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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董玉奎 通讯员茂政协信

本报讯 近日，市政协副主
席罗天明到挂钩联系点化州市
丽岗镇开展“百千万工程”调研
工作。

在朱玉村委会，罗天明到
广东村达创业园、化州市村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农产

品加工、包装，电商直播、销售
等情况，当得知村达创业园在
去年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 1000
多万元时，表示充分肯定，并鼓
励加强电商直播培训，以电商
直播扩大农产品销售。随后，
罗天明来到石龙山森林公园，
了解公园环境资源禀赋情况，
表示要加强与石龙山气象观测

站合作，争取珠海帮扶工作队
支持，进一步规划做好石龙山
旅游、露营、联农帮农美食街等
项目建设。

在低坑村委会，罗天明到
低坑村产业大楼、化州市众聚
种植合作专业合作社，了解化
橘红烘焙加工、销售、村集体收
入、村民思想变化等情况，当了

解到在珠海帮扶下，低坑村去
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50 多万元
时，表示充分肯定，鼓励要加强
与珠海帮扶工作队合作，共同
谋划好村级项目发展。

罗天明指出，要加强农民
参与乡村振兴思想教育引导，
从“简单扫地清除垃圾”转变

“谋求项目产业发展”，从环境

整 洁 美 化 变 成 经 济 发 展 农 民
富裕。要创新农产品种植，加
强农业种植技术培训推广，培
育发展新品种，大力发展特色
农业，提高农作物品质及附加
值。要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
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平台，加
大电商直播培训，通过电商直播
销售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

市政协领导到丽岗镇开展“百千万工程”调研

■通讯员 李飞燕

本报讯 5月19日，由共青团
茂南区委员会组织的“茂名市身
边好人的先进事迹宣讲会”在河
东街道岭咀文化活动中心举行
（如图）。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
公馆法庭庭长、一级法官，茂名义
工团成员萧伟权以宣讲员的身
份，分享自己二十年如一日践行

“好心精神”、传递奉献力量的动
人故事，为现场听众带来一场充
满正能量的精神洗礼。

宣讲会上，萧伟权结合自身
经历，生动讲述了工作与公益路
上的点滴。作为庭长，他扎根基
层人民法庭多年，秉持公正司法
为民的理念，把庭审搬到街头巷
尾、田间地头，让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
专业与耐心守护着一方安宁。

在公益领域，萧伟权更是“好
心精神”的坚定践行者。自加入
茂名义工团的二十年里，他始终
坚守“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从开展“与孤儿一起成
长”项目，助力近百名孤儿完成学

业、开启新人生；到常态化开展
“情注福利院”活动，给予福利院
儿童全方位关爱；再到坚持多年
的“老兵计划”，走访慰问抗日老
兵、传承革命精神，每一个公益项
目都倾注着他的心血。此外，在汶
川地震、新冠疫情防控等重大事件
中，他也总是挺身而出，冲在志愿
服务一线。二十年来，萧伟权以实
际行动践行“好心精神”，曾先后荣
获“广东好人”“广东最美志愿者”

“茂名好心法官”等荣誉称号，并获
“广东志愿服务银奖”。

“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
去！”宣讲结束时，萧伟权朴实而
坚定的话语，赢得现场阵阵掌
声。他用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将“好心精神”化作司法为民的担
当与无私奉献的行动，为身边的
人树立了标杆。他的事迹不仅激
励着在场每一位听众，更传递出
向善向美的强大力量。

据共青团茂南区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宣讲会让更多
社区居民了解到身边好人的感人
事迹，为弘扬社会正能量、营造良
好社会风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法槌与善举交辉
“好心法官”萧伟权用二十年诠释茂名好心精神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柯诗华

本报讯 为破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茂名市积极探索建立融
资协调机制，成效显著。茂名市
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专班
紧扣“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特色
产业矩阵，构建“市级统筹-区县
联动-行企协同”三级推进体系，
通过建立“产业链”“一业一贷”融
资服务机制，重点聚焦荔枝龙眼
精深加工、罗非鱼全产业链培育、
预制菜产业集群建设等特色场
景，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推出“种植
e贷”“橘红 e贷”“荔枝贷”等产业
链专属信贷产，成功激活特色产
业“一池春水”，为小微企业开辟

出“量体裁衣”的融资路径。
截至 2024年末，全市特色产

业贷款余额超13亿元，服务市场
主体逾 6000户，形成金融赋能乡
村振兴的“茂名样板”。

政银协同做强全产业链
作为全国罗非鱼核心产区，

茂名年产量达27万吨，全产业链
产值突破百亿。邮储银行茂名市
城区支行设立罗非鱼综合金融服
务中心，累计支持 1065户养殖加
工户，贷款余额 6.07 亿元。工商
银行茂名分行创新“养殖 e 贷”，
为某农业龙头企业提供 500万元
贷款，支持其引进设备技术升级，
带动年产量提升至 4800 吨。通

