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张小磷（身份证号码：440902196503250812）遗失

与茂石化的解除劳动关系证，证号：22110184，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杨光辉（身份证号码：44092319910506055X）遗失

海 洋 渔 业 普 通 船 员 证 书 普 通 船 员 ，证 书 编 号 ：
440923199105065X0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谭小琳同志遗失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原广东

众和化塑有限公司)《股权证书》(原名《出资证明书》)一
份，编号为:1980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辉英同志遗失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原广东

众和化塑有限公司)《股权证书》(原名《出资证明书》)一
份，编号为:3058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杰遗失粤茂滨渔41866《渔业船舶国籍证书》一

份，编号：（粤茂滨）船登（籍）（2023）HY-200016号，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大坡镇良垌村委会大陂经济合作社葛增

坚遗失《高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

织 成 员 及 股 权 证 ， 证 号:
N1440981MF3729977W-003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玉都街道旺同旺同四村民尹吉勋（男，身

份证号码：440921196209070836）遗失其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股权证书，号码：27752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杰遗失粤茂滨渔41866《渔业船舶捕捞许可证》

一份，编号：（粤茂滨）船捕（2023）HY-200283号，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布福生遗失海洋渔业三级轮机长证书一份，证书

号码：440923197302115X75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炳新同志遗失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原广东
众和化塑有限公司）《股权证书》（原名《出资证明书》）
一份，编号为：3355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石鼓镇西基山村民委员会龙湖经济合作

社蔡政堃遗失《高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
作) 组 织 成 员 及 股 权 证 》 ， 证 号:
N1440981MF6724565D-0125,现声明作废。

莫怡彤，性别：女，2014 年

11 月 02 日 06:10 在广东省化州

市那务镇那务中学后门处拾得，

请亲生父母见公告后持相关证

件前往认领。联系人:莫武旺

电话:15875888778。

公告人：莫武旺

2025年5月9日

寻 亲 公 告寻亲公告
莫进国，男，出生日期:2019 年 1 月 16 日，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在茂名市茂南区羊角镇墟边拾到，请亲

生父母见公告后持有关证件前来认领。

联系电话：13553693738
公告人:莫亚女

2025年5月7日

寻亲公告
黄依桐，女，出生日期 2019 年 5 月 11 日，于

2019 年 5 月 11 日在高州市云潭镇新华河边拾到，请

亲生父母见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来认领，联系电

话：13580010176。

公告人:张春兰

2025年4月29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沙琅镇明星龟

鳖养殖场遗失水生野生动物人工
繁育许可证正、副本，证号：（粤）水
野繁育字（2023YK）0385 号，现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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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鸡蛋，从鸡舍到餐桌，背后凝聚
着怎样的科技力量与匠人坚守？在广东
茂名的养殖场里，张恒通用十余年光阴
给出了答案——从基层技术员到高级工
程师，他带领团队攻克绿色饲料、自动监
控、粪污无害化处理与利用等关键技术，
让传统蛋鸡养殖转变为自动化技术养
殖；从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到带队捐
赠43万枚鸡蛋驰援武汉，他以产业之力
书写社会责任。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
这位“85后”广东省劳模用创新与担当，
擦亮农业现代化的科技底色，也让“小鸡
蛋”孵出了“大产业”。

从基层技术员到高级工程师：
扎根一线的成长足迹

2011 年，24 岁的张恒通从华南农业
大学兽医专业毕业，进入蛋鸡养殖行
业。彼时的他对养殖技术知之甚少，但
凭借扎实的学习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
神，从杨氏企业的基层技术员成长为广
东绿杨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骨干。

在采访中，刚来到广东绿杨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张恒通提到初期的挑战：

“基建和设备建造需要从头学起，一步步
学会看图纸、测量地形、设计鸡舍构造。”
他白天参与鸡舍施工，晚上研读国内外
养殖技术文献，逐步掌握了通风系统设
计、水冷降温设备安装等技能。自入职
以来，他便矢志不渝地坚守在岗位一线，
全心投入蛋鸡养殖技术的革新与研发之
中，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十年磨一剑，
2021年1月，张恒通被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认定为 2020 年度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
同年11月，他又荣获副高级生产应用（畜
禽养殖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成为
行业内的技术标杆。

