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2025年4月1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杜燕盛 责编 版式：杜燕盛 吴彤彤热评热评MAOMING DAILY

电子邮箱：mmrbrp@163.com

在茂南区的沃野上，四季豆
攀援成碧浪，红辣椒燃烧似火海，
公馆镇正以“稻蔬轮作”的智慧，
充分开发利用冬闲田，复耕复种
撂荒耕地，种植四季豆、辣椒、玉
米、马铃薯、圣女果等作物，推动
冬季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走出了
一条具有特色的农业高质量发展
之路，书写出茂名乡村振兴的美
丽答卷。了解公馆镇的人都知
道：其实，早在 2023 年 3 月，该镇
就已经入选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
产业产值超十亿元镇。2023 年 8
月，入选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名单。此时，我们再来看公馆镇
的实践就恰似一首三重奏：在党
建强音中破土，以科技韵律生长，
借产业和弦丰收，为新时代乡村
振兴提供了鲜活的“茂名范本”。

党建引领：红色根系滋养希
望田野。“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当 200 多亩撂荒地
在蒲炉塘村党员手中重焕生机，
朱熹笔下的“活水”意象在这里化
作了红色动能。公馆镇党委将考
核标尺屹立在田间，让党员徽章
闪耀在地头，三级联动体系犹如
深扎沃土的根系，牢牢地将党与

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党员试验
田”里，农作物单产提升30%的奇
迹，不正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
颗子”的现实演绎？过去荒草丛
生的土地，如今在“党员责任田”
机制下化作增收宝地。这些生动
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需要
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就
必须坚定不移地让“红色引擎”驱
动绿色田野。

科技赋能：智慧甘霖浇灌现代
农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当无人机盘旋在8000亩托管农田
上空，当合作社的机械臂代替了农

民手中的弯镰，古老农谚在新时代
焕发出新的意义。在“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联营模式下，公馆镇农
技人员踏破田埂的足迹，合作社

“耕防种收”的全周期服务，让冬种
作物产值突破2.6亿元。这恰似陆
游“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的现代注解——科技不再是
悬浮的云朵，而是渗入土壤的甘
霖。从过去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
知天而作，从以前的面朝黄土到如
今的驾驭数据，科技正重塑着茂名
农业的强大基因。

产业升级：全链蝶变激活乡

村经济。“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
齐放春满园。”当粤港澳大湾区的
餐桌上飘起公馆辣椒的香气，当
北运菜专列载着四季豆奔向祖国
的四面八方，下垌村的产业示范
带已然绽放出链式经济的春天。
从分散种植到标准化基地，从地
头叫卖到云端订单，公馆镇用“生
产——加工——销售”的全链条
破解了“谷贱伤农”的困局。这再
次印证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民情怀
——唯有构建公司和农户利益共
同体，才能让田间地头的辛勤化

作百姓钱包的丰盈。
从公馆镇的振兴图谱我们清

晰可见：党建是根，深扎乡土厚植
力量；科技似脉，贯通上下输送给
养；产业若冠，舒展枝叶荫蔽民
生。正是这张带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实践图谱，让“滨海绿城好
心茂名”这片土地，冬闲田变成了
聚宝盆，老农民玩转了新技术，土
特产闯出了大市场。如今，我们
可以大胆去畅想：当茂名的每个
乡村都能奏响这样的发展三重
奏，何愁不能绘就“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盛世图景？

党建引领破土生金
科技赋能点绿成春

特约评论员 姜桂义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高
州市曹江镇华坑村张翼的荔枝
园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技术
培训活动。华南农业大学陈厚
彬教授携专家团队深入田间地
头，围绕“荔枝开花管理”与“用
药安全”两大核心主题，为当地
20余名果农开展了一场理论与
实践紧密结合的现场培训。

培训过程中，陈厚彬教授针
对去冬今春荔枝树控梢促花调
控与植保管理的不同效果进行
了现场分析。为实现病虫害绿
色管理目标，专家团队特别强化
了对花期修剪的指导，并组织果
农进行实地操作练习。此次活
动有效提升了荔枝种植户的科
学管理水平，为今年荔枝丰产优
产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场看似普通的培训，实则
是科技力量下沉乡村的生动缩
影。科技团队通过“手把手”指
导，破解了果农的认知盲区，将
抽象的农业理论转化为可操作
的实践技能。果农们不仅掌握
了“精准修剪”和“绿色防控”等
关键技术，更深刻理解了“科学
管理”与“生态优先”的现代农
业理念。

茂名作为农业大市，以科技
为杠杆撬动荔枝、龙眼、三华李、
沉香、化橘红等特色产业升级，
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荔枝领域，根子镇已建成全球
首个荔枝 AI 种植模型，通过物

联网设备实时监测温湿度，实现
精准灌溉指导；龙眼产业中，电
白区引入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开
发出龙眼干、龙眼酵素等高附加
值产品，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
信宜三华李产区推广“光驱避防
虫”技术，使农药使用量减少
30%以上；化州化橘红基地运用
基因测序技术优选种质资源，使
药用成分含量提升20%；电白沉
香产业园则通过微生物发酵工
艺革新，将结香周期从 10 年缩
短至 2 年。这些成功案例充分
证明，科技既能革新传统种植环
节，也能激活加工端的增值潜
力，为农业丰产优产注入强大

“核动力”。
当前，李花刚刚谢幕，荔枝

花、龙眼花、黄皮花、橘红花又竞
相绽放。我市繁花似锦，丰收在
望。等春来，不如追春去。为确
保今年有个好收成，相关职能部
门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借助
科技力量为全市种植业发展插
上“隐形翅膀”。

