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报道，高州市根子镇柏
桥村自古就有守护古树的传统。如今，
柏桥村贡园内，6 名古树守护人每日轮
流巡查。他们凭借丰富经验，时刻关注
树木生长状态，及时防治虫害、清理寄生
植物，精心呵护这片跨越千年的绿色

“活化石”。这生动展现了人民群众对古
树的珍视与担当，也成为我市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

2020 年出版的《茂名市古树名木画
册》收录了 9 个古树群、75 株古树名
木，其中包括 2 株名木、19 株一级古
树、15 株二级古树和 39 株三级古树。
书中 200 幅（组）“最美古树”照片，定
格了古树的独特风姿。中华红荔枝树、

储良龙眼母树，以及千手观音树、岭南
荔母、见血封喉等珍稀古树均在列。画
册详细记载每一株古树名木的树龄、科
属和位置，彰显出我市保护古树名木的
坚定决心。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有 8333 株
古树名木，它们或点缀于城区，或扎根
于乡村，是大自然的珍贵馈赠，是历史
的见证者。这些古树承载着茂名人的
乡愁记忆，是城乡发展的亲密伙伴。然
而，历经岁月沧桑，古树面临着诸多生
存威胁：病虫害侵袭、极端天气影响、生
长环境变化，以及城市建设带来的冲
击，都在威胁着它们的生命，保护工作
刻不容缓。

保护古树名木意义重大。在生态
层面，古树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们扎根大地，发挥着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的重要作用。历
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树，更是研
究生态演变的“活标本”，如柏桥古荔
园堪称荔枝种质资源的天然博物馆，
高州石板灯笼坡国家森林公园的古树
群则是广东省楠木和红锥树的重要采
种基地。从文化角度看，古树是活着
的文化遗产，承载着当地的历史记忆、
民俗风情和乡土情感，是乡村文化的
重要象征。在经济领域，合理保护和
开发古树资源，能够打造特色乡村旅
游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为守护这些古老生命，我市采取了
一系列有效措施。《茂名市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办法》《茂名市古荔枝树保护条例》
等法规相继出台，为古树名木保护提供
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各级部门依据法规
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保护方案；
引入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实时监测古树
生长状况，精准防治病虫害，科学开展养
护管理；广泛发动古树守护人、志愿者参
与保护工作，构建起全民保护网络；同
时，推动古树保护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柏桥村古荔枝园、滩底村古荔枝园、化州
平定大岭村化橘红贡园等，已成为乡村
旅游的热门景点，既美化了家园，又激活
了乡村发展活力。

守护古树名木 留住乡愁记忆
吴征远（高州）

化州新安镇鹿子坝草地被网友称
为“化州版阿勒泰”。这片原生态的草
地，绿草如茵、绿树环绕，湛蓝的湖水镶
嵌其中，宛如大自然遗落在人间的绿宝
石，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露营，尽情享受
春日的美好与惬意。

当地村民敏锐地捕捉到商机，因势
利导在草地上架起临时帐篷，用流动摊
车组成商业街，售卖名优特产和特色小
吃。这一举措既满足了游客的饮食需
求，也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本是一举
两得的好事。然而，随着游客数量激增，
未经开发的鹿子坝草地不堪重负。草坪
被随意践踏，草皮受损、土壤裸露，这片

美丽的草地亮起了“生态红灯”，如何在
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寻求平衡，成
为当下亟待破解的难题。

鹿子坝草地是经过漫长岁月形成
的复杂生态系统，上面的草木是生态链
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们不仅为昆
虫、小动物提供栖息家园，更对维护生
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大量游客毫
无约束地涌入，随意践踏草坪，若不及
时加以保护，这片充满生机的草地终将
失去活力，沦为荒芜之地。但我们也不
能因生态保护的压力而因噎废食。旅
游开发对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具
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开发鹿子坝旅

游资源，既能为化州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能，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产业协同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又能让更多人领略
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提升化州的知名
度与美誉度 。

实现生态与旅游开发的和谐共生，
科学规划是关键。相关部门应迅速介
入，对鹿子坝草地开展全面考察评估，根
据其生态承载能力制定合理规划。比
如，划定专属露营区域，铺设木板路、搭
建帐篷平台，减少游客对草坪的直接破
坏；规划观赏步道，引导游客文明赏景，
避免植被遭到人为破坏。同时，要强化
游客的环保教育工作。在景区入口、沿

途设置醒目的环保标语和提示牌，时刻
提醒游客爱护环境；借助线上线下平台，
提前宣传文明旅游理念，让游客在出行
前就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此外，还可
组织志愿者在景区内巡逻，及时劝阻不
文明行为。