创新驱动：
技术突破引领行业升级
从零开始，张恒通不断探索研究，因

地制宜与团队成功研发出“具有提高蛋
鸡产蛋率功效的绿色饲料技术”“规模化
蛋鸡场基础养殖技术”“雏鸡养殖环境自
动监控关键技术”以及“蛋鸡粪污无害化
处理与利用关键技术”等 4 项科技成果，
相关成果申请了5项实用新型专利。

“饲料配方决定了鸡蛋的营养价
值。”张恒通团队通过反复实验，调整维

生素、玉米豆粕和油脂比例，研发出“具
有提高蛋鸡产蛋率功效的绿色饲料技
术”。他提到：“添加硒元素可生产富硒
蛋，满足特定营养需求。”通过生产优质
鸡蛋，张恒通的工作也保障了粮食安全，
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巩固和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恒通带队改良的“雏鸡养殖环境
自动监控关键技术”，可实时监测鸡舍温
度、湿度和通风量，并自动调节水帘降温
设备。他介绍：“夏季通过水帘温控，能
将温度稳定在适宜蛋鸡生活的范围内，
并且全程仅用水来降温，比空调更环
保。”系统还能预警异常情况，如通风不
良或设备故障，机器就会自动发出警报，
用智能化环境管理数据护航鸡群健康。

传统的鸡舍容易造成大量的粪污污
染，并且清理起来耗时耗力耗能，针对鸡
粪污染难题，张恒通引入扇式吹风、PD
板式干粪系统、禽畜有机固体废料物智
能好氧发酵工艺，除了节能环保外，还为
蛋鸡提供了更好的微风环境，同时将鸡
粪转化为有机肥。“处理后鸡粪可变成有
机肥料出售给农民，用于施肥荔枝、龙
眼树，让果实品质更好。”这项科技成果
实现了环保与效益双赢。

责任与担当：
以产业之力回馈社会

张恒通推动的“一字式自动化生产
线”改变了传统养殖模式。自动化收蛋
系统通过“中央集蛋器”智能分拣设备确
保每枚鸡蛋清洁达标，极大提升了工作
效率，“过去需要大量人工挑拣鸡蛋，现
在每个步骤只需几人操纵机器装箱即可
完成，我们致力于保障高品质的鸡蛋供
应，助力保障粮食安全。”他指着生产线
介绍。现在日产鸡蛋60吨的广东绿杨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了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生产基地。

张恒通在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同
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才培育的重要
性。他倾力锻造出一支“技术尖兵+协作
标兵”的复合型养殖团队，并成立了劳模
创新工作室。与华南农业大学共建“产
学研用一体化”实践教学基地，构建从理
论教学到产业实践的人才培养闭环；联
动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打造“百校联百

县”助力“百千万工程”的产学研合作示
范基地，推动技术迭代与人才培养。他
参与华南农业大学的“蛋鸡无抗养殖技
术推广与应用”项目不仅斩获广东省农
业技术推广二等奖，更带动全产业链向
绿色健康养殖模式转型升级。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张恒通始终
致力于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培训。他通过
定期举办技术讲座、开展实地操作指导，
向养殖户分享前沿的养殖技术与管理经
验，助力养殖户提升生产效率和蛋品质
量，这不仅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养殖水平，
更通过技术传承推动农业知识在乡村扎
根。张恒通的努力，让先进技术从实验
室走向田间地头，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筑
牢了人才根基。

2020 年武汉疫情防控期间，他组织
捐赠43万枚鸡蛋驰援前线；2022年，公司
再次向曹江镇捐赠抗疫物资。“鸡蛋虽

小，却是我们能做的实实在在的事。”他
简单的话语背后，是农业人的社会责任
感。“捐赠那天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装
车。”他的务实作风感染了整个团队。如
今，他管理的鸡舍从一人管 5000 只鸡扩
展到5万只。“农业需要技术，更需要坚守
一线的人。”他总结道。

