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高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高州烟公﹝2025﹞第4号

2025 年 5 月 18 日，我局在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石鼓镇上垌村委会南冲村 88 号陈旭明仓库查获卷
烟，并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广东省高州市烟草专卖局（地址：广东省高州市冼太大
道 138 号，联系人：张显，联系电话：0668-6670879）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
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
处理。

品种规格
南京(雨花石)
芙蓉王(硬)
利群(新版)

双喜(硬经典1906)
中华(硬)
玉溪(软)

真龙(起源)
钻石(荷花)
利群(蓝天)
牡丹(软)

单位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数量
72
298
250
100
148
200
50
197
50
100

品种规格
黄鹤楼(软蓝)
双喜(软经典)

双喜(硬精品好日子)
双喜(硬经典)

云烟(紫)
双喜(软经典1906)

七匹狼(纯境)
双喜(莲香)

南京(炫赫门)
/

单位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

数量
96
200
50
50
49
50
52
50
72
/

共计：（品种）19个 总计：（数量）2134 条

备注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州市烟草专卖局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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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霞缀枝头，清甜满人间。
又逢蝉鸣荔红时节，2025 年茂名
荔枝嘉年华于 5 月 19 日盛大举
行。这次盛会以“时和荔丰、山
海同庆”为主题，展示茂名荔枝
以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丰硕
成果，向世界传递“千年荔乡”的
时代新名片。

茂名日报日前报道，我市培
育的早熟荔枝品种“科技一号”
挂满枝头，抢“鲜”上市。“科技一
号”比传统早熟品种三月红，率
先一步进入市场，且甜度更高，
大受市场青睐。

据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
专家现场考察鉴定，“科技一号”
具有果实品质优良、果肉饱满、
丰产稳产的特点，对茂名乃至广
东荔枝品种结构优化调整具有
积极促进作用。在种植“科技一
号”等优质品种的电白区取得备
案出口果园，新品种荔枝已获得

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今年
将出口至欧盟、日本等地。

这是我市以新质生产力推
动荔枝产业由“小特产”迈向“大
产业”，从“产量主导”向“价值主
导”跃升的一个缩影。

我市荔枝种植面积达 142 万
亩，丰富且稳定的种质资源是茂
名荔枝产业的厚实家底。《茂名
市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将培育挖掘高价
值特色乡土树种种质资源、积极
推介特色种质资源，作为荔枝产
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之本。种质
资源不仅是种植生产和遗传改
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还是传
承中华农耕文明的载体。种质
资源作为农业的“芯片”，是在长
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过程中
形成的。立足资源禀赋，经历艰
苦探索，一代代荔农创造了特色
鲜明、优势明显、市场广阔的荔

枝产业，也形成了丰富的荔枝种
质资源，仅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
就汇集了十二个国家和地区 738
个、共 4500 多株荔枝种质资源。
近年来，我市创新启动“吨亩果
园”建设工程，加强与广东省农
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等大学和科
研机构合作，开展荔枝优良品种
选育研发与稳产提质技术攻关，
厚植荔枝产业持续繁茂根基。
许多果农坦言，近年来荔枝丰产
又丰收，离不开品种改良，同样
是种荔枝，好品种让我们成倍增
收。经过科研人员和荔农的不
懈探索辛勤耕耘，一批丰产稳
产、优质、耐贮运、抗裂果的荔枝
品种被广泛推广。如今在许多
果园里，不同品种的荔枝树分区
而立，除了“科技一号”，妃子笑、
冰荔、岭丰糯、仙进奉、井岗红
糯、桂味、紫娘喜等十余个荔枝
品种有序种植，成熟期从 4 月延

续至 7 月。早熟品种抢市场，中
晚熟品种保产量，中高端品种保
证品质供应，既能缓解采摘人工
压力，又能延长供货周期。品种
结构的优化、“梯队式”种植模式
使得荔枝产业效益明显提升。
同时，无人机实施差异化施肥、
推广矮化密植、有机替代、水肥
一体化等创新技术，成为“亩产
超吨”的科技密码。由此可见，
正是得益于科技赋能，茂名荔枝
产业突破了品种单一和老化的
瓶颈，保持了质效领先的优势，
成为全链条产值突破 120 亿元的
富民兴村特色产业和农民增收
的“绿色银行”。因此，保护种质
资源和培育优质新品种，是提升
荔枝产业科技含量的关键所在，
必须牢牢抓住不放，以质优为先
打造茂名荔枝的金字招牌。

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让
更多果农掌握先进的栽培管理

技术，是科技赋能荔枝产业必须
解决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我
市荔枝产业在培育优品攻克难
关上成果迭出，离不开一线科研
人员心无旁骛潜心研究和农技
专家对果农的悉心指导技术帮
扶。2024 年，我市开展 72 场技术
培训，帮助 2 万名果农掌握科学
管护技术。61 批次专家深入 200
多个村落提供精准技术指导。
为了攻克荔枝大小年难题，国家
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茂名综
合试验站科研人员，巧妙利用桂
味和白糖罂杂交，培育容易开花
品质又好的新品种。同时举办
种植技术培训班，农技专家深入
田头果园，面对面手把手指导果
农解决种植上的疑难问题，让先
进的农业技术在乡村扎根。中
山大学与高州市共建柏桥科技
创新工作站，实现智慧育种、精
准种植、品牌打造一体化发展。

