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化州
市凭借独特的生态资源与文旅活
动，成为游客踏青赏春的热门目
的地。从万亩化橘红花海到田园
诗画的乡村游线路，以“花”为媒，
以“节”促游，激活“赏花经济”，推
动乡村振兴迈向高质量发展。

化州市以万亩化橘红花海为
基，通过“赏花经济”激活文旅融
合产业链，以一朵花的绽放撬动
乡村振兴大产业。通过“赏花+”
的模式吸引了逾 10 万名游客打
卡，带动了化橘红相关产品年产
值突破 50 亿元。化州的成功实
践，在于构建了“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文化活态化”的乡村振
兴闭环发展体系。

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
胜势。化州突破“赏花”这种单一
的初级模式，在传统中药材的种植
基地构建起“花田+栈道+民宿+餐
饮”的立体场景，同时，将分散的橘
红花、黄风铃、油菜花编织成色彩

交响曲，通过植入骑行绿道将静态
花海转化为动态体验，开发花田民
宿与预制菜宴席延长使游客停留
时间，实现从以前单一的药材销售
收入，扩展为餐饮、住宿等复合型
收益。这种将自然资源禀赋转化
为经济优势的思维，为同类乡村提
供了可复制的转化路径。

以文化活态激发乡村内生动
力。化州结合当下游客沉浸体验
的需求，将非遗“跳花棚”在花海
中巡演，把土楼素食宴摆上农家
餐桌，组织采摘、产品展销和摄影
比赛，让游客在花海中回忆农耕
时光，在互动中体验地方民俗文
化，让游客在花海及其周边体验
到可触摸、可参与、可传播的生活
场景。这些回忆和体验以“文化”
为核，再次证明了文化是乡村旅
游的灵魂，民俗体验是连结游客
和乡村的情感纽带。唯有让文化
真正“活起来”，才能让乡村留得
住乡愁，留得住游客。

用创新思维重构产业格局。
化州以产业链思维打破“花开有
期”的自然局限，通过1542家企业
打造从种植、加工到文创的产业
纵向延伸，通过果树认养、星空露
营、开展直播等打造全季旅游矩
阵的产业横向拓展，实现多维度
构建产业格局，这不仅摆脱了花
期依赖，更为乡村经济打造了可
持续发展的造血系统。这也启发
我们，乡村振兴既要立足资源禀
赋，更要突破思维定式，用创新思
维打开发展新天地。

自然馈赠的每一朵花，都蕴
藏着打开共富之门的密钥。当
前，我市正在持续推进“百千万工
程”，需要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
促进城乡资源整合、创造持续价
值。化州的实践生动证明，乡村
振兴不是简单的资源变现，而是
要善于发掘和用创新思维激活要
素资源，唯有如此，才能让朵朵鲜
花绽放乡村振兴的绚丽春天。

化橘红花香文旅路
乡村振兴绘新篇

陀宇(高州)

“量子能量手环”
图/文 王怀申 杜燕盛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一些“量子能量手
环”相关的宣传中，所谓的“用量子能量、标
量波引起DNA、线粒体共振，给身体带来
能量”，仅仅是把公众接触较少的词汇堆砌
在一起，是彻底的伪科学骗局。而有些人
之所以会觉得它们有效，主要是因为接受
了商家的心理暗示。

“量子手环”骗局的得逞，是利用了大
众对健康的焦虑与科学知识的盲区。当商
家将晦涩的科学术语与健康承诺捆绑销售
时，心理暗示便开始悄然发挥作用。佩戴
者因心理期待产生的“好转”感受，实则

是典型的“安慰剂效应”。这种现象在养
生市场屡见不鲜，从曾经的“纳米保健
品”到如今的“量子能量手环”，换汤不换
药的套路不断收割消费者的信任，不仅造
成经济损失，更可能延误疾病治疗。要破
除这类伪科学骗局，科普工作者需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揭开量子技术
的神秘面纱，帮助公众建立理性认知；消费
者自身更要保持警惕，面对“包治百病”

“颠覆科学”的夸大宣传，多一分质疑与查
证。唯有让科学理性扎根生活，才能避免
成为伪科学骗局的下一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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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市委十二届七次
全会作出建设茂名新城的决策部
署，明确以中组团率先突破引领北
组团南拓、中南组团北融“双向奔
赴”的城市新形态，牵引“两轴 —
两个圈层”城市布局加快成型成
势。2025 年 1 月，市委十二届九次
全会首次提出构建历史文化核、现
代活力核、未来发展核“三大内核”，
强调茂名新城是当下城市发展的核
心引擎，明确“五化联动”（体制机制
要最优化、路网建设要便捷化、功能
服务要人文化、城市风貌要特色化、
城市生态要园林化），以提速推进茂
名新城“现代活力核”成型成势。
2025 年我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建设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通江达海、蓝绿交织的茂名新城，为
茂名新城进行了“精准画像”。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迈入高质量
发展的当下，在广东“百千万工程”

