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庄悦群到包茂高速柏桥
服务区调研时强调，要聚焦“荔枝主题展
示区”定位，强化系统思维和“精品意识”；
发展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打造多元化消
费新场景；要始终坚持“大景区”思维，突
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等。这不仅
为柏桥的高质量发展把关定向，更是一步
步将美好蓝图变为现实的“施工图”。“日
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的
千古绝唱，道尽了荔枝与岭南的羁绊。而
今，柏桥以一颗荔枝为支点，撬动交通、农
业、文化、旅游、商业的深度融合，在“绿美
生态”与“产业焕新”的交织中，探索出了
一条乡村振兴的“茂名路径”，也为中国式
现代化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柏桥答卷”。

生态筑基+全域联动：重构“山水荔
乡”空间美学。“大景区思维”是一种综合

性的旅游发展理念，旨在通过整合资源、
优化配置和协同创新，推动旅游景区的全
面发展，实为对碎片化开发的破局。荔博
园的荔鼎项目以“零碳建筑群”为核心理
念（规划采用光伏荔枝叶形屋顶、雨水收
集系统等绿色技术），将55.8%的森林覆盖
率转化为文旅竞争力。其创新在于“三路
协同”——生产路直通万亩荔林，游客可
体验采摘、加工全过程；生活路串联高凉
菜美食街，再现苏轼笔下“蒌蒿满地芦芽
短”的烟火气；旅游路嫁接古驿道文化，打
造“荔枝+海上丝绸之路”主题游线。这种
全域整合，恰似王维“空山新雨后”的诗意
布局，用生态基底串联产业血脉，让“山水
林田路”皆成风景。

文化破圈+产业共生：从“非遗孤岛”
到“品牌共同体”。过去茂名147项非遗项
目因为种种原因，和大多数非遗项目一样

曾陷“藏在深闺人未识”，而今柏桥以“非
遗+”模式破题，让非遗“一朝惊艳天下
知”：高州木偶戏融入服务区茶馆展演，化
州拖罗饼与荔枝冰淇淋跨界混搭，更计划
推出“荔枝非遗盲盒”，让文化可触可感。
而广东绿帝桂荔公司开发的28款深加工
产品，将荔枝从鲜果延伸至冻干、咖啡等
领域，毛利率达65%。未来可主动联合桂、
琼等荔枝产区组建“地理标志品牌联盟”，
每年发布《中国荔枝产业白皮书》，让茂名
从“产地”跃升为“行业标准制定者”。此
举正如陆羽著《茶经》定茶道，或可催生当
代《荔枝经》。

场景革命+流量密码：从“打卡 2 小
时”到“停留2天”。对于一些网红打卡点，
有人曾形象地比喻“除了脚印和垃圾什么
都没有留下！”一语道出了景点的尴尬。
而庄悦群提出“沉浸式体验新业态”，直击

文旅“快进快出”的痛点。柏桥服务区规
划“荔枝AR寻宝”“古荔林夜游”，暗合沉
浸式消费转化率提升40%的趋势。但如果
仅仅是止步于此，很容易陷入“形式大于
内容”窠臼。可借鉴成都宽窄巷子“烟
火+高端”模式：在荔枝主题民宿中植入
SPA、品鉴等深度体验；借荔枝成熟季打
造“大唐荔香节”，复现杨贵妃驿传盛景；
淡季推出研学课程，联合高校开设“荔枝
基因组”课堂。打造辛弃疾词中“东风夜
放花千树”景观，唯有让场景兼具文化厚
度与体验黏性，才能真正将“流量”沉淀
为“留量”。

时序哲学+科技赋能：破解“开业即巅
峰”魔咒。文旅项目常陷“三月冷清”困
局，柏桥的破局之道在于“建设运营无缝
衔接”。一方面，荔鼎项目引入生态监测
大数据平台，游客扫码可追溯古荔树碳汇

贡献，让生态价值可视化；另一方面，借鉴
乌镇“文化IP+活动矩阵”模式，用持续运
营延长生命周期，优质活动可使游客重游
率提升3倍。未来可建立荔枝数字孪生系
统，游客通过 VR 见证“荔枝从开花到结
果”的全过程，更可化身“云荔农”远程认
养果树。这种“科技+时序”的双重赋能，
恰如陆游所言“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
外”，唯有超越短期热闹，方能成就“长红
逻辑”。

柏桥模式的精髓，在于以系统思维编
织“生态、文化、产业、科技”四维网络。若
未来能在“主客共享”上再突破——如创
建“荔民合作社”，让村民成为文化讲解
员、非遗传承人，便可真正实现“此心安处
是吾乡”的理想图景。当千年荔枝文化与
现代产业文明共振，这颗岭南佳果终将从

“一季鲜红”走向“四季长红”。

荔香漫卷山水赋：解码中国式现代化“柏桥答卷”
特约评论员 姜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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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晚报报道，近日傍
晚，高州市荷塘中心小学放学
铃声响起，校门口身着志愿服
的巾帼志愿者们迅速进入“护
学”状态。她们熟练地引导学
生有序过马路，耐心劝导过往
车辆减速慢行，为孩子们撑起
一把安全“保护伞”。这项由
高州市巾帼志愿者协会荷塘
镇巾帼志愿队发起的“护苗行
动”，已连续超五年守护学生
平安路。