通过无人机精准检测物候进程
和病虫害痕迹，检测精准度达
95%，并对果园进行信息化采集，
打造智慧农业科创平台，实现了
对 6800 亩荔枝的智能化管理，树
立了产销一体数字化标杆。目
前，我市改造完成 21.5 万亩低效
果园，全市优质果品占比达 80%，
让“土特产”迈向“标准化商品”。
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让历史悠
久的荔枝产业焕发勃勃生机。从

“枝头”到“舌头”，从翻山越岭到
漂洋过海，小小荔枝背后有着长
长的产业链，从科技赋能到产业
升级，现代农业理念和现代农业
技术为提升茂名荔枝产业价值、
打造“世界名荔”品牌注入蓬勃活
力。以科技赋能为引擎，不懈提
升荔枝产业质效，正是将荔枝打
造成茂名精益农业的样板和最
具竞争力、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特
色产业的底气所在。

科技赋能推动荔枝产业
向“价值主导”跃升

特约评论员 蔡湛

2025 年 5 月 20 日，在“5·20，
我爱荔”这个美好日子里，以荔
枝为主题的包茂高速“柏桥服务
区”正式通车启用，可喜可贺！

“柏桥服务区”由原“茂名服
务区”以“荔枝”为主题经一年多
的建设而成，在这个有特殊意义
的日子启用，它不仅是一个交通
节点的升级，更是一场乡村振兴
的生动实践。这座以荔枝文化为
核心、串联起“交农文旅商”多元
场景的开放式服务区，正以突破
传统的发展模式，为柏桥乃至整
个茂名地区注入强劲动能，书写
着高速经济与县域经济深度融合
的新篇章。“根子荔枝文化旅游”
从今天开始，将深植于经过包茂

高速柏桥服务区旅客的脑海中，
走进全国旅游爱好者心中。

从“流量入口”到“价值枢
纽”。传统的高速服务区往往只
是旅途中的短暂停靠点，而柏桥
服务区打破了这一固有逻辑。
通过景观天桥连接东西区、ETC
车道直通景区、彩虹绿道串联古
荔园的设计，它成功将单向的

“过路经济”转化为双向的“目的
地经济”。数据显示，其年游客
接待量预计超过百万人次，这种

“引客入茂”的效应，让服务区成
为 区 域 文 旅 资 源 的 超 级 链 接
器。更值得关注的是，服务区将
荔 枝 产 业 链 条 嵌 入 消 费 场 景
——从荔枝主题建筑到特产展

销，从采摘体验到非遗文化展
示，实现了农产品溢价与文化赋
能的叠加效应，这正是现代农业

“接二连三”发展的鲜活样本。
空间重构激活县域发展新

动能。柏桥服务区的创新实践，
本质上是一场突破行政边界的
空 间 革 命 。 通 过“ 服 务 区 + 景
区+荔园+乡村”的网状布局，原
本割裂的交通设施、农业资源、
文旅景点被整合为“柏桥荔博
园”大景区。这种空间重构产生
了显著的聚变效应：ETC 车道让
车辆自由穿行于高速与乡道，景
观天桥成为连接城乡的视觉地
标，而岭南风情商业街则化身文
化传播的立体橱窗。当千年古

荔园与现代服务区仅一步之遥，
当非遗集市与科技展厅比邻而
居，这种混搭不仅催生了消费新
场景，更重塑了县域经济的空间
价值图谱。

“ 百 千 万 工 程 ”的 微 观 演
绎。作为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标杆项目，
柏桥服务区诠释了新型城镇化
的创新路径。其成功关键在于
把握住了三大转化：一是将交通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通过服务
区平台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二
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
让荔枝从农产品升级为文化 IP；
三是将行政推动转化为市场驱
动，引入天河城未来城等商业主

体构建可持续运营模式。这种
“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农民受
益”的机制创新，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模板。

站在景观天桥俯瞰，蜿蜒的
桥体恰似一条腾飞的巨龙，承载
的不只是往来车流，更承载着乡
村振兴的梦想。柏桥服务区的
启示在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
时代，基础设施的价值已超越其
物理功能，当服务区能成为文化
传播者、产业孵化器、流量转化
站时，“小驿站”同样可以成就

“大文章”。这或许正是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县域经济破局发
展的密码所在——用跨界思维
打破资源壁垒，以场景创新激活

沉睡价值，让每个交通节点都成
为区域发展的活力源泉。

为服务好五湖四海的游客，
各级政府部门也做好了配套服务
工作：柏桥服务区出口处建了“知
青饭堂（柏桥店）”；从茂名市区至
柏桥服务区出口，开通了茂名站
南广场至根子圩 411路公交车。