过“跨境结算+汇率锁价”等综合
服务，该行累计投放产业链贷款
超1.6亿元，助力企业首季出口创
汇 530 万美元，带动 1850 户农户
年均增收1.6万元。

在“中国化橘红之乡”化州
市，政银企协同构建新型服务生
态。农行茂名分行配置专项信贷
规模，推出“橘红 e贷”专属产品，
累计发放贷款 2.15 亿元，其中小
微企业贷款占比60%。通过产业
集群整体授信模式，首期为化州
化橘红药材发展公司提供5000万
元授信，形成“银行+链主企业+小
微主体”服务闭环。该行创新全
产业链服务，覆盖种植、加工、仓
储、营销全环节，将普惠金融触角

延伸至产业链末梢。

闭环服务助力产业升级
高州农商行深化“金融助荔

十大举措”，创新“荔枝贷”产品体
系。针对丰产年资金需求，为高
州益丰健康产业科技公司新增
350万元授信，支持设备采购与产
能提升。联合省农担公司推出

“农担贷”，利率降低155BP，构建
“种植-加工-销售”全流程服务体
系。通过“鲜特汇”电商平台促成
2家种植企业签约，打造“金融+电
商+助农”融合模式，推动千年荔
乡产业焕发新生机。

农行茂名分行设立三华李产
业金融服务中心，发布专项服务

十条措施，创新“三华李产品
包”。通过“三个一”快速审批机
制，为信宜市 2500余户产业链主
体提供4.4亿元贷款支持，业务规
模居同业首位。在政银协同推动
下，首批向 3 家重点企业授信
3000 万元，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
的“一站式”服务网络，巩固“中国
李乡”产业优势。

目前，茂名已形成“专班统
筹-部门联动-行企协同”的产融
对接长效机制，通过“一链一策”
精准滴灌，打造出金融赋能特色
产业的示范样本。数据显示，特
色产业贷款年均增速达 28%，带
动相关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300亿
元，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茂名创新金融赋能模式 激活特色产业动能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邓巴烽
见习记者吴彩虹通讯员何挺

本报讯 5 月 21 日，由广东
省摄影家协会指导，茂名市茂
名新城管理委员会主办，茂名
市摄影家协会与茂名新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海
天双色，人文彩墨——2025 南
海海洋文化摄影作品展”在茂
名新城南海晏镜疍家墟塘霞客
厅启幕（如图）。本次展览聚焦
南海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
蕴，精选 54 幅佳作，以镜头为
笔，蘸取海天之色，勾勒出海洋
与人类共生的生动图景，书写
了海洋文明的瑰丽篇章。

其中，30 幅彩色风光、人文
摄影作品，或定格日出时分海
天相接的磅礴壮美，或捕捉渔
民撒网、疍家生活的质朴瞬间，
将南海的雄浑气魄与细腻人文
娓娓道来。更值得一提的是，
展览特别展出24幅第十五届中
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李好《海
在低处》摄影作品，以独特的视
角与艺术表现力，深度挖掘海
洋文化的精神内核，为观众带
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体验与情
感共鸣。

这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时
光的切片，承载着海洋的呼吸与
人类的故事。咸涩海风裹挟着
千年渔歌掠过南海之滨，粼粼波

光与人文烟火在镜头中交织成
诗，让人仿佛置身其中，看见浪
花翻涌间的生命律动，读懂沙滩
足迹里的岁月沉淀，感受到海风
轻抚下的文化传承。此外，茂名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茂名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茂名日报
社、茂名市广播电视台的鼎力支
持，更为此次展览注入多元活
力，使其成为展现城市魅力、弘
扬海洋文化的重要窗口。

据悉，展览在南海晏镜疍
家墟塘霞客厅持续展出至 8
月 21 日，邀约广大市民朋友
前来观展，共赴一场海天与人
文交融的美学之旅，领略南海
海洋文化的深邃与浩瀚。

海天双色 人文彩墨

南海海洋文化摄影作品展在茂名新城启幕

■记者 陈英梅 通讯员 陈建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电影
家协会组织十多名知名电影艺
术家齐聚茂名举行电影《怀乡起
义》与文旅融合发展主题座谈交
流会，茂名市直机关工委、市文
广旅体局、市教育局、市文联、市
老促会等单位有关领导，以及市
影视协会会员、电影行业从业代

表参加了座谈会。
据悉，电影《怀乡起义》是我

市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经国家电
影局批准在全国公映 。影片中
讲述的是 1927年风起云涌的革
命浪潮中南路红色故事，中共南
路领导人朱也赤等革命前辈在
怀乡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
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英雄
事迹被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在

中国革命史上留下闪亮的红色
记忆。

与会人员观看了电影《怀乡
起义》的精彩片段，大家就如何
把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与发展茂
名文旅融合起来、促进乡村振兴
这个主题进行座谈交流。中国
电影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电影家
协会副主席张全欣，中国农业电
影电视中心编导白云飞，《怀乡

起义》电影制片人陈建标，以及
市直有关部门领导纷纷发言，认
为电影《怀乡起义》的出品和传
播，是用优秀党史题材影片教育
人、启迪人、感化人、鼓舞人的具
体实践，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的具体行动。同时应
进一步发挥《怀乡起义》红色电
影艺术的独特魅力，融合文旅发
展、赋能乡村振兴。

