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果挂满枝头的香蕉，色如金玉的黄皮，
香味四溢的仙桃，郁郁葱葱的深薯，青翠欲滴
的蚕桑，绿油油的水稻……构成了高州市曹江
镇的“初夏交响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
幅异彩纷呈、大地披锦绣的现代农业的壮丽画
卷。去年，该镇农业总产值创历史最高纪录。
其中香蕉产值6亿元，深薯产值4亿元，黄皮产
值1.6亿元。一个只有118.5平方公里的镇，涌
现了三个产值超亿元的产业，令人振奋。笔者
曾几次到曹江镇采访，认为其成功经验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充分发挥“地肥水美”的优势，做好“地利”
文章。曹江镇位于高州市中部，交通方便，河
渠纵横，水网密布，沃野百里，发展现代农业生
产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该镇抓住“地利”不
放，从实际出发，做到宜粮则粮，宜果则果，宜
薯则薯，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
年年迈上新台阶。鉴江、曹江、石骨河等河流
贯穿全镇，形成了广阔的冲积土地，土层肥厚，
适宜种植深薯。该镇种植深薯已有300多年的

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种植技艺已被列入
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广东省名特
优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荣获“广东省淮山
薯专业镇”称号。曹江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土
壤和水质条件，生产的深薯外形笔直饱满、质
地坚实、玉色嫩白、甘香粉糯，是同类产品中的
佼佼者，喜获省级“一村一品”认证，成为区域
农业品牌的典范。近年来，为了大力发展深薯
生产，该镇充分利用“地肥水美”的优势，走“集
约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品牌化效应”的道路，
兴建万亩深薯示范基地，带动全镇深薯产业的
发展。去年，该镇深薯面积达2.55万亩，产量
达6.1万吨，产值约4亿元。

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做好“种子革命”的文
章。曹江镇种植香蕉历史悠久，扬名海内外。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该镇生产的香蕉就销往苏
联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郎君欲问曹江路，只
依蕉荫绿里行”的民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该镇
香蕉生产的盛况。曹江农民刘泽才曾创造香蕉
亩产超过5000公斤，最高株产72公斤的高产纪

录，光荣赴京参加劳模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还获得一面大红
锦旗，成为曹江人的骄傲。因此，曹江香蕉已成
为一个全国有名的品牌。该镇大力树立品牌意
识，大手笔挥就香蕉生产这篇“大块文章”。他
们培育的矮脚遁地雷、高脚遁地雷和齐尾三个
品种，被省果树研究所确认为优稀品种。其中

“高脚遁地雷”香蕉在中国第一届农业博览会上
荣获金牌，在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获得了

“优质名牌产品”称号。农业的革命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优良种苗。因此，该镇种植的香蕉全部
是上述优良品种。所产的香蕉皮色金黄，皮薄
果大，嫩滑香甜，爽而不腻，风味独特，深受国内
外消费者的青睐，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2021
年，广东省香蕉产业园落户曹江，该镇香蕉被作
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进行全域发展，联农带
农效益明显，促进农户人均增收3000元。

充分发挥电商的优势，作好社会化服务
的文章。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服
务功能，是新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也是当时

农村深化改革的“牛鼻子”。曹江镇香蕉、黄
皮、深薯面积大、产量多，如果服务滞后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该镇充分运用现代化
手段，助推现代农业的发展。镇政府率先垂
范，带头实施。去年6月14日，该镇在安良堡
村委会举行黄皮采摘仪式暨“百万网红”直播
带货活动，现场开设了10个直播带货区，网红
现场精彩演绎和网络直播带货，不遗余力地
推广“鸡心黄皮”，让广大消费者对曹江黄皮
的特点、优点了如指掌，产生了共鸣。这次活
动，网红活跃，粉丝互动，精彩纷呈，气氛热
烈，名声大震，消费者、果农皆大欢喜，效益显
著。与此同时，鼓励、引导和指导农民学习利
用电商推销农产品，通过反复摸索、实践，大
批村民特别是中青年人，学会了运用电商做
生意。因此，尽管香蕉、深薯和黄皮等农产品
面积逐年扩大，但由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流
通，没有出现“果贱伤农”“薯贱伤农”的现象，
既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又有力地推动了

