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媒体报道，近日，2025年广东省精神卫
生工作推进会上传来喜讯，我市获评“2024年
度广东省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优秀
市”（全省仅广州、茂名两市获此称号）。尤为
引人注目的是，茂名市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
疗工作综合评分实现历史性跨越，从2023年
全省第五跃居2024年全省第一。

我市精神卫生工作的突破绝非偶然。在
财政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我市构建起覆盖市
县乡的三级防治网络，28家基层医疗机构入
选省级优秀，印证了治理重心的下沉成效；连
续十年保持省级先进，印证了体系建设的延
续性；联防联控机制的创新，展现了跨部门协
同的治理智慧。这种将有限资源转化为治理
效能的模式，形成了可复制的“茂名经验”。

成绩来之不易，这是我市精神卫生工作

多年来实践探索的总结。在精神卫生领域，
基层既是防线前沿也是薄弱环节，我市将村
医培养成精神健康“守门人”，破解了基层服务
能力不足的困局，将临时性帮扶转化成为持续
性赋能。启动“茂名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
——深度评估及干预项目”，通过整合学校、医
院、社会心理服务组织等资源，用AI守护心理
健康，用有限投入撬动最大管理效能。同时，
引入志愿服务组织，构建起精神卫生工作共治
模式，将政府主导转化为社会合唱。

精神健康工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
我市该项工作获得全省肯定，从另一方面也
说明了精神卫生工作不仅是资源的比拼，还
是治理体系的革新；不仅是部门的“独角戏”，
还是社会的协奏曲。相信未来，我市精神卫
生事业会发展得更好。

以“小成本”实现“大效能”
陀宇（高州）

近日，全市宣传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会
议强调，要始终做到思想引领、聚焦主线、
改革助力、创新为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文
化“新动能”，奋力开创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新局面。此次会议释放出强烈信号：
宣传文化工作唯有破除路径依赖、再造传
播逻辑、重构产业生态，方能在流量争夺战
中杀出血路。这场突围战，既要打破“端着
金饭碗讨饭”的尴尬，更要创造“老树开新
花”的传奇。宣传文化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然“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当荔枝红遍冼夫
人故里，当油城故事遇见短视频浪潮，一
场关乎文化基因重组的“化学反应”已然
在茂名悄然发生。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
中，宣传工作既要当号角手更要当建筑
师，既要让千年文脉活起来，更要让时代

强音响起来。
破“照本宣科”之困，立“双向奔赴”新

局——让理论宣讲既冒热气又接地气。
传统的理论宣讲常陷“台上念稿子，台下
刷手机”的窘境。只有告别照本宣科的

“填鸭式”说教，打造“理论+荔枝”“理论+
非遗+科技”的沉浸式课堂，在油页岩遗址
开讲新发展理念，于滨海栈道演绎生态文
明，才能让“创新理论铸魂”既有泥土芬芳
又带着茂名特有的海风咸鲜。当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遇上高州木偶戏，当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年例宴席，真理的味道
才能真正甜到群众心坎里，实现“春风化
雨润无声”。

破“自说自话”之弊，立“破圈传播”新
势——让主流声音既响彻云端又扎根大

地。曾几何时，传统媒体被困在了“写谁谁
看，谁写谁看”的怪圈，出现了经费“看市
长”，发行却“丢市场”的窘境。要彻底改变
这一现状就必须有自我革命精神，构建全
媒体传播矩阵，让党媒长出“赛博朋克”新
翅膀。传统党媒要始终坚守好自己的“人
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其权威性
和公益性做“定海神针”，将“市长”的声音
准确无误、毫无遗漏地传达到“市场”。同
时，新媒体要当好“冲浪高手”，把创新当成
自己的“杀手锏”，以其亲民性和及时性做

“踹门神器”，在抖音快手里寻找乡村振兴
的爆款密码，到B站直播间感受制造名城的
机械脉搏；用00后语态讲述百年党史，借AI
主播传递时政要闻，切实让主流舆论在指
尖传播中完成“年轻化迭代”；将“市场”的