“知农爱农，强农兴农”，这不仅是张
恒通的信念，更是十余年扎根农业的写
照。从技术革新到产业升级，从抗疫支
援到公益助农，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
时代劳模的担当。正如他在采访中所
言：“设备再先进，最终要靠人。乡村振
兴，既要脚踏实地创新，更要抬头看路谋
发展。”未来，他计划将智能化养殖模式
推广至全国，让更多农民受益，让更多人
吃上安全、优质的鸡蛋。这枚“品质蛋”
里，承载着一位农匠最朴实的初心与最
坚定的使命。

广东省劳模张恒通：

科技赋能绿色农业 匠心凝聚社会担当
本报记者 卢莹洁

■记者 董玉奎

本报讯 5 月 7 日，市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刘芳到高州市大井镇调研“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刘芳实地察看了高州市大井镇幸
福路升级改造、垃圾中转站改造、长沙
桥头绿化提升改造、塘头村党群服务中

心等地，详细调研典型镇、城乡清洁工
作，绿美生态建设、塘头村典型村建设
情况和当地镇、村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深
入交流。

刘芳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扎实开
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抢抓“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镇机
遇，严格落实上级部署，对标省级典型镇

村培育标准，认真开展典型镇培育建设
工作，高质量推动“百千万工程”目标任
务落地落实。要做好镇村建设规划设
计，依托村级资源禀赋，紧紧围绕镇村发
展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优化提升规划
水平和镇村品质，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和
美乡村。要抓好乡村产业发展，拓展产
业增值空间，增加村集体收入，带引更多

群众致富增收。要抓好人居环境整治和
农房风貌管控，聚力补齐村级污水治理、
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短板，推进绿美生
态建设，营造干净整洁生产生活环境，不
断提升镇村面貌颜值和内涵。要持续推
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巩固提升基
层治理八项重点工作成效。

市政协秘书长胡汉顺参加调研。

刘芳到高州市大井镇调研“百千万工程”

加快推进典型镇培育各项工作

■记者 王霞 通讯员 梁思怡

本报讯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
电白区税务局结合“税收·法治·公平”主
题，在人流量集中的电白万达广场商圈，
开展了一场“税惠春风进商圈 法治公平促
发展”特色普法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
场景化答疑、精准化辅导的方式，税务部
门将税法知识送入商圈，发放宣传册350
多份，惠及商户、消费者逾300人次，为活
跃商圈经济注入“税动力”。

活动现场，电白税务干部搭建了税
法宣传展台，为广大市民提供契税、个
人所得税和社保费等政策“面对面”咨
询服务。“你们知道‘纳税人与扣缴义务
人’‘车辆购置税与车船税’‘专项扣除
与专项附加扣除’有什么区别吗？”电白
区税务局“青年税收普法服务队”还以

“游戏+科普”的方式，吸引往来顾客参
与互动。

活动当天，电白区税务局“青年税收
普法服务队”还走进各商户店铺，了解其

实际经营情况和税费诉求，就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申报等涉税操作、日常经营管理
注意事项、电子发票的开具以及个人所得
税汇算清缴等开展针对性辅导，为商户讲
解符合其发展需求的税费优惠政策，引导
纳税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

商场运营部门负责人朱经理表示：
“此次普法宣传活动生动有趣，受到广大
商户的热烈欢迎。下一步，电白万达广
场将持续加强与税务部门的协同联动，
策划开展更多税法宣传活动，共同推进

诚信纳税体系建设，营造‘依法纳税、诚
信经营’的良好营商环境。”

此次活动还同步在广场LED屏滚动
播放税收普法视频，让往来市民更深入
了解税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电白区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
纳税人税法知识需求导向，持续开展形
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进一
步提升广大纳税人缴费人的税收法治意
识，共同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
氛围。

逛商圈 玩游戏 学税法

电白税务开展第34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陈珍珍 实习生郑煌欣

荔枝林间“缤纷行”、千年古树摘鲜果、古
荔树下尝甜荔，非遗市集尝烟火……距离由茂
南区人民政府、茂名日报社主办的“2025亮‘荔
’缤纷行·荔枝文化嘉年华”活动开跑还有8天，
记者带你提前解锁这份来自夏日的特定甜蜜，
感受一场‘荔’与‘趣’碰撞的狂欢。