的浪潮中，“新城”已不再是简单的
地产扩张或行政搬迁的代名词，而
是城市发展模式创新的试验场。茂
名新城作为粤西地区的重要增长
极，其“新”不仅体现在空间规划与
产业布局上，更在于它打破了传统
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以系统性思
维探索产城融合、生态优先、文化赋
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持续奋力写
好“新”文章。

向海而行，写好新产业文章。
向海发展是茂名新城最鲜明的战略
取向，也是其最大潜力所在。茂名
拥有 182 公里海岸线，但长期以来

“临海不见海”的困境制约了城市
能级的提升。新城规划将博贺新港
区、吉达港区纳入整体布局，推动城
市发展重心从“背对海洋”转向

“面向海洋”。
茂名新城以“向海而兴”为战

略支点，推动产业体系从“黑色经

济”向“绿色经济”跃迁。东华能
源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落地、绿
色化工和氢能产业加速集聚，折射
出茂名从“油城”到“氢城”的雄
心。以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为龙
头的绿色化工产业、以粤西 LNG
接收站为支撑的清洁能源产业、以
博贺渔港为基地的现代海洋渔业，
正 在 形 成 向 海 经 济 的“ 三 驾 马
车”。这种产业选择既延续了茂名
的工业基因，又通过技术创新实现
了产业升级，更与广东打造世界级
绿色石化产业集群的战略高度契
合。当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推进
时，茂名新城凭借港口优势和产业
基础，有望成为大湾区产业转移的
重要承接地和供应链备份节点。

交通先行，绘就新交通蓝图。
交通赋能让茂名新城从地理末梢跃
升为区域枢纽，这是其价值重估的
关键变量。广湛高铁建成后，茂名

到广州的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
彻底改变粤西与珠三角的时空关
系。深南高铁、茂名港铁路的推进，
更将强化新城“东联西接、南通北
达”的枢纽功能。现代城市竞争本
质上是流量经济的竞争，当人流、物
流、信息流在茂名新城加速汇聚时，
其城市价值必然迎来系统性重估。

茂名新城统筹推进 23 项重点
交通项目，包括茂名大道的快速化
改造、东环大道、包茂大道扩建和高
铁片区“一横四纵”、共青河片区

“三横三纵”路网，力争开工建设东
环大道跨铁路特大桥，谋划推进茂
名大道北段快速化改造、潘州大道
北延等骨干路网项目，全面建成高
铁南站进出干线和“三横三纵”路
网，通过“硬联通”串联各组团、直
通大湾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茂
名新城与湛江吴川机场仅半小时车
程，这种“空铁联运”优势在非省会

城市中尤为稀缺，为发展临空经济、
高端商务等现代服务业提供了独特
条件。

滨海绿城，谱写新生态画卷。
在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处理
上，茂名新城展现出创新思维。拥
有广东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茂
名，在新城规划中明确提出“山海
相连、蓝绿交织”的生态格局。与
许多城市先建设后绿化的做法不
同，茂名新城将生态优先原则落到
实处：规划建设多条生态廊道，保留
大面积湿地和绿地系统，构建城市
通风廊道以缓解热岛效应。

中央水体公园是茂名新城的脉
动和灵魂，茂名新城系统实施从袂花
江到水东湾核心区域的水廊、碧道、
河道、生态等工程，建设“由江到湾、
一脉四园”的大型公园体系、通江达
海的城市滨水客厅，以郊野公园串联
城市空间。扎实推进绿美生态建设，

充分利用“五边四旁”见缝插绿，打
造“一城繁华半城绿”的新城印象。
当一些城市不得不投入巨资修复已
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时，茂名新城的做
法无疑更具前瞻性和经济性。在气
候变化加剧的今天，这种与自然共生
共荣的城市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了居
民生活质量，也为城市应对气候风险
提供了韧性保障。

新城之“新”，不在其表，而在其
里；不在其形，而在其神。在高质量
发展成为主旋律的今天，城市发展更
需要理念创新和思维变革。茂名新
城从规划伊始就将“人的城市化”作
为核心要义，新城建设将同步配套优
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确保城市扩
张与公共服务供给同步推进。茂名
新城打破“重物轻人”的传统发展模
式，奋力探索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
展的新路，使城市真正成为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载体。

茂名新城：奋力写好“新”文章
周平（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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