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报道，我市以荔枝主产区
高州为主战场，深入实施“荔枝之乡”提升
行动，推动荔枝实现全产业链产值超 120
亿元。通过产业筑基、科技赋能、文化铸
魂、开放突围等创新模式，将传统的“土里
生金”转化为现代的“链上生辉”，这座农
业千亿之城，正将其独特的“土特产”转变
为“金饭碗”。通过巧妙地利用当地丰富
的荔枝和化橘红资源，茂名不仅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在书写
着一部属于自己的“山海经”。

产业筑基：千年“土味”炼成百亿“金
链”。“橘生淮南则为橘”，这句古语在茂
名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化州沃土孕育的
化橘红，据传曾是晋代仙人罗辨济世的

“仙果”，如今已发展成为产值超过 115 亿
元、带动 35 万农户增收的药食同源的“黄
金果”。而中国荔枝之乡的高州，则从“一
骑红尘妃子笑”的盛唐风韵，蜕变为助力
茂名荔枝全产业链产值超 120 亿元的“致

富密码”。这些“土特产”之所以能够从
“土货堆”发展成“黄金链”，皆是茂名以
“五棵树一条鱼”为锚点，构建起“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共富模式带动起来
的。如化橘红产业通过“合作社+公司+
产业协会”模式，打造公司和农户的利益
共同体，使农户年均增收超 6 万元；而荔
枝产业借广药王老吉等龙头带动，将鲜果
榨汁成 20 余种饮品，附加值提升 50%。虽
是如此，茂名“土特产”的产业延伸还有更
大的空间。接下来，还需进一步打通“从
田间到舌尖”的堵点，如完善冷链物流体
系，推动荔枝、化橘红等鲜果的跨季保
鲜技术突破，并探索“飞地园区”模
式，吸引国际资本共建加工基地，让

“土特产”变“全球通”。
科技赋能：数字犁铧耕出“智慧田

野”。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科技创新正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技术包
括但不限于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以及无人机等，它们共同作用于农业生
产的各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变得更加智
能 化 和 精 细 化 。 而 茂 名 以 AI 大 模 型
DeepSeek 赋能荔枝种植，病虫害诊断准确
率跃至 95%，优质果率达 85%；化橘红产
业则依托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实现种
植、加工、销售全链数字化监测。借助科
技之力，从过去的“靠天吃饭”变为如今的

“知天而作”，更让“土特产”穿上“高定外
衣”——化橘红开发出 200 余种衍生品，
获 30 多项专利；荔枝深加工产品从酒醋
到冰淇淋，跨界破圈。若想通过科技赋
能带来“泼天富贵”，还需强化产学研深
度融合，联合省内外专业高校攻关功能
性成分提取技术，并推动区块链溯源与

“信”字号品牌联动，以“一物一码”筑
牢品质护城河。

文化铸魂：从“山野物语”到“世界叙
事”。“赏花经济”与“贡品文化”，是茂名

“土特产”破圈的“双翼”。化橘红以“赏

花节”为媒，单日吸引游客 3 万人次，线上
观看超千万；荔枝借“柏桥服务区”升级，
打造“交农文旅商”综合体，让游客“停车
即入荔乡”。文化赋能下，化橘红从“止咳
良药”升华为“康养 IP”，荔枝从“时令鲜
果”蝶变为“文化符号”。正如苏轼笔下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茂
名正以“荔枝白兰地”“橘红润喉糖”等创
意产品，让传统滋味浸润现代生活。如果
进一步深挖“非遗+产业”潜力，如将高州
木刻画、化州跳花棚舞蹈与特产包装结
合，打造“有故事的礼盒”、“区域统一品
牌联盟”，并借“一带一路”契机，拍摄多
语种“茂名风物志”纪录片，让更多的“土
特产”以文化叙事叩开全球市场。

开放突围：从“岭南一隅”到“世界货
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目前，化橘
红已销往 30 余国，电白沉香获首宗原料
出口许可；荔枝借 RCEP 东风，登陆东南
亚高端超市。然而，与国际品牌相比，茂

名特产仍缺“定价权”——如化橘红虽具
“中国气候好产品”认证，但国际市场溢价
能力还是比较弱。沉香原材料虽然已经
获得出口，但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甚至
连行业标准都没有制订，无法出口赚汇。
茂名的“土特产”若想有大作为，就必须构
建“品牌出海”战略联盟，联合高校和相关
企业，共推化橘红和沉香等资源的高附加
值产品的国际标准；设立海外品牌体验
馆，以“荔枝品鉴会”“橘红中医馆”为载
体，让茂名“土特产”的味道逐渐成为“世
界通用语言”。

土沃根深，方能花开天下。当前，茂
名以“土特产”为笔，绘就了“产业兴、农
民富、乡村美”的壮阔画卷。然前路漫漫，
犹须“风物长宜放眼量”：既要筑牢科技与
文化的“护城河”，更需以开放的胸襟去拥
抱世界。在可见的未来，希望我们可以
共同见证“待到橘红香满袖，山河尽带
黄金甲”。

用“土特产”书写茂名乡村振兴“山海经”
特约评论员 姜桂义

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在方便老年人生活
的同时，也带来了“手机沉迷”的问题。老年人
对手机上瘾，特别是沉迷短视频，已经成了一
些家庭的苦恼。有研究表明，对老年人来说，
适度使用数字产品，对身心健康能起到一定积
极作用，但如果过度沉迷刷手机，以至于影响
正常生活，就需要进行干预了。

