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近年
来，每年人大、政协两会结束后，
我市始终秉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理念，将十件民生实事
视为市政府每年必须答好的“必
答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交上了一份
份既有厚度、力度，又饱含温度的
优异答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逐年攀升。然而，保
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持
续向前的新起点。今年，我市“两
会”持续聚焦民生痛点、堵点，锁
定重点、难点问题，决心切实解决
老百姓身边的急难愁盼，以更扎

实有力的举措，全力托举起人民
群众“稳稳的幸福”。

今年我市的十件民生实事，内
容涵盖广泛。在养老服务方面，加
强老年人健康管理，推进医养结合
服务，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水平；在
妇幼关怀领域，为孕产妇、新生儿
提供出生缺陷筛查服务，增加普惠
托育服务供给；在青少年关爱层
面，提供更加普惠、专业的心理健
康服务；同时，持续提升困难群众
兜 底 保 障 和 暖 心 服 务 水 平 等 。
2025 年茂名市十件民生实事一经
公布，涉及不同年龄群体的衣食住
行、医疗教育等多个方面，赢得了

市民的广泛拥护与点赞。
打开十件民生实事这份沉甸

甸的“大礼包”，最令人动容的是
党和政府深厚的人民情怀，最温
暖人心的是其中蕴含的民生温
度，而最让人踏实的，则是一组组
具体鲜活的数据。义务教育阶段
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最低标准
再次提高；新建的新能源汽车公
共充电桩逐步覆盖城乡；市国资
委直接运营或委托经营的中小学
食堂实现全流程检查评价及供餐
质量安全监测全覆盖；联动工会、
妇联、共青团、关工委等多支队
伍，组建百余个“爱心驿站”站

点，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服务。不
难看出，这份“大礼包”满满都
是“干货”，饱含着诚意与责任，为
相关部门和单位扎实推进工作提
供了有力抓手。

值得欣慰的是，在保障和改善
民生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我
市相关部门既有短期举措，又着
眼长远规划。此次我市公布的十
件民生实事里，有不少市民熟悉
的“老面孔”：因地制宜，同步推进
城镇和农村供水及生活污水治
理；持续深入推进“农村路桥”和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配套建设；不
断提升食品、药品安全抽检水平，

积极开展放心消费活动。这些事
项具有夯实基础、利于大局、影响
长远的显著特点，全市上下正咬
定目标，脚踏实地加油干，力求做
到最好。近期，一批市、县、镇防
洪防涝工程陆续完工；包茂高速
公路柏桥服务区建成，成为全国
独具特色的服务区；一批优质中
小学、幼儿园相继建成，均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茂
名市创新民生 实 事 遴 选 工 作 机
制，先由市民、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提出候选项目，再进行筛选优
化 ，使 十 件 民 生 实 事 更 贴 合 民

意、契合民需，也更符合我市的市
情民情。民生实事怎么选、如何
干 ，归 根 结 底 由 人 民 群 众 说 了
算。让每一项民生实事项目都能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是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也是我市
政府与市民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的
有力见证。

俗话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
关情。期待各地各部门全力以
赴，用心办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十
件民生实事，以政府的“郑重承
诺”换取群众的“幸福生活”与

“安全环境”，为人民创造美好生
活而辛勤付出，收获快乐。

办好民生实事 托举“稳稳的幸福”
王如晓(市区)

受撤点并校等因素影响，当前
我市各地存在部分教学点校舍闲
置的情况。由于管理缺失，部分闲
置校舍状况堪忧：校内杂草肆意生
长，蛇鼠横行；室内受潮霉变，室外
墙体斑驳破损，屋顶和窗户漏雨严
重，个别校舍甚至面临崩塌危险。
那么，怎样才能让这些闲置校舍

“重焕生机”，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
值呢？笔者认为可以分“三步”
推进。

第一步：明确权属和责任。教
育主管部门主动联合国资中心及
各镇街，全面清查闲置校舍的资产
总量，彻底摸清底数。对于年久失
修、经相关部门鉴定为 D 级危房，

以及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改造难度
大的校舍，按规定程序报批后予以
拆除；对于确需保留但暂时缺乏投
资建设条件的，可作为教育发展预
留用地妥善留存。在明确闲置校
舍权属后，建议产权方强化管理，
安排专人定期打扫卫生、清理杂
草，及时修复破损之处。

第二步：出租给企业办厂。闲
置校舍空间开阔，适合出租用作厂
房。所在镇街可动员外出乡贤返
乡，将闲置校舍改造为厂房。这一
举措既能让闲置校舍发挥社会效
益，又能为当地老百姓创造家门口
的就业机会。若校舍产权归村
（居）委会所有，还能增加村集体收

入，有力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
展，可谓一举多得。

第三步：改造为公益场所。倘
若没有企业租赁，所在镇街可筹集
资金，将闲置校舍改造成集老年人
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健
身活动中心、长者幸福食堂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场所，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
化需求。此外，也可将校舍提供给
慈善机构、公益组织使用，确保闲
置校舍得到充分利用。