柏桥服务区启用日，正是当
地 荔 枝 采 摘 季 。“5·20 集 体 婚
礼”、当地特产展销等多个活动
同期举行，“流量”将蜂拥而至，
一个全新的“荔枝文化”景区将
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柏桥服务区，由高速驿站变身乡
村振兴“新引擎”，将推动柏桥村
经济走得更稳更远。

高速驿站变身乡村振兴“新引擎”
李光耀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据茂名日报报道，“法治赋能乡
村振兴”公益活动先后在高州市新
垌镇、泗水镇、云潭镇开展，为当地
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法治春风。活动
邀请律师给大家讲解专业知识，围
绕农村常见的土地使用管理、土地
纠纷等问题，以法律条文为指引，将
问题的本质清晰呈现给村民。一位
村民感慨道：“以前不懂法，遇到纠
纷只会吵架，现在知道怎么用法律
解决了！”

这次活动是深入农村开展普法
宣传、推进依法治村、助力乡村振兴
的好举措，值得发扬推广。时下，农
村普法存在一些盲区，有的农民不
知法、不懂法、不守法，有的人因捕

捉野生动物或砍伐野生保护植物受
到刑罚；更有的人甚至宰杀自养家
猪或砍伐自种林木也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付出惨重的代价，教训尤为
深刻。这些案件的发生，说明普法
工作仍有短板。因此，要创新普法
工作，不断推动法治宣传教育的理
念创新、制度创新、内容创新、方式
手段创新。注重依托政府网站、专
业普法网站和微博、微信、微视频、
客户端等新媒体新技术开展普法活
动，努力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全方
位的法治宣传教育网络，实行面对
面宣传，讲清讲透，做到家喻户晓，
人人明白。

这次高州的普法活动，律师还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巧妙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
小故事，针对校园暴力、网络诈骗、
性保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话题进
行深入浅出的讲解。社工们则通过
开展有趣的游戏，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互动，在热烈的氛围中，学生们纷
纷举手发言，大胆表达自己对法律
知识的理解与感悟。

当今进入了法治社会，各
种法律法规都较完善，政府依
法管理已落到实处，走向成熟，
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触法必受制裁，这是天经地义
的原则。政府职能部门要不断
拓展“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

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普法
责任内涵外延，要在针对性、实效
性上下功夫，创新方式，推进课内
课外、网上网下相衔接，把每个关
键条文讲深讲细讲透，使之入脑
入心，积极教育引导干部群众主
动学法，由“要我学”转化为“我要
学”，使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蔚

然成风。进一步增强公民遵纪守
法的意识，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
始终谨记不越法律的红线，不超
越法律的底线。

不断提高乡村干部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
力。教育引导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形

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突
出乡村法律咨询和公共法律服务指
引，发挥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律顾问的作用，为群众提供触手可
及的法律服务，逐步将与农民生产
生活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
补充事项范围。

让“法治甘霖”润泽乡村振兴
罗本森（信宜）

在化州市同庆镇大片村，一条
乡间小路的拓宽工程正悄然改变着
村民们的生活。原本仅容一辆汽车
通行的狭窄乡道，现正经历着“单改
双”的华丽蜕变 —— 这不仅是一条
道路的拓宽，更是村民幸福生活的
拓展。这一变化，正是化州市“四好
农村路”提档升级改造工程的缩影，
映照着新时代农村发展的轨迹。

旧时的这条路，曾是村民心头
的一块“心病”。晴天尘土飞扬，雨
天泥泞难行，两车相遇时需倒车让
行，有时需退至百米外才能错车。
村中老人回忆：“以前去镇上卖菜，
最怕遇到对面来车，一让就是半个

钟头。”狭窄的道路不仅制约了经
济发展，救护车辆也难以顺畅通行，
农产品运输效率低下，年轻人返乡
创业望路却步。

后来道路完成硬化，尘土飞扬的
场面不复再见，但道路狭窄仍是一大
难题。转机来自“四好农村路”提档
升级改造工程的实施，大片村正是这
一工程的受益者之一。

“实用、耐用、好用”是“四好农
村路”的精髓所在。根据规划，大
片村乡道“单改双”工程在原有路
基基础上进行改造，路基宽 6.5 米，
路面宽 6 米，铺设水泥混凝土路
面。这样的标准既考虑了农村实际

需求，又保证了工程的经济性与实
用性。

道路拓宽后，变化是立竿见影
的。可以预见，村头小卖部的老板会
先发现，往来的车辆不再因路窄堵在
店门口；种植大户的果蔬能够更快捷
地运往城镇。路宽了，邻里间因让车
产生的摩擦少了；交通便利了，外出
务工的子女回乡更频繁了。

乡村振兴坚持“民生优先”的
原则，这体现了把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首位的
执政理念。路的问题解决了，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振兴才
有了基础。

拓宽振兴幸福路
吴映霞(化州)

聚“荔”产业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