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报道，5 月 13 日下
午，华南农业大学与高州市人民政
府在高州市中山纪念堂举行合作框
架协议签约活动。双方在产业技术
攻关、研发机构共建、“订单式”人才
培养、规划战略咨询等领域与高州
市进行了广泛合作。华南农大作为
华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特色“双一流”
建设高校与农业总产值连续多年名
列广东各县（市）第一的农业大市
——高州的这场“联姻”，恰似粤西
大地上演的一出“天仙配”。在百千
万工程的时代浪潮中，这场校地合
作不仅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脚本，
更暗含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才
流动的深层密码。

人才如水贵流动，不作井蛙困
一隅。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
代，我们不能像井底之蛙那样局限

自己，困守在狭小的一隅之地，人
才流动才能够带来新鲜的活力和
创新的思维。高州市政府采取了
一种非常明智的策略，即“但求所
用，不求所有”，这表明他们更加注
重人才的实际作用和贡献，而不是
仅仅追求对人才的所有权。这种
策略与华南农业大学“长期合作、
相互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
开放态度不谋而合，使得双方能够
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
补。这种合作模式不仅促进了农
业技术的进步，也为当地经济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这种开放的
人才观念，就像荔枝园中的“高接
换种”技术一样，将异地的智慧和
经验引入本土，让它们在新的环境
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通过这样
的方式，高州市不仅能够吸收和利

用外部的先进技术和知识，还能够
培养出适应本地实际需要的人才队
伍，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象牙塔里说丰年，要听取蛙声
一片。当专家学者们在那座被称作
象牙塔的学术殿堂里谈论起乡村丰
收的年景时，始终离不开生机勃勃
的田间蛙鸣声，这就需要他们走出
书斋，深入基层，深入到乡间田野之
中。当华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们，卷
起裤腿，踏入郁郁葱葱的荔枝林和
龙眼林时，当农学教授们用他们的
手掌轻柔地摩挲过香蕉叶上那细腻
的纹路时，当实验室里精确的数据
与果农们世代相传的种植日记交汇
融合时，才是真正体现了“绝知此事
要躬行”的学术精神。象牙塔里的
理论和论文，最终需要在泥土中扎
根，专家学者只有将自己的论文谱

写在中华大地上，才能真正结出有
益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果实。

稻作文化新演绎，且把乡愁酿
新篇。华农与高州的双向奔赴，使
得高州籍丁颖院士所倡导的“稻
魂”理念，在高州这片肥沃的土地
上得以复苏，这不仅仅是对先贤的
一种敬意，更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对传统农耕文明进行了一次全新
的诠释。当无人机在荔枝园的上
空绘制出智慧农业的轨迹时，我们
能够看到古老的农耕智慧与现代
科技的完美结合，它们共同谱写着
新的《齐民要术》，为农业的发展开
辟了新的道路。

产业链上绣文章，三产融合妙
手连。从甜蜜的荔枝蜜到甘甜的龙
眼干，从郁郁葱葱的香蕉林到便捷
的预制菜，校地合作正在巧妙地运

用“接二连三”的产业魔术，将这些
产品带入市场。这不禁让人回想起
苏轼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
作岭南人”的豪迈诗句，而如今，我
们更希望通过校地合作让岭南的佳
果能够伴随着“一带一路”的专列和
ＲＣＥＰ的火车，不仅能够“飞入寻
常百姓家”，更要成为世界人民的

“团宠”，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些自然
的馈赠。在科技的赋能下，特色农
业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它正在打破
历史上“谷贱伤农”的魔咒，为农民
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

县域突围闯新路，不羡虹霓慕
炊烟。高州的实践向我们展示了这
样一个真理：县域经济绝非大都市
的简化版，它实际上是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重要战场。当高等院校的智
库智慧与地方实际发展相结合，产

生出奇妙的化学反应时，我们的“百
千万工程”就不会是一句口号，更不
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变成了田
间地头的欢声笑语，农家小院中升
腾的温馨炊烟。这种“此心安处是
吾乡”的归属感和满足感，正是我们
追求的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深
刻内涵。

这场校地联姻最动人的，莫过
于打破了“孔雀东南飞”的人才困
局。它告诉我们：人才不必都挤向
北上广，智慧无需囿于实验室。当
高校的智慧之泉滋润乡土，当地方
的实践沃土反哺学术，这便是新时
代“希望的田野”上最美的风景。或
许某天，当华农学子在高州完成毕
业论文时，答辩会场会飘来淡淡的
稻花香抑或是荔枝甜——那才是中
国式现代化最生动的注脚。

校地联姻：当象牙塔遇见泥土香
特约评论员 姜桂义

当下，正值黄瓜采摘旺季，在化州市
笪桥镇的广袤田野间，一条蜿蜒的“黄瓜
轻轨”正式投入运营，成为当地农业现代
化进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一创新
举措不仅让黄瓜采收效率提升 80%，更
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为传统农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生动范例。