波动及时准确地反馈给“市长”，从而实现
从“市长”到“市场”的完美闭环。如此，当
守正遇见创新，主流声音便不再是“庙堂之
高”，而是“江湖之远”。

破“孤岛效应”之障，立“跨界融合”新
篇——让文明创建既有面子更有里子。面
对“文化资源大市，文化产业弱市”的困境，
茂名唯一的出路就是用改革破题。对比某
些“政府热、市场冷”的文化项目，茂名要打
破“文化人只管文化事”的思维藩篱，构建
政企校联动的“热带雨林生态”：设立“湾区
创意飞地”，让茂名年例与香港舞火龙隔空
对话；创建“乡村文化创客空间”，让大学生
用短视频重述古驿道传奇。柔性引进数字
策展人，孵化本土网红村干部，在“体制内
深耕+市场化突围”中闯出文化供给侧改革

新路径。当传统文化嫁接数字经济，当非
遗技艺邂逅现代设计，“文化老字号”才能
在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当文明实践融入
柴米油盐，当城市精神照进烟火人间，“社
会文明提升”便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万家
灯火的温暖底色。

茂名的文化突围战实质是场“刀刃向
内的革命”，在解构与重建中寻找最大公约
数。它需要打破“文化部门唱独角戏”的旧
格局，构建“全民皆是创作者”的新生态；在
这一过程中，既要警惕“为创新而创新”的
形式主义，更要避免“新瓶装旧酒”的概念
游戏。唯有以思想破冰引领行动突围，用
改革力度丈量创新高度，这座好心之城方
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书写属于自己
独具特色的文化复兴传奇。

用三组关系解码茂名文化强市突围战
特约评论员 姜桂义

一年一清明，一岁一追思。清明
节是人们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
日。笔者发现，在今年的祭扫活动中，
身边很多人的祭扫观念发生了转变，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以网上祭扫、鲜花祭扫
以及植树祭扫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缅
怀故亲。绿色祭扫成了新风尚！

踏青遥祭、植树祭扫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在先人墓前或周围，亲手
栽下绿植，既能表达怀念之情、思念之
意，又能使墓前四季常青、春意长存。
种下一株树苗、培植一方绿土，用生机

勃勃的植物来祭奠先人，让先人的生命
换一种方式延续，既能保护环境，为绿
水青山添加一抹绿色，又能让祭奠先人
更有意义。携手孩子共同植树祭扫，更
有助于养成孩子的感恩之心，树立热爱
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营造一个绿色清
明的环境。

祭扫重在感情，贵在真诚，而不应
拘泥于形式。绿色文明祭扫人人可
为、人人有为。我们要自觉践行绿色
文明的祭扫方式，大力倡导鲜花祭扫、
植树绿化、踏青遥祭、网络祭扫等现代

方式缅怀先人。一束鲜花寄托哀思，
一句祝福表达情怀，以文明方式表达
对先人的缅怀之情，以点滴之举涵养
文明新风尚。

别样清明，一样深情！文明祭扫改
变的是形式，但不改对先辈的敬重和缅
怀！让我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
碳、循环的发展理念，共同守护我们的
蓝天、绿地和美好家园。让我们携手同
行，以绿色祭扫守护生态，用文明行动
弘扬新风，共同营造文明、绿色、节俭的
祭扫新风尚。

绿色祭扫成为新风尚
梁栩（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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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人们纷纷踏上祭扫之
路，寄托对先人的幽思。然而，这一传
统习俗也潜藏着火灾与交通安全的双
重隐患。近年来，因焚香烧纸、野外用
火引发的山林火灾，以及祭扫高峰期的
交通拥堵和事故频发，给社会公共安全
带来一定的挑战。因此，在弘扬传统文
化的同时，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文明祭
祀，安全第一”的理念，让清明祭扫更文
明、更有序、更安全。

