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仅是一场城区面
貌的革新，更是一次城乡共美、全民参与的
文明盛宴。

我市自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以
来，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
紧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秉持创建
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的理念，以城乡融
合为笔，以文明实践为墨，绘就了一幅城乡
共美的文明新画卷，文明之花在茂名大地绚
烂绽放。

城区面貌焕新颜，文明风尚沁人心。今
天的茂名市区，大街小巷焕然一新，交通秩序
井然有序，公共场所整洁卫生，曾经的旧街小
巷已蜕变成宽敞明亮的大道，曾经的脏乱差
角落已变身成绿意盎然的口袋公园……茂名
的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公共设施更加人

性化，市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更值得一
提的是，不仅硬件设施的改善，我们还注重
文明风尚的培育。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开展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宣传，让市民的文
明素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尊老爱幼、助人为
乐、文明出行等良好风尚蔚然成风。

乡村振兴展新姿，文明之花遍地开。在
茂名广袤的乡村，文明创建同样如火如荼地
进行。我市围绕“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文明创
建活动，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农业产
业的升级和乡村文化的繁荣。一间间农家
书屋为村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一次次有
温度的志愿服务温暖民心，一个个特色乡村
旅游景点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既鼓了村民的口袋，也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
活，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
展和农民素质的提高。乡村环境整洁、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照进了现实。

可喜的变化源自全市上下共同参与，共
同努力。文明城市创建，实现城乡共美，关
键在乡村，难点也在乡村，然而“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围绕“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我市精心制
定并实施《关于开展茂名市农村精神文明创
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的通知》及宣传工作方案，以乡风文明
提升为切入点，扎实开展村庄清洁、农房风
貌品质提升、乡村文化空间营造提升、文旅
融合特色村镇建设、农村移风易俗深化治理
等农村精神文明创建五大行动，聚起农村

“精气神”，多层面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城乡文明融合，让文明的火种照亮了城市的
繁华，也温暖了乡村的宁静。

强化思想引领，筑牢乡风文明新阵地。
移风易俗，转变观念是关键。我市将学习党
的创新理论与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有机
结合，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教育引导群
众，推动新思想新观念深入人心。以“柏桥
讲堂”铸魂育人，打造思想教育的阵地、传播
知识的课堂、宣传乡风文明的窗口。以文化
人润物无声。因地制宜打造移风易俗文化
墙，编印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口袋书”，精
心创作移风易俗文艺作品，引导村民树立喜
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等文明观念。
寓教于乐成风化俗。依托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融入“我们的
节日”主题活动，利用清明、中秋、重阳等传
统节日，广泛开展文明祭祀、家庭团圆、孝老
爱亲等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引导群众在潜移
默化中自觉摒弃不良风气，破除陈规陋习。

强化守正创新，培育乡风文明新风尚。
移风易俗，守正创新是根本。我市将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与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有机
结合，大力宣传推广优良习俗，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认同践行。例如引导“年例”不比宴
席比文化，不断为“年例”注入传承非遗文
化、运动健身、奖教助学等新的时代内涵，推
动“年例+非遗”“年例+文体”“年例+助学”
等，让过去“办年例”比桌数、比菜肴、比排场
的现象消失了，变成了现在的比文化、比健
康、比助学。又如倡导“有喜事来种树”，种
出绿美新面貌。2014年高州市镇江镇率先
发起“有喜事来种树”活动，随后在全市范围
大力推广。历经10年，现在“有喜事来种树”
已从一个小倡议变成一股新潮流。

强化制度建设，激发乡风文明新动力。
移风易俗，建章立制是保障。我市将基层治
理与道德建设有机结合，完善移风易俗激励

约束机制，推动移风易俗真落地、出实效。
建立完善村规民约。推动全市1907条村（社
区）重新修订村规民约，让广大村民依“规”
而治，以“约”促行，实现群众的自我教育、自
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提升。建立文明实践
积分制。依托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立500
多个“积分超市”，制定“文明积分制”管理细
则，推广“以实践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的正
向激励模式，让美德善行有了看得见的“价
值”。建立典型选树机制。深入挖掘评选群
众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先进人物，评选出