孩子的平安是千家万户
的牵挂，更是全社会的使命与
责任。在日复一日的晨曦与
暮色里，一道道由民警、教师、

家长志愿者、党员干部等共同
筑起的“护学岗”防线，成了孩
子们上下学路上最温暖的守
护。他们以“辛苦指数”，换取
学生的“安全指数”；以“小事”
成“大势”，以“民声”定“民
生”；以尽职履责，实现了每个
学生上下学的安全。

一直以来，我市各学校始
终把学校安全作为重点、摆在
突出位置，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投入到校园内部及
周边安全管理当中。他们每
天根据学校上下学时间，由
老师、志愿者组织护学队，
在 学 生 上 下 学 期 间 提 前 到

岗、合理监督、定点执勤、
科学引流，提醒过往车辆减
速慢行，在执勤民警的协助
下，引导学生和家长安全文
明出行，保障了学生安全有
序上下学。

护学是一项需要长期坚
持、久久为功的工作，要树牢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不断
调整优化工作模式，把“护学
岗”牢牢地钉在校门口，把护
学工作牢牢地钉在学生的上
下学路上，切实保障学校周边
以及学生上下学路上的安全、
有序，让广大学生“开开心心
上学、平平安安回家”。

护学岗撑起
学子安全“保护伞”

梁栩（信宜）

技能交换
图/文 王琪 童戈

“我会吉他，想学网球”“谁想学剪辑，教我健
身”……如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交换打开社交
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
73.9%的受访青年认为技能交换会成为年轻人的
社交新方式。交换什么技能最“吃香”？调查显
示，汇报总结等职场技能、烹饪修理等生活技能是
受访青年更希望交换到的技能。（新闻来源：中国
青年报社）

所谓技能交换，就是用自己掌握的技能去换
取别人擅长的技能。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教育的
界限，让每个人既是学生又是老师。这一现象背
后是年轻人对学习的热情，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
种新的社交方式。然而由于技能交换是一种缺乏
监管交换行为，没有质量保证，也没有售后服务，
甚至可能会遭遇诈骗。因此，在选择时也要谨慎，
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如此才能让技能交换成
为自己低成本学习路径、新型社交方式及自我价
值重塑的机会。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据茂名日报报道，2025 第一届黄晶
果赏花观摩活动交流会在高州市镇江镇
南果花乡黄晶果种植基地进行。活动以
花为媒、以果会友，邀请农业专家、种植
企业及游客参与，通过品牌推介、产业分
析、生态旅游体验等环节，进一步提升了
黄晶果的大众认知度。这场春日里的农
旅之约，恰似一支灵动的画笔，在乡村振
兴的画卷上勾勒出“美丽生产力”波澜壮
阔的意境。

镇江镇南果花乡黄晶果种植基地的
黄晶果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该
果自上市以来备受青睐，市场供不应求，

今年花期繁茂，预计7月将迎来丰收。为
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种植，助力增收致富，
当地匠心独运设计了这次农旅新体验活
动。

当游客们走进南果花乡基地，目之所
及是缀满枝头的繁密小花，镜头里定格的
是主题打卡点的浪漫氛围，手中握着的是
特色花束的春日意趣，这样的场景早已超
越了传统农业观光的范畴。尤其是“果树
认养”环节，100多棵开花果树半小时内被
认领一空，认养牌上签下的不仅是对一棵
果树的牵挂，更是城市人群对田园生活的
向往与参与感。这种将农业生产与体验

经济深度融合的玩法，让静态的田园风光
变成了动态的情感连接，既为农产品贴上
了“情感标签”，也为乡村旅游注入了“记
忆点”，堪称传统农业向体验经济转型的
精妙破题。

在这场农旅融合的实践中，设计者带
来的不仅是种苗与技术，更是现代农业的
经营理念。黄晶果从单一的农产品升级
为“可看、可玩、可参与”的复合型商品。
活动现场签署的5份合作意向书，犹如投
向湖面的石子，激荡起产业链延伸的涟
漪。黄晶果从种植到技术合作，从生产到
购销对接，这条逐渐清晰的产业链，展现

的是乡村产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
展”的蜕变，农业的“含金量”与“含绿量”
实现了双向提升。这种以农旅融合为切
口，带动种植、加工、旅游、文化等多产业
协同发展的模式，正是破解乡村产业同质
化、提升附加值的有效路径，为“百千万工
程”中“强县促镇带村”的联动发展提供了
鲜活样本。

长期以来，乡村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
资源与文化底蕴，却苦于缺乏将“资源禀
赋”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有效通道。而农
旅融合恰如一座桥梁，让乡村的自然之
美、人文之美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 镇江

镇这次农旅新体验，让农业跳出生产主义
的单一维度，乡村价值获得多元表达。也
为更多乡村提供了“盘活资源、创新模式、
激发活力”的解题思路。

在未来发展中，还要注意避免“花期
过后热度消散”的短效化问题，要围绕黄
晶果的生态属性开发文创产品，依托认养
模式打造“从开花到结果”的全周期体验，
将农业观光与科普教育、亲子研学等进行
深度融合，激发更多的乡村用创意点亮田
园，用农旅新体验激活产业，从而绽放出
更多充满活力的“美丽生产力”，为乡村振
兴和“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

农旅新体验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吴征远（高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