，将含油的矿石转化为
合格油品，这项突破为当时打破
国际能源封锁作出重要贡献。在
第一口水井边，大塘村老乡贤、亲
历者讲述了炼油厂初创当年的艰
苦岁月；在第一座炼油试验炉前，
相关专家指出，这套装置虽已停
产近半个世纪，但其展现的自主
创新精神，仍是当下攻克“卡脖
子”技术的鲜活教材。

随后召开座谈会，调研组的
专家、亲历者纷纷讲述茂名的炼
油历史以及各自研究成果。会议
提出了“遗址活化+”计划，拟将
大塘村工业遗址群落改造为沉浸
式研学空间，让工业遗产讲述新
时代奋斗故事。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茂名
炼油历史的溯源，推进石油工作
史料征集、影像与文献资料收集
等方面工作，形成更加完整的炼
油历史文物链条，促进茂名石油
文化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弘扬从
石头里榨出油的奋斗精神、奉献
精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百千万
工程”，以更优作风助推中国式现
代化的茂南实践，为打造城乡融
合发展示范区贡献党史地志的智
慧和力量。

茂南史志专家走进大塘村工业
遗址群落调研

用工业遗产讲述
新时代奋斗故事

春日的茂南，大地从酣眠中苏醒。犁铧翻开湿润的泥土，散发着熟悉的芬芳，仿佛能
听见种子在温热的土层下悄悄呼吸。农人们弯着腰，将一株株嫩绿的秧苗插入水田，他们
的身影倒映在如镜的水面上，与远山和流云融为一体。 微风拂过新绿的田野，带着泥土和
青草的气息。田埂上，不知名的野花零星绽放，点缀着这幅忙碌的春耕图。拖拉机的声音
在远处轰鸣，惊起几只白鹭，它们掠过波光粼粼的水田，飞向更广阔的蓝天。 在这里，每一
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希望的故事，每一滴汗水都孕育着夏收的承诺。茂南的春天，不仅播种
着五谷，更播种着农人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与期盼。

通讯员 黄林明 邱秋梅 摄影报道

春耕正当时 农人插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