在提升生产效率方面，“黄瓜轻轨”
展现出显著优势。传统的人工搬运方式
耗时费力，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
如今，长达 1100 米的轨道贯穿瓜田，采
摘后的黄瓜通过轨道车快速运往加工车
间，实现了采收运输的无缝衔接。据种
植大户李尚深介绍，“黄瓜轻轨”日均运

输量可达2万斤，相当于替代20-30名劳
动力，全年可节省人工成本约 30 万元。
快速高效的采收运输，能让新鲜的农产
品以最快速度进入市场，缩短了农产品
从田间到市场的周期，更有效降低了损
耗率，保证了产品品质，为农民增收提供
了坚实的保障。

从产业升级角度看，“黄瓜轻轨”代表
着农业现代化的新方向。过去，农业生产
多依赖人力，生产方式较为粗放，如今，

“黄瓜轻轨”与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
术相结合，实现了从种植到采收的全程机
械化作业。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传统农
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固有形象，更通过

科技赋能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精准度和标
准化水平，让传统农业焕发出新活力。化
州笪桥的实践表明，科技创新是推动传统
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黄瓜轻轨”带来
的综合效益正在持续释放。笪桥镇黄瓜
种植历史悠久，目前种植面积已达1.1万
亩，带动半数农户参与其中，形成了覆盖
50 多个自然村、惠及 15 万人的产业链。
年产值突破1.3亿元的黄瓜产业，不仅让
产品远销港澳台及东南亚市场，更创造了
大量“家门口就业”机会，吸引年轻人回乡
创业，为乡村注入新鲜血液，解决乡村发

展人才短缺的问题。展望未来，“黄瓜轻
轨”只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要实现
乡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还需在产业链延
伸、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持续发
力。比如，要开发黄瓜深加工产品，提升
附加值；要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让化州
笪桥黄瓜的名声更响亮；要拓展销售渠
道，让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这条穿梭于田间地头的“黄瓜轻
轨”，是乡村振兴路上的一次精彩提速，
不仅承载着丰收的喜悦，更昭示着乡村
振兴的美好未来。期待更多这样的创新
实践在茂名广袤乡村落地生根，共同绘
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美画卷。

“黄瓜轻轨”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黄超平（化州）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日前，高
州市召开安全防范工作会议，深入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辽阳市白塔区
饭店火灾事故、贵州毕节市黔西市游船
倾覆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
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和茂名市贯彻落
实会议精神，并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
的安全防范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6 月是安全生产月，是强化全民安
全意识的重要契机。人民生命高于一
切，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唯有筑牢安全生

产防线，把每项安全工作细节落到实处，
方能推动安全工作持续向好。

安全生产需以预防为主，对重点难点
问题反复梳理、强化落实。安全无小事，
责任大于天，安全生产是各级党委政府、
监管部门、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全
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关键在于层层传导、压实责任，唯有做
到守土有责，方能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必须始终保持
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杜绝麻痹大意思

想。安全生产目标任务不能仅停留在口
头与文件层面，要切实转化为实际行动，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通过制定得力措
施，主动增强安全工作的积极性，牢牢把
握安全工作主动权。

问责是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的重
要抓手，必须精准发力、直击要害。将安
全责任落实与问责追责有机统一，对安
全生产重视不足、措施不力的地区和企
业，及时开展批评教育，充分发挥责任追
究在安全生产领域的警示教育作用。

随着夏季临近，安全事故进入高发
期，安全生产工作迎来关键阶段。要以对
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贯彻落实
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将安全生产工作
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扎实做好
预防防范工作。始终秉持“安全工作无
小事”的理念，强化“安全第一”的权威
地位，筑牢安全生产预防防范的坚固堤
坝，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
动安全生产工作常态化，努力实现“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目标。

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
王平生(电白)

“儿童网红”
图/文 刘志永 杜燕盛

据工人日报报道，“让孩子学一
句台词要重复几十遍，一个舞蹈动作
不标准就得跳一整天。”一位家长在
社交平台的分享，揭开了“儿童网红”
光鲜视频背后的工业化生产链条。
一段时间以来，短视频平台涌现出大
量以“记录萌娃日常”为名的账号。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内容有不少是家
长与网红孵化机构精心策划的“剧本
演绎”，形成了完整的商业流水线，实
现“儿童网红”批量生产。

这条工业化生产链条看似制造
着“童星神话”，实则是对儿童权益
的公然侵犯。过度暴露在镜头前，
容易导致儿童价值观扭曲、自我认
知错位，甚至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
问题，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不可逆的
伤害。身为孩子成长第一责任人的
家长，应保持清醒，尊重孩子的意愿
与天性，守护好他们纯真的童年。
毕竟，童年只有一次，任何商业利益
都无法弥补被过早透支的童真与快
乐。家长要与监管部门、视频平台
等多方共同努力，打破“儿童网红”
的利益枷锁，还孩子们一片纯净的
成长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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