通过明确权属、出租办厂、改
造公益场所这“三步”，有望让闲
置校舍重新“活”起来，变“废”
为宝，为我市发展增添新活力。

盘活闲置校舍
解锁资源活力

黎贵（化州）

“刷牙瘦身”
图/文 王怀申 杜燕盛

“当场减腰围2至5厘米”“减肥不
忌口，火锅、奶茶都可以吃”“减重牙膏
可有效抑制虚假食欲，让你刷刷牙就能
瘦”……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多家减
肥机构发现，五花八门的“瘦身神器”层
出不穷，一些机构通过制造身材焦虑、
夸大宣传、伪造科技概念等手段，打出
一条条“深入人心”的宣传标语，“俘虏”
了不少减肥者的金钱与健康。

面对商家打造的减肥陷阱，消费者
务必擦亮双眼，提高辨别能力；树立正
确的健康观念，认识到健康的身体不能
单纯用体重衡量，无需过度焦虑。减肥
的初衷是为了健康，而非盲目追求极致
的瘦。对于那些违背常理的减肥宣传，
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某种减肥
方法声称无需运动、无需合理饮食就能
轻松减重，那很可能是一场骗局。在购
买减肥产品或服务前，一定要仔细了解
其原理，查看是否有科学依据，也可向
专业人士咨询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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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据《茂名日报》报道，
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的“老张家民
宿”以三星级品质广迎八方来客，
见证着这座千年荔乡从“卖荔枝”
到“卖风景”的美丽蝶变。这家民
宿自 2024 年春节正式营业以来，已
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超千人
次。荔枝成熟时节，更是宾客满门，
月收入达十余万元。柏桥村已经开
启“民宿 + 文化 + 休闲 + 美食”
的乡村旅游新模式。如今，在柏桥
村，民宿错落分布于秀美的荔林间，
已然成为一项致富产业。

除了根子镇的荔林民宿群，我
市还有众多成功的民宿项目。在高
州市深镇镇仙人洞村，生态民宿集
群打造了“水云间人文客栈”“仙宫
1 号野奢民宿”等特色住宿，整合森
林康养、瀑布观光等体验活动，带动
了当地夜经济与商铺租赁。新垌镇
的大锦山民宿“田园梦居”，为游客
提供田园隐居体验，配套有凉亭、观
景台等设施。荔枝成熟季，民宿结
合采摘活动，形成“住民宿、摘佳
果”的乡村旅游模式，节假日入住
率常常爆满，为本地村民提供了长

期及临时就业岗位。
在电白区，南海街道晏镜岭社

区的“遇见海”民宿，主打海洋文化
特色，吸引游客前来体验滨海慢生
活。疍家墟民宿群则以疍家文化为
主题，推出“民宿 + 音乐”“民宿 +
垂钓”等多元体验，还举办乡村音
乐会和摄影展，带动周边村集体增
收。旦场镇红花坡村通过整村土地
流转开发，融合渔村文化打造露营
与民宿综合体，举办乡村音乐会和
非遗体验活动，提升了当地的文化
属性。2024 年，整个电白区民宿接

待游客超 8 万人次，带动村集体增
收 3000 多万元，提供了约 2000 个
就业岗位。

信宜市钱排镇的“山水双合”
民宿示范区以三华李产业为核心，
连续 10 年举办文化旅游节，打造

“春赏花、夏品果”主题民宿。依托
李花谷、马安竹海等自然景观，开发
农事体验与生态旅游项目，推动

“中国李乡”品牌升级，吸引游客参
与采摘与乡村研学活动。

截至 2024 年，我市登记在册
的民宿达 230 家，分布各地，形成

多个省级示范村和特色集群。我
市山海并茂的独特优势，为“民宿
+”模式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比如打造“民宿 + 研学”模式，依
托化橘红、沉香等特色产业，开展
中医药文化研学之旅，让游客在入
住民宿期间深入学习相关知识；

“民宿 + 康养”模式也极具潜力，
利用乡村、海岛或海边宁静的环
境、清新的空气，为游客提供养生
度假服务；“民宿 + 民俗”模式同
样前景大好，将我市本地的武术、
年例、木偶戏等民俗文化融入民宿

体验，让游客全方位感受茂名的文
化魅力。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旅游品
质的要求日益提高，“民宿 +”旅游
模式顺应时代潮流。展望未来，我
市民宿产业前景一片光明。应从宏
观层面构建茂名“民宿 +”经济发
展蓝图，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
务质量，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让“民
宿 +”成为茂名乡村旅游的闪亮名
片，吸引外地游客前来领略茂名独
特的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民
宿产业真正为我市乡村振兴赋能。

茂名民宿“+”出乡村旅游新活力
吴征远（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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