“好媳妇”“好邻居”“星级文明户”超6万户，切
实用“模范效应”营造文明好氛围。

如今，城乡共美已成为茂名亮丽的风
景，其铸就的“百千万工程”文明底色是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更是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强劲引擎。这次茂名喜获“全国文明
城市”称号，既是对以往工作的肯定，更是一
个新起点，文明创建是一项没有终点的长
跑，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只有以更饱
满的热情、更坚定的信念、更务实的行动，投
入到文明创建的实践中去，城乡共美的文明
之花才会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城乡共美绘就“百千万工程”文明底色
——茂名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评论之三

兴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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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由中共茂名市委宣
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光兆大地传媒有限
公司联合摄制的电视剧《谯国夫人》荣获广东省
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这是我们茂名的一件大喜事，获得这个大
奖，既是对冼夫人“好心精神”的肯定，也是对茂
名多年来对冼夫人精神弘扬与传承的褒奖，可以
说是实至名归。在粤西大地，冼夫人的传奇已传
颂千年。冼夫人，这位被周总理誉为“中国巾帼
英雄第一人”的岭南圣母，其“唯用一好心”的精
神品格早已超越时空界限，化作滋养中华文明的
重要精神源泉。当年冼夫人信俗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就注定了她的非凡成
就。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更应以虔敬之心传
承这份文化遗产，以创新之志弘扬其精神实质，
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夺目光彩。

文化根脉：在历史长河中打捞精神瑰宝。冼
夫人信俗历经千载传承，其文化密码早已镌刻在
岭南大地的基因里。从隋唐时期的“圣母巡游”
到今天的非遗传承，这个融合了祭祀仪式、民间
艺术、历史记忆的活态文化体系始终“文脉不断，
斯道常新”，在时代更迭中保持着旺盛生命力。
茂名每年的冼夫人祭祀大典，高州、电白都是万
人空巷，这不仅是地方民俗的展演，更是中华儿
女对家国情怀的集体朝圣。而苏轼的“三世更险
易，一心无磷缁”诗句更是让我们触摸到了超越
地域的文明印记。冼夫人信俗见证着岭南文化
与中原文明的深度对话。这种文化认同的构建，
恰如钱穆先生所言：“文化如树，贵在根本”，需要
我们以更开阔的胸襟去守护、去传承，然后用“知
行合一”的哲学智慧将“好心精神”转化为“好心
行动”来书写新时代精神图谱。

精神解码：从历史深处照见现实明灯。“唯
用一好心”五字真言，道尽冼夫人精神的精髓。这
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融合了“忠、孝、仁、义、
和”的完整价值体系，更是完美契合了当代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冼夫人平定岭南、安抚百越
的历史功绩背后，需要的不仅是“不战而屈人之
兵”的智慧，也要有“化干戈为玉帛”的胸襟，更要
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这种精神品格，与
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遥相呼应。
当我们将这种精神投射到当代社会，便能读懂张
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深意。面对乡村
振兴的时代课题，茂名创新推出“百会帮百镇”举
措，大力推进“信”字号品牌建设，正是将“好心精
神”这一优秀的传统美德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生
动实践。这种创造性转化，让古老精神焕发时代
生机。

全球视野：让文化符号闪耀文明星空。在全
球化语境下，文化符号的塑造关乎话语权的构
建。茂名打造“滨海绿城·好心茂名”城市品牌，
正是践行冼夫人“好心精神”的实际行动，冼夫人
文化理应成为岭南文化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
当马来西亚增江的冼太诞辰吸引数千华侨参与
时，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无限可能。
文化传播需要创新表达。面对文化传承的世纪
课题，茂名交出了精彩答卷：建成全球首个冼夫
人文化主题邮局，推出“好心精神”系列文创。这
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文章合为时而
著”的现代演绎，茂名“咬定青山不放松”，在坚守
中创新，在传承中突破。

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历史节点，作为茂
名人，传承冼夫人“好心精神”既是文化使命，更是
时代责任。从国家级非遗到人类共同精神财富，
从地方文化符号到全球文明对话，这条传承之路
需要每个践行者的接续奋斗。让我们大家共同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胸怀，以“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奋斗姿态，共同书写好心精神的新时代华
章，让这盏穿越千年的文明之灯，照亮茂名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之路，照亮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