有的老年人沉浸在各类短视频、微短剧
中，从早看到晚；有的老年人痴迷直播网购，不
信儿女信主播，跟风下单各种劣质保健品，“买
买买”停不了手；有的老年人在“奖励”“返现”
广告的诱导下，不停地刷着各类应用软件，上
网8小时赚得2元钱。

过度使用智能手机，陷入网络无法自拔，
给老年人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最直接的是
影响身体健康。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姿势不
变，对眼睛、肩膀、颈椎都会造成损伤。熬夜刷
手机还会导致睡眠不足，出现头晕、乏力等症

状，产生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潜在风险。另外，
还会出现安全隐患。一些老年人在干家务或
者走路时也不放下手机，注意力不集中，很容
易摔跤跌倒。还会带来经济损失。沉迷网购
的老年人会被“限时”“特价”等宣传迷惑，购买
一些质量低劣的产品；一些老年人贪图小利下
载不明来源 APP、开通账号提现功能，也会增
加遭遇电信诈骗的风险；有一些老年人则对主
播大额打赏，事后后悔了，却难以追回。

提倡健康上网，加强对 APP 监管力度。
监管部门应当持续发力，对网络违规行为作
出有力处罚，从整体上净化智能手机应用生
态。对有违规行为的 APP，该整改的整改，该
下架的下架。督促网络平台发挥作用，设置
黑名单，让违规账号不能死灰复燃。同时，还
要建立便捷、畅通的维权机制，方便老年人和
家属操作。

从老年人自身来看，合理做好退休以后的

生活规划很重要。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充实
自己的生活，现实中得到满足，网络上的需求
就会减少。老年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培养更多兴趣爱好，如钓鱼、下棋、跳舞、
唱歌、绘画、养花等，或多出去走走，让生活变
得充实而丰富，就无暇关注手机里的世界了。

从家庭观念来看，您养我长大，我陪您变
老，子女尽可能增加对老年人的陪伴。子女不
仅要关心老年人的生活，还要帮助老年人主动
融入数字社会，从教会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正确下载应用、识别风险信息等做起。更重要
的是，当老年人遇到不确定的信息时，要及时
向子女求助。

家庭成员的陪伴永远是有效的“良药”。
究其原因，老年人沉迷手机，很多情况下只是
为了排遣孤独和无聊，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多
增加陪伴父母的时间，多带父母去户外走走，
提高他们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拒绝沉迷手机 安享晚年生活
周平（茂南）

“云养经济”
图/文 王琪 童戈

只要线上支付少量
服 务 费 ，牧 场 便 可 代 养
牛 ，还 可 以 帮 忙 出 售 获
利，竟然有这样一举两得
的好生意？上海公安机
关发现，张某等人号称在
澳大利亚拥有养牛牧场，
开发了一种“互联网+产
业集群化发展”的新型运
营模式，可以将养牛包装
成理财产品，只需线上投
资认养，就能获得 6%—
12%的养殖收益。然而，这
一切都是精心编造的骗
局。（新闻来源：人民日报）

近年来，“云养经济”

作为一种新兴概念在互
联网上迅速流行，这本是
数字时代农业创新的有
益 探 索 。 然 而 披 着“ 云
养”外衣的非法集资，不
仅让投资者血本无归，也
损 害 农 业 产 业 健 康 发
展。面对“云养经济”领
域违法犯罪活动高发，除
了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
力度，严厉打击此类非法
集资行为外，投资者也要
提高防范意识，抛弃“躺
赚”幻想，才能让“云上田
园”回归经济本质、助农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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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为提高老年
人防诈意识、筑牢财产安全防线，2025 年度茂
名市“守护银龄防诈同行”主题讲座在市博物
馆多功能厅举办。当天的讲座，主讲人就老
年人为何成为诈骗目标、常见诈骗类型、防
诈实用技巧口诀、真实案例分享与提醒等四
方面，向参加活动的老人进行宣讲，深受人
们欢迎。

近年来，防诈骗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焦
点，也成为老百姓忧虑的问题。特别是诈骗
团伙把目标对准了防诈骗能力较差的老人，

利用电话欠费、退费、中奖、法院传票、银行转
账、高额回报集资等手段，通过电信网络，或
直接到现场进行推销，骗取群众血汗钱，危害
群众利益。一些老年人社会交往少，识骗能
力较低，容易受骗上当。因此，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运用多渠道、多形式、多方位开展防范
诈骗宣传，以诈骗常见类型、惯用手法、作案
方式、典型案例等，揭露犯罪“套路”手法，提
醒老年人不轻信陌生电话和信息，不向陌生
人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证信息、存款、银行
账号等情况，不轻易点击可疑链接和告知陌

生人验证码，如遇可疑情况，及时与亲属、朋
友等沟通或拨打报警电话。同时要落实监管
机制，给老年人投诉举报、维护权益提供便
捷。要注重推广反诈软件等新技术，帮助老
年人提高防骗意识、提升防骗技能，有效遏制
诈骗案件的发生。

老年人不安则家庭不安、家庭不安则社
会不安。要开展专项行动，铲除各类养老诈
骗违法犯罪活动的滋生土壤，有效治理侵害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涉诈乱象，为老年人安享
幸福晚年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筑牢老人“钱袋子”安全防线
罗本森（信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