新安鹿子坝的原生态草地是大自然
馈赠的珍贵礼物，我们肩负着守护它的
责任与使命。只有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
进行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才能让这片
草地既保留原始之美，又焕发全新活力，
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多赢，为高垌仔村的振兴与镇域经济的
发展持续助力。

守护鹿子坝:寻求生态与旅游的平衡
黄超平（化州）

“好评返现”
图/文 王怀申 杜燕盛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报道，在线上购物时，有消费者常常
会在快递盒中收到商家发来的一张

“好评返现”卡片，只要在商品评价中
给五星好评就可以返现几元甚至十
几元现金；在线下消费，例如去餐馆
吃饭时，商家表示在指定平台签到、
打卡、刷好评，就可以获赠一份小菜
或甜品；还有的大型连锁超市推出了

“在App上晒商品、发好评，就可以抽
取免单奖励”等变相或者隐藏式的

“好评返现”活动。
“好评返现”似乎是个双赢的游

戏——消费者赚点零花钱，商家提升
店铺排名。但细究之下，这其实是一
场没有赢家的博弈。这种行为正在
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当诚信经营的商家发现，老老实实做
产品不如花钱买好评来得快时，整个
市场的游戏规则就被扭曲了。长此
以往，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真实的消费
体验，更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治
理这一乱象，不能仅靠法律的重拳。
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每一次拒绝

“好评返现”的诱惑，都是在为重建诚
信消费环境投票。要知道，真实的评
价或许换不来三块钱红包，但它能帮
助下一个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也能倒逼商家回归产品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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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荔枝看中国，中国荔枝看
广东，广东荔枝看茂名。 作为我市
农业的重要支柱，荔枝产业不仅承
载着果农的希望，更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今年开春，自荔枝花绽
放至幼果初成，茂名日报社全媒体
通过图文并茂的系列报道，全景式
展现了荔枝的生长过程，让人仿佛
看到茂名大地之上，一颗颗鲜红饱
满的荔枝，正蓄势待发，即将奔赴全
国各地。

荔枝属于典型的季节性农产
品，不同品种的成熟时间各不相

同。要想抓住转瞬即逝的商机，实
现丰产又丰收，就必须适时推送和
及时推介，做到“准”字。否则，一
旦错过最佳收获期，不仅会造成经
济损失，更会辜负果农们一年的辛
勤付出。因此，精准把握荔枝生长
规律，了解各品种特性，紧盯生产
变化，掌握最佳采摘时机，合理规
划销售日程和运输安排，成为荔枝
营销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是对荔
枝品质的保障，更是无需任何添加
剂的天然提质。

想要实现荔枝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快”是核心要义。荔枝成
熟后，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地点，销
售给目标消费群体。这就要求我
们精准定位不同品种荔枝的消费
人群，实现效益最大化。比如，一
些价格亲民的荔枝品种，适合面向
大众市场，在销售渠道和营销策略
上可以注重覆盖面和便利性；而一
些高端品种，则需要精准定位高消
费人群，寻找更匹配的销售场景和
渠道。只有做到有的放矢，满足不
同消费者的需求，才能让荔枝在市
场中发挥最大价值，这不仅是经济

效益的提升，更是对果农积极性的
有力保障。

在荔枝销售过程中，“保”字至
关重要。这里的“保”，涵盖了保
质、保量、保订单三个方面。“质”不
仅包括荔枝本身的品质，还涉及包
装、运输和保鲜等环节，这是荔枝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赢得消费者
信任的根本。“量”体现了种植技术
和果农的辛勤付出，是产业发展的
基础。而“保订单”则需要政府、企
业、农户等多方协同合作，通过有效
的市场推广和营销手段，让更多人

了解、喜爱茂名荔枝，从而签订更多
订单。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创新
销售模式，借助电商快递拓宽销售
渠道，擦亮荔枝文化名片，打造品质
品牌。通过线上推介、举办农事节
庆活动、全媒体宣传报道、定制营销
策略、开展采风活动等多种方式，将
茂名荔枝推广到更广阔的市场，这
一系列举措不仅是为了争取更多订
单，更是对消费者的承诺，是茂名荔
枝产业长远发展的信誉保障。

荔枝产业的发展，是我市乡村
振兴的一个缩影。特色农产品想要

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实现可观的经
济效益，种植、销售、加工等各个环
节都需要精心打磨。近年来，我市
许多乡村在政策扶持下，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引导村民种植
特色农产品，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
倾斜力度，全力打造农产品品牌，并
通过搭建各类平台，将农产品推向
市场。因为大家都深知，只有将产
品成功销售出去，才能真正实现助
农增收，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
动力，让茂名乡村的产业振兴道路
越走越宽广。

打好“快准保”组合拳
推动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

朱尧(化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