夏日缤纷行
古荔园里体验2公里轻徒步
从上泗水村文化广场穿过来，就是郁郁葱

葱的禄段古荔园——龟尾园，这也是本次活动
的第一站。沿着一棵棵古荔树搭起的林荫小
道，记者抢“鲜”开跑2025亮“荔”缤纷行。

虽已是初夏，阳光透过茂密的荔枝林，洒
下斑驳的光影，一点也不觉得炎热。结满枝
头的荔枝果还绿着，但空气中已隐约有了荔
香。“再过一段时间，荔枝就要红了。欢迎大
家来看看我们的古荔园，尝尝我们的荔枝！”
古荔园里正在除草的果农们纷纷发出热情的
邀请。

“我们把赛道设计成‘荔枝红’主色调，沿
途设置古树打卡点。让大家跑在果香里，既能
感受千年荔韵，又能玩得畅快——这就是我们
想呈现的‘甜蜜奔跑’！”主办方负责人告诉记
者，本次缤纷行串联上泗水村文化广场、龟尾
园、水美乡村观光台、车田园、荔枝市集等网红
打卡点，线路风景宜人，一路甜蜜有趣。2公里
的轻徒步不仅能享受运动中彩虹般的心情，还
能欣赏禄段古荔园的美景，感受茂南古荔园深
厚的荔枝文化。

此次活动融合“体育+非遗+文旅”，把茂南
区古荔文化推广传承融入趣味体验中，展示该
区的古荔文化底蕴，打造“可参与、可体验、可
传播”的文旅新场景，将为“百千万工程”注入
鲜活的文化动能。

集章打卡
七枚印章凸显茂南荔枝文化
穿行在千年古荔园里，记者发现每棵树都

挂着“身份证”，名字更是充满故事：“五世同
堂”是园中最老的古荔树，“十八担”记录着单
棵年产1800斤的传奇……

“我们禄段的古荔树千姿百态，各有特
点。这次我们精心挑选了几棵特点鲜明的古
荔树进行集章打卡，让参与者更加了解茂南的
荔枝文化。”禄段村党支部书记何亚柱一边走
一边介绍说，“你们看，这棵树能结三个品种。”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棵冠幅半亩的古荔树格
外醒目，白糖罂、糯米糍与杂交品种共生，印证
着古代果农的芽接智慧。

据了解，本次活动选择了七棵代表性古荔
树作为打卡点，邀请专业设计团队根据这七棵
古荔树的形态、种类、历史等特点，设计七枚极
具茂南荔枝文化特色的印章。届时参与者将
提前领取专属明信片，到七棵古荔树下盖下荔
枝印章完成打卡。

“集齐七棵古树印章便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幸运者将有机会获得古荔树的采摘权，现场感
受丰收的喜悦！”主办方负责人透露说。

甜蜜开市
邀你共享茂南荔枝和非遗美食
一路走，一路听，一路感受绿意延伸，甜蜜

满满。来到荔枝市集，只见一间间精致的小屋
隐身荔枝林下，一字排开。届时，荔枝主题市
集将在这里甜蜜开市，参与者不仅可以品尝到
新鲜采摘的荔枝，还有各种荔枝美食，如荔枝
干、荔枝酒、荔枝蜜……

除了荔枝市集，主办方将设置茂南非遗文化
体验区，以及举办荔枝品种大比拼等活动，挑战
成功者将获得主办方提供的专属奖品；簸箕炊、
猫屎糖等多种非遗美食更让参与者大饱口福。

提前抢“鲜”跑，让记者大呼过瘾。据悉，
这场融合“体育+非遗+文
旅”的嘉年华将于5月17日
开跑，目前市民报名热情高
涨，如果你也感兴趣，赶紧
报名吧！这个夏天，让我们
一起换上白T恤、踏进古荔
园，让彩虹粉与荔枝甜撞个
满怀！

2025亮“荔”缤纷行·荔枝文
化嘉年华17日开跑
探秘古荔园
抢“鲜”体验夏日甜蜜

扫码报名

讲述劳模故事·凝聚奋进力量 ⑨

扫一扫 更精彩

▲广东省劳模张恒通。

◀张恒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