好心精神照古今：
让千年文脉

滋养当代文明
特约评论员 姜桂义

正值荔枝旺季，茂名高州柏桥服
务区 5 月 20 日正式运营。现距离正
式运营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但
柏桥服务区依然热度不减，每天人
山人海。不得不点赞茂名高州的创
新之举，让服务区成为最硬核的城
市“推广官”，让服务区成为当地特
色农产品的推广集散地，让服务区
成为游客“心灵栖息”的好去处。

立起创新标杆。以荔枝文化为
主题打造的柏桥服务区，集游玩、休
闲、娱乐于一身，不得不承认，高州
在推动茂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
中，当属县级市的领头羊，起到无可
替代的标杆作用。单纯是服务区的
打造，传统文化与先进科技融为一
体，茂名特色的沉香、木刻画、陶瓷
手作等文化体验馆与体验区，让游
客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可以享
受一把文化艺术的熏陶。高州的版
画木偶戏，信宜的玉雕竹编，电白的
角雕螺刻，化州的橘红等等代表茂

名特色的文化元素应有尽有，服务
区的打造把茂名城市文化宣传得十
分到位。再看看与服务区相邻的中
国荔枝博物馆、古荔园、柏桥村夜
市、红荔阁等，打造特色品牌与乡村
振兴的风景与服务区融为一体，打
造成以荔枝为主题的文化公园风景
区，开启茂名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振
兴乡村“高速+文旅+特色农产品”的
先河。

打响特色品牌。当特色农产品
与高速公路服务区高度融合，已经
在打响特色品牌方面，把“流量”变
为乡村振兴的“留量”。荔枝成熟旺
季，荔枝主题销售街摆满新鲜的荔
枝，不但方便匆匆赶路的外地游客，
可以品尝从不远处果林采摘的新鲜
水 果 ，还 可 以 带 动 当 地 果 农 的 销
售。电商企业零距离的服务，则是
在高速公路上再加速，将岭南新鲜
的荔枝快速送达到全国各地。荔枝
成熟旺季，景区不同区域的系列节

目表演，成为打响特色品牌的又一
亮点。周末笔者前往柏桥服务区，
当天闲逛碰上李白与“云想衣裳花
想容”杨贵妃的歌舞表演与古诗互
动，近距离感受荔枝与杨贵妃的历
史故事。还有高难度的空中飞人表
演和各种各样独具广东茂名特色的
粤曲歌舞，这些都是免费提供游客
观 赏 与 互 动 的 节 目 ，让 人 直 呼 精
彩。还有高大上的直升飞机环绕景
区游，体验坐直升飞机，在空中观赏
风景区全貌和漫山遍野飘红的荔枝
林。以荔枝为主题的服务区，已经是
最硬核的荔枝推广手段，再加上多方
位宣传推广，茂名高州的荔枝品牌将
越打越响，特色农业品牌也必将大力
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擦亮城市名片。柏桥服务区，作
为茂名最新的城市地标，正在以“破
壳”的姿态演绎茂名这座城市的活
力。特别是当下，大唐荔枝的香甜
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柏桥服务区体

验参观游玩，游客们摘完荔枝就闲
逛服务区，在闲逛的过程中，感受茂
名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领略茂名
的风土人情。服务区变成风景区，
一改传统的单纯服务功能，加上了
观赏性风景功能，体验非遗文化等
功能，每一处都赋满茂名特色。对
于赶路的外地游客，在服务区停留
一下，不仅仅可以感受茂名文化，还
可以品尝新鲜荔枝等特产，短暂的
休息和体验，必然能给长途旅行增
添不少乐趣。夜晚的柏桥风景区更
是耀眼，可以想象夜晚在高速公路
上经过的游客，看到如此灯火辉煌、
星光熠熠的服务区，必然有眼前一
亮的好奇感，情不自禁前往休息体
验。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
品，柏桥服务区已成为展现茂名的
一张新名片，用美轮美奂的颜值、文
化底蕴深厚的才华和“好心茂名”的
人品，向全国展现茂名振兴乡村的
风采与速度！