据介绍，该电影上映以来，
我市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各区
县、乡镇积极组织党员、干部、职
工、师生观看，初步形成了观影
热潮。茂名市拍摄革命历史题
材电影《怀乡起义》组委会表示，
将继续到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各镇（街）、农村、学校巡回放
映《怀乡起义》，推动茂名红色文
化走向全省、全国。

电影名家与行业代表座谈红色电影《怀乡起义》

■通讯员 韦康宇

本报讯 据悉，今年以来，电白区委
党校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创新实
践路径，以“聚焦培训创新、聚焦热点难
点、聚焦成果转化”为目标，扎实开展了
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活动，为加力提速推进

“百千万工程”提供了智力引擎。
聚焦培训创新，基本培训增质效。一

是优化课程体系架构。电白区委党校主职
领导带队走出去，学习借鉴珠三角党校新
颖培训模式，完善“1+N”系列课程体
系，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养与实干能力。
二是优化“百千万工程”特色课程建设。
继续组织教师开展新课备课、多轮磨课，
新增 2个“百千万工程”特色课程，目前
已在多个培训班开展授课，收获学员一致
好评。三是健全“学前+学中+学后”全
链条培训机制。

聚焦热点难点，调查研究见实效。一
是创新“党校＋专家”指导模式。电白党
校联合特聘专家、特聘科研团队组成调研
组，深入马店河储能产业园、欣旺达、沙
琅镇、南清村调研，探讨实现优化营商环
境、强镇强村的具体可行路径，为“百千
万工程”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二是创新

“党校＋基层”赋能模式。电白区委党校组
织教师深入望夫镇基层一线，了解望夫典
型村建设方面的具体情况，为望夫典型村
建设出谋划策。三是创新“党校＋学员”
联动模式。为提升学员调查研究能力，电
白区委党校组织教师联合培训学员开展社
会调研，并依据调研结果撰写调研报告。

聚焦成果转化，科研咨政出成效。一
是健全科研奖励机制，激发教师科研动
力。制定 《智库中心科研量化考核方
案》，坚持科研成果一季度一通报，目
前，新申报 5项市校课题并通过立项。二
是搭建课题申报平台，着力打造科研咨政
精品。充分发挥智库平台优势，发布课题
征稿，目前已立项 18 项，为“百千万工
程”在电白落地见效出谋献策。三是依托
智库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坚持高质
量办好 《区情简报》，目前已报送 7 期

《区情简报》获电白区委书记批示，科研
咨政成果不断取得新成效，激活了“百千
万工程”智力引擎。

电白区委党校
锚定“三个聚焦”
激活“百千万工程”
智力引擎

■记者 曾金妍 通讯员 崔冰茹

本报讯 电白区霞洞镇潭白村在镇党
委政府的支持下，村“两委”干部因地
制宜发展番薯种植产业，通过“合作社+
农户”模式，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力
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因地制宜，找准致富“金钥匙”。潭
白村地处丘陵地带，土壤疏松、日照充
足，适合番薯种植，但过去村民多以零
散种植为主，效益低下。2024 年，村党
支部牵头调研，发现优质番薯品种市场
需求旺盛，便决定规模化发展番薯产
业，并引进“板栗薯”“紫薯红”等高产
高附加值品种。2024 年，带动 50 余户村
民参与，实现年增收超 200 万元。“以前
种番薯都是自己种自己的，现在村‘两
委’带着我们抱团发展，效益翻了好几
番！”老党员陈叔感慨道。

技术护航，科学种植提效益。为提升
种植水平，村里邀请农业专家定期培训，
推广地膜覆盖、滴灌节水等技术，并统一
采购有机肥，确保番薯品质。村民林大叔
说：“以前种番薯亩产不到 2000斤，现在
科学管理，亩产超过 3000 斤，价格还翻
了一番！”

产销对接，拓宽增收渠道。为破解
销售难题，村委会创新实施“田头对
接”模式。村“两委”干部主动对接企
业收购商，邀请收购商实地验货，现场
签订订单，同时打造“潭白村生态番
薯”品牌，计划通过直播带货、社区团
购等方式扩大销路。2025 年，全村番薯
种植面积达 200 多亩，总产量超 300 吨，
产品远销省内外。

共享成果，村民腰包鼓起来。“今年
我家种了 5 亩番薯，收入 2 万多元，还能
照顾家里，比外出打工强多了。”脱贫
户徐大姐笑着说。如今，番薯产业不
仅让潭白村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还
带动了加工、运输等配套产业发展。
今年，潭白村村集体经济有望年收入
突破 15 万元。潭白村党支部书记程丽
平说，下一步，将深化村企合作，开
发产品，打造潭白番薯区域品牌，让
特 色农产品真正成为村民致富“金钥
匙”，使更多村民受益。

霞洞镇潭白村以特色种植
助农增收
小番薯变身“致富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