“百千万工程”的高质量发展。

深挖优势巧布局 绘就农业新图景
毛勇强（市区）

“网络烂梗”
图/文 沈海涛 杜燕盛

“网言网语”并不可怕，其中
一些反映时代特征的网络用语经
过时间的沉淀以后，也可能进入
大众规范语言的行列。但，黑话
烂梗往往语义模糊、用词不规范，
甚至包含低俗、恶意的价值观念，
展现出低俗、粗鄙的语言文化，会
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当孩子
们的日常交流里频繁蹦出“尊嘟
假嘟”“笑鼠了”等网络热梗时，
当校园课间的玩笑中夹杂着语义
模糊的黑话烂梗时，我们不得不
思考：网络时代的语言生态，正在
如何塑造青少年的表达与思维？
日前，人民网推出三评“网络烂
梗”，阐述守护青少年语言成长空
间的必要性。

互联网催生的语言创新本无
可厚非，那些充满活力的“网言
网语”，如“硬核”“村 BA”等，凭
借生动表达融入主流话语，展现
了语言随时代演进的生命力。但
不容忽视的是，大量黑话烂梗正
以粗鄙化、低俗化的姿态渗透进
青少年的语言世界。一些语言垃
圾如同精神雾霾，不仅消解着汉
语的细腻美感，更可能在潜移默
化中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语言
的演变是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找平
衡。我们不反对网络语言的活
力，却必须抵制糟粕的侵蚀。让
每个孩子都能在纯净的语言环境
中，学会用准确的词汇表达情感，
用深刻的思考构建世界，这既是
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下一
代成长的负责。学校和家庭则要
成为语言美育的主阵地，通过经
典阅读、写作训练等方式，让孩子
们感受 文字的力量，培养对规范
语言的认同与热爱。

02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杜燕盛 责编 版式：杜燕盛 吴彤彤热评热评MAOMING DAILY

电子邮箱：mmrbrp@163.com

据茂名日报报道，为做好荔枝
营销工作，我市紧扣五“荔”联动战
略，以荔枝定制、品牌提升、产销对
接、文旅融合、金融助“荔”等创新举
措抢“鲜”营销，推动荔枝产业火

“荔”全开，奏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强音。

每年夏天，若要选一个产业诠
释我市的美丽与甜蜜，荔枝产业当
之无愧。五“荔”联动 战略，不仅是

产业发展的创新之举，更是向市内
外乃至国外友人发出的诚挚邀约：
来吧，朋友，让我们相会在这座充满
魅力的城市。

为做好荔枝营销，我市每年都
全力以赴。今年的五“荔”联动战
略，既是顺应荔枝销售趋势、消费者
需求升级、文旅融合发展的必然选
择，也是应对市场竞争的主动作
为。我市水果品类丰富，各具特

色，“茂名荔枝”无疑是其中极其闪
亮的名片。140 多万亩的种植规
模、优良的品质，让“茂名荔枝”声
名远扬。这份得天独厚的优势，使
得“茂名荔枝”在市场上无可替
代。五“荔”联动战略 绝非心血来
潮的决策，而是契合高质量发展与
高品质需求的现实路径，彰显了我
市推动荔枝产业走向全国、迈向世
界的决心。

今年，荔枝生长恰逢天时地
利，能否让农民实实在在增收，关
键在于营销策略的速度与力度。
五“荔”联动战略以一系列高端、密
集的活动，汇聚各方力量，为荔枝
销售明确方向、搭建平台、完善售
后。荔枝定制模式的全新升级、

“520 我爱荔”IP 品牌文化符号的
打造，以及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的
热播，不仅提升了荔枝的附加值，

更成功制造话题、吸引流量，其推
动力度堪称史无前例。

茂名有荔枝，但茂名的魅力远
不止于此。以“荔枝 +”为核心，我
市将文化、旅游与荔枝产业深度融
合，充分释放“有山有海”的资源优
势，补齐文旅发展短板。来到我市
的游客，既能品尝到鲜美多汁的荔
枝，又能沉浸式领略山海风光，感受
茂名人的热情好客，品尝地道美

食。良好的体验带来良好的口碑，
进而吸引更多游客，不仅带动荔枝
销售，更激活了全市及周边地区的
经济发展活力，这正是我市大力推
进荔枝这一“甜蜜产业”的重要意
义所在。