具体而言，需打通产学研用
闭环。依托国家荔枝龙眼产业
技术体系等平台，推动高校科研
团队与地方农技推广机构深度
合作，建立“问题来自田间、方
案 回 到 田 间 ”的 敏 捷 研 发 机
制。例如，陈厚彬团队针对荔
枝控梢促花难题研发的精准调
控方案，已成功辐射带动曹江
周边南塘、谢鸡、根子、泗水、荷

塘和平山等镇。
同时，要构建数字农业基

座。在现有荔枝大数据平台基
础上，逐步扩展至龙眼、三华
李、化橘红等作物，实现土壤墒
情、病虫害预警等数据全域联
通 ，为 农 户 提 供 科 学 决 策 依
据。例如，高州荔枝园通过智
能孢子捕捉仪实时监测病害，
防控效率提升50%。

此外，还需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通过产业联盟整合零散农
户，推动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化运
营。如曹江镇荔枝产业联盟联
合200余户种植户，统一执行绿
色防控标准，成功打入高端市
场，单价提升 40%。根子镇、平
定镇、钱排镇利用大数据技术开
展荔枝、化橘红、三华李的销售，
实现了价升销增的良好效果。

最后，要强化政策精准滴
灌。设立科技应用专项补贴，对
采用智能水肥一体化、生态宜机
化改造、绿色防控病虫的主体给
予奖励，激发农户创新积极性。

华南农业大学的此次培训
活动，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的生动实践，也是“百千万工
程”科技强农的鲜活注脚。我
们应充分借助科技“隐形翅膀”
的作用，让更多科研力量深入
田间地头，将先进的种植技术、
管理理念传递给广大种植户，
助力农业丰产优产，共同绘就
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扬科技之翼
助农业起飞

吴征远（高州）

日前，电白沙琅镇举办了
“三月三”民俗文化节。古色
古香的祭祀仪式、精彩纷呈的
非遗展演、热闹非凡的市集庙
会，吸引周边乡镇数万游客踏
春而来。特别是夜晚的民俗
主题演出，以现代光影技术融
合传统歌舞，成为当时刷爆社
交平台的“现象级”文化事
件。事实上，茂名大地孕育的
民俗文化繁星璀璨：化州跳花
棚的古老傩舞、甲隆庙会的祈
福盛典、冼夫人信俗的千年传
承、电城麒麟舞的灵动飘逸、
茂名年例的宴席…… 这些承
载着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不
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分支，同时也成为激活乡村
振兴的“文化引擎”。

守护文化根脉，让传统民
俗成为振兴底色。传统民俗
是镌刻在乡土大地上的文化
基因。当沙琅河的流水映照
着“三月三”祭典的袅袅青
烟，当电城古镇的石板路回响
着麒麟舞的铿锵鼓点，我们看
到的不仅是古老习俗的当代
呈现，也是乡村文化自信的生
动彰显。这些扎根民间的民
俗活动，蕴含着“忠孝仁义礼
智信”的传统美德，承载着游
子的乡愁记忆，成为连接过去
与现在的精神纽带。正如冼
夫人信俗中“唯用一好心”的
精神内核，正转化为新时代乡

村治理的道德准则。
破解传承困境，在创新中

激活内生动力。然而，传统民
俗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当
部分节日被快餐式消费包装、
以碎片化形态呈现，当年轻一
代在商业浪潮中逐渐失去文
化感知，民俗文化的本真性面
临冲击。破解这一难题，需要
双管齐下：一方面，借助数字
技术打开传播新维度 —— 我
市 正 通 过 短 视 频 平 台 直 播

“云游年例”、AI 复原古傩舞
动作、VR 重现冼夫人阅兵场
景等方式，让年轻人在互动体
验中触摸文化肌理；另一方
面，夯实乡村发展的物质基
础 —— 完善基础设施、培育
特色产业、提升公共服务，让
青年看到扎根乡村的发展前
景 ，从“ 文 化 旁 观 者 ”变 为

“传承主力军”。如沙琅镇在
打造“三月三”文旅 IP 时，同
步建设电商直播基地，带动本
地特色农产品销售增长，让文
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形成良性
互促。

赋能乡村振兴，在融合中
书写时代新篇。民俗文化的
生命力，在于与时代同频共
振。我市的实践证明，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
“文旅 +”融合载体，能让传统
文化焕发新活力：化州将跳花
棚表演与田园观光结合，开发

“非遗体验 + 农耕研学”旅游
线路；电城镇以麒麟舞为核
心，打造民俗主题民宿集群；
沙琅镇借“三月三”夜演热
潮，激活餐饮、零售、民宿等夜
间经济，形成“白天看景、晚上
看 戏 、全 天 消 费 ”的 产 业 链
条。更重要的是，在传承中推
进移风易俗 —— 各地以村规
民约破除厚葬薄养、高价彩礼
等陋习，将民俗活动转化为弘
扬文明乡风的平台；引入“村
BA”“村晚”“村跑”等新元素，
让青年在创新表达中重塑文
化认同，实现“旧民俗”与“新
时尚”的有机融合。

从沙琅河畔的篝火晚会
到化州田间的傩舞巡游，从
电城古镇的麒麟跃动到茂名
城乡的年例盛宴，这些传承
千年的民俗活动，正以蓬勃
的生命力证明：乡村文化不
是凝固的标本，而是流动的
长 河 。 当 我 们 在 保 护 中 传
承、在创新中发展，让民俗文
化“可听”“可看”“可感”，就
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精神动力。正如高铁飞驰
带不走游子的乡愁，时代变
迁 抹 不 去 文 化 的 根 脉 ——
守 护 好 这 份 独 特 的 精 神 遗
产，便是守护乡村振兴的灵
魂，让每一片乡土都在传统
与现代的交响中，奏响属于
自己的华美乐章。

弘扬民俗文化
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王平生（电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