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高考季，我市 6 万多名考
生带着家人的期待和全社会的祝福进入
考场。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试剑露锋芒。
近日，全社会的焦点都在赴考的莘莘学子
身上，与高考有关的资讯容易引发市民和
家长的广泛关注。连日来，全社会都在为
高考“保驾护航”，各级领导督导检查高考
和食品安全工作，全市设35个考点，2095个
普通考场，92个备用考场，在“红丝带”送
考、城市管理、交通出行、噪音控减等多方
面发力，千万份守护皆为全力保障每一位
考生从容赴考。

高考是关系万千学子切身利益、牵动
无数家庭神经的大事，也是今年我市6万
考生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因此，考场
内外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一方面，对于
考生而言，越是以平常心应对，越是能举重
若轻，发挥出自己最高的水平，考出理想的

成绩。当然，更应该看到，高考不是成才的
唯一通道。新征程上，成功标准和成才方
式已呈多元化，不再是“一考定终身”。这
场考试仅仅是学生走向社会、面对挑战的
开始，广大考生要把高考看作人生的一个
站点，而不是人生的全部。另一方面，对于
家长来说，要学会适时给孩子“减压”“减
负”，多一些平常心和鼓励，少一些指责和
焦虑。“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固然是每一位
父母最衷心的期盼，但顺其自然、保持平常
心，或许不仅仅是考生需要做到的，家长们
也需要学会平和。当我们对孩子喊出“多
考一分，压倒万人”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这
背后透露出激烈的社会竞争；当我们对孩
子说“天王盖地虎，全上985”时，也要清醒
地看到，每年考上985名校的学生比例，仅
占高考考生的2%左右。高考是老生常谈
的话题。当然，我们不是要让考生和家长
们在高考中打退堂鼓，以竞争激烈为由轻

视甚至放弃这条可能让梦想成真的道路，
而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实现理想、争取
更好的教育平台的同时，放宽心，人生不是
只有一种可能。高考，固然是无数孩子“走
出大山”的重要出路，也是无数普通人“跳
出农门”、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但是，
过分强调其对“改变命运”“跨越阶层”的作
用则有失偏颇。总而言之，以平常心从容
应对高考，无论是对于考生、家长还是社会
而言，一样重要。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幸福生活是奋
斗出来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
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
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无
论高考是否成功，我们都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长
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奋
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
最有效的磨砺。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
颜庆明（市区）

每年高考，考场内是广大学子为梦
想奋笔疾书，考场外是全社会的关心关
注。高考是关系国家人才选拔、维护社
会公平的重要制度，也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民生改善的焦点。

近年来，高考不断改革创新，制度
更加健全、形式更加多元，始终践行着
为党育人、为国选才的使命。从“千军
万马过独木桥”到“多元成才立交桥”，
高考改革拓展了人才选拔渠道，为学
子提供了更多人生出彩机会；从区域、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到教育精准扶贫，
高考政策更加注重公平性，为学子托
举起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希望；从学
科教育到素质教育，高考理念更加注
重全面发展，为学子搭建成长成才的
广阔平台。

今年高考，我市教育部门、公安机
关、卫生健康部门等协同配合，从治安

出行到考场防疫，从环境整治到考场服
务，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在考场
外，学校、家庭、社会对考生的关心关
爱，也让温暖与感动扑面而来。以高考
为重要契机，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
厚氛围，凝聚起尊重知识、崇尚人才、共
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强大力量，我们
就能更好地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

高考是个人成长的淬炼，也是青
春最好的见证。今天，在考场内攻坚
克难的考生们，请相信，你们的努力必
有回报，你们的奋斗终将赢得未来；明
天，无