文明祭扫，防患于未“燃”。清明节
期间，焚香烧纸、燃放鞭炮等传统祭祀
方式极易引发火灾。尤其是在天干物
燥的春季，一点火星或许会酿成燎原之
势。当一炷香、一叠纸化为不可控制的
烈焰，不仅违背了祭祀的本意，更有可
能吞噬无辜生命。文明祭祀绝非对传
统的不敬，而是对生命价值的最高礼赞
——缅怀逝者，首先要珍视生者。安全
祭祀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生
命财产的尊重。

中国传统祭祀文化源远流长，火在
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周礼》中有“以
烟祀天”的记载，自汉代以来，烧纸钱、

焚香烛逐渐成为民间祭祖的固定仪
式。这种“以火通神”的观念深植于民
族集体无意识中，仿佛只有通过火焰，
生者的心意才能抵达彼岸。但是密集
的居住环境、干燥的气候条件与传统的
焚香烧纸习俗产生了矛盾，存在安全隐
患。当文化风俗与社会安全产生冲突
时，我们需要思考：祭祀的本质是什
么？是传承精神，还是固守形式？

祭祀的核心价值在于表达对逝者
的追思与敬意，而这种表达本应有多种
方式。近年来，许多地方推广鲜花祭
扫、网络祭奠、家庭追思等文明方式，既
保留了缅怀先人的仪式感，又避免了火
灾风险。一些公墓设置集中焚烧点，并
配备消防设施，既尊重传统习俗，又确
保安全可控。火灾猛如虎，民众应自觉
遵守防火规定，不在林区、草地等易燃
区域使用明火，切莫心存侥幸，亦莫过
度自信人力可以控制火势，让清明祭祀
既庄重又安全。

错峰出行祭祀，平平安安归来。清
明假期，祭扫与踏青人流叠加，交通压
力骤增。高速公路、墓区周边道路拥堵

现象频发，有的司机因赶时间而出现超
速、抢道，甚至疲劳驾驶等违反交通法规
行为，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要缓解
这一局面，一方面需要交管部门加强疏
导，在重点路段增设警力，尽早执勤，优
化交通组织，及时疏导拥堵路段。另一
方面，公众也应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
错峰祭扫，避免扎堆。此外，提倡选择公
共交通、拼车等方式，既能减少拥堵，也
能降低碳排放，契合绿色清明的理念。

安全无小事，文明靠大家。清明祭
扫，重在心意，而非形式。无论是防火
安全还是交通安全，都需要政府、社会
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强监管
和宣传，完善应急预案；村委会、社区或
者墓园管理方需提供更便捷、更安全的
祭扫服务；而民众也应提高安全意识，
用文明安全的方式表达哀思。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在寄托哀思
的传统节日里守护生命之光，让我们以
安全为前提，以文明为风尚，让清明不
仅是对先人的缅怀，更是对生者的负
责。唯有如此，才能让让中华文明薪火
相传，让清明更“清明”。

文明祭祀 安全第一
周平（茂南）

老花镜
图/文 王铎 童戈

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经意已发现自己
的父母脸上出现了皱纹，甚至还戴上了老
花镜。更令人震惊的是，由于配镜意识不

够或舍不得花钱，他们的老花镜很多竟
然是从菜场、地摊、夜市、网络购买的，
没有验光全凭感觉，一副眼镜甚至 9.9
元都不用，还包邮。那么，这样的老花
镜真的能戴吗？（新闻来源：科普中国）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出现
老花眼的问题。街边或网上虽有很多
老花眼镜摊档，价格也诱人，但是随便
购买佩戴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危
害。据专家介绍，长期佩戴不合格的老
花镜可能会引起眼痛、眼疲劳、加深度
数等问题。因此，建议大家在购买老花
镜时还是要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验光
配镜，以确保获得合适度数和尺寸的眼
镜，从而有效减少因不当佩戴老花镜而

产生的潜在危害，让自己的老眼不再昏花，
让晚年的生活更加清晰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