“五‘荔’联动”因荔枝营销而
生，却向世界展现了我市的独特魅
力 —— 好心茂名，山海并茂，期待
与您相会！

五“荔”联动奏响
茂名荔枝高质量发展强音

陀宇(高州)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为了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全面培养中小
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去年教育部要求保障中
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2 小
时，每天保证一节体育课，另外课后再锻炼一
个小时，保证每天两个小时。广东省教育厅
今年初发布通知，从 2025 年春季学期开始，
广东省各中小学校普遍开展“校园阳光体育
活动”，落实中小学校每天 1 节体育课（含体
育活动课），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问题日益
突出，近视率攀升、肥胖率增加、体能下降等问
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此，教育部门提出

“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2 小时”的要求，旨在通过充足的运动时间增
强中小学生体质，培养终身运动的习惯。然
而，这一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真正让每天两小时的体育锻炼落到实处，
成为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一环。

体育锻炼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正
如“生命在于运动”所揭示的。世界卫生组

织（WHO）建议，青少年每天应至少进行 60
分钟中高强度运动，而我国“每天两小时综合
体育活动”的标准，涵盖了中高强度运动及一
般性活动，要求更为全面，体现了对中小学生
健康的高度重视。体育运动绝非可有可无的
课程附加品，而是塑造完整人格的关键维
度。古希腊人早在两千年前就领悟到“健全
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这一真理。现代神
经科学研究证实，规律运动能促进人体大脑
海马体发育，提升记忆力和专注力。从短期
来看，规律的运动能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
力，降低近视和肥胖风险。研究表明，每天坚
持运动的中小学生，往往能通过劳逸结合提
升专注力和学习效率。而从长远来看，体育
锻炼蕴含培养毅力、团队协作能力、抗挫折能
力和规则意识等隐性课程价值，这些将成为
中小学生未来人生的重要竞争力。

然而，中小学生的体育锻炼现实困境是时
间被挤压，体育仍是“副科”。尽管政策明确要
求保障学生的运动时间，但在分数至上的教育

评价体系下，体育课被占用、课外运动时间不足
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学校因场地有限、师资
不足，难以提供多样化的体育活动。而部分家
长更倾向于让孩子把时间投入学科补习而非运
动，认为学习好才是最重要的。值得思考的是，
有的学校将体育简单“应试化”，仅围绕中考体
育项目进行训练，使运动变得功利化，反而削弱
了学生的运动兴趣。如何让体育锻炼真正回归
享受运动、增强体质的本质，而非沦为另一种形
式的考试负担，是政策落地必须解决的问题。

学校作为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主阵地，
要丰富体育课程，激发中小学生运动兴趣。
不妨尝试开展多样化项目，让学生找到自己
喜欢的运动方式，保持持续的运动状态。或
者推广“大课间”活动，避免简单跑操，引入
趣味性强的团体游戏或体能训练。还可以不
断丰富课间“微运动”内容和形式，探索课间
15 分钟制度。学校要严禁“拖堂”或以其他
方式挤占学生课间时间，不得以任何借口限
制学生课间活动自由，鼓励学生课间走出教

室、走到操场、走向阳光。在家庭方面要给予
支持，家长应转变“唯分数论”的观念，鼓励
孩子每天进行户外活动，而非将所有时间用
于补习，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周末可安排
家庭运动日，例如爬山、骑行、打球、跑步等，
让孩子在亲子互动中养成运动习惯。

运动不应是奢侈品，而是中小学生成长
的必需品。每天两小时的体育锻炼，看似是
一项硬性要求，实则是对中小学生全面发展
的一种投资。当我们憧憬民族复兴的壮丽图
景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没有身心强健的年轻
一代，一切宏伟蓝图都将失去坚实的根基。
让体育回归教育应有的位置，不仅关乎个人
全面发展，更关乎民族前途命运。只有当学
校、家庭和社会形成合力，才能真正让运动成
为中小学生生活的常态，而非政策强制下的
任务。未来的中国需要的不只是体魄强健、
意志坚定的新一代，更是全面发展的高分学
子。让每天两小时体育锻炼成为中小学生成
长的基石，这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行动。

每天两小时重塑新一代竞争力
周平（茂南）

聚“荔”产业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