柏桥服务区变身茂名乡村振兴“加速器”
黄超平（化州）

据茂名日报报道，5 月 20 日，“美
荔天地”（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正式
开门迎客，全省首个以荔枝文化为主
题的高速服务区惊艳亮相。茂名千年
荔乡风情跃然眼前，特色建筑、非遗展
演、农产市集汇聚成生动图景。当天，
服务区内人头攒动，游客和周边镇村
群众争相打卡这一“新地标”，品荔枝、
赏文化、购特产，一场岭南风情的嘉年
华活动在这里延续。这一创新实践刷
新了传统服务区的功能定位，成为展
示茂名地域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重
要窗口。

“美荔天地”的落成运营，是“百千
万工程”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带动了高
州乃至茂名群众增收致富，助力茂名
在市域发展、县域振兴中走在粤东粤
西粤北前列，是茂名、高州发展历程中
的一件盛事。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宏大

叙事，促进“交农文旅商”的高品质融
合。

书写了“新地标”的宏大叙事。柏
桥服务区位于“中国荔乡”高州市根子
镇与分界镇交界处，以“荔乡水韵，一
枝独秀”为主题进行设计，整体造型就
像一枝荔枝花。西区综合体验馆如

“破壳荔果”，四片舒展的弧形屋面如
初绽的荔叶，轻盈托起晶莹的玻璃穹
顶；东区服务楼则由两片轻盈的曲面
建筑组成，仿佛舒展的荔叶与西区遥
相呼应。而连通东西的景观天桥如
荔枝枝蔓般延伸的 660米人行景观天
桥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形成“一枝独
秀”的视觉地标，整体构成了一幅灵
动的荔乡画卷。“美荔天地”以创新之
姿，实现了从传统交通服务场所到多
功能综合体的华丽蝶变，推动高速服
务区从传统“歇脚地”升级为全域旅

游“打卡地”，为“百千万工程”提供生
动范例。

书写传承与创新岭南传统文化的
宏大叙事。步入服务区西区裙楼，仿
佛穿越时空，置身于一座精致的岭南
园林之中。亭、廊、轩等仿古建筑错落
有致，相互呼应，尽显古朴典雅之韵；
岸石形态各异，小桥横跨流水，动静相
宜，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每
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对岭南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让过往旅客在匆匆旅途
中，感受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服务
区内的非遗手作区热闹非凡，木刻画
制作、南药炮制、陶瓷烧制等体验工坊
里，游客们纷纷驻足，沉浸在传统文化
的魅力之中。

书写“服务区—景区—产业链”无
缝衔接的宏大叙事。柏桥服务区扼守
包茂高速“荔枝产业走廊”核心区，通

过“交通引流、产业增值”的模式，向东
衔接古荔林农耕文明，向西联动博览
馆科技转化，向南导流万亩基地产业
势能四周果林环绕，从收费站出口驱
车约 300 米左右就可以到达荔枝公
园，500 米就能到达中国荔枝博览馆，
实现“服务区-景区-产业链”的无缝
衔接，形成一个“交农文旅商”融合发
展的区域。

作为科技、文化、商业融合前沿阵
地的“美荔天地”，打破了传统高速公路
服务区的功能边界，运营首日便吸引了
众多国内外游客和市民前来参观打
卡。目前，服务区已引入多种体验项
目。在未来的发展中，“美荔天地”还将
结合不同的季节、节日和文化特色策划
相应的主题活动，促进“交农文旅商”的
高品质融合，淋漓尽致展现茂名“荔景”
甲天下的宏大叙事。

书写“美荔天地”宏大叙事
促进“交农文旅商”高品质融合

吴征远（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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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中央网信办将在全国范
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
环境—整治涉企网络‘黑嘴’”专项行动，聚焦
网络“黑嘴”伤企乱象，重点整治恶意抹黑诋
毁攻击企业、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恶意营销
炒作、泄密侵权等四类突出问题。

在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的关键节
点，中央网信办整治涉企网络“黑嘴”的专项
行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信心。良好
的网络营商环境，是企业创新创造的“阳光雨
露”。此次专项行动释放出鲜明信号：任何试
图通过“流量作恶”谋取私利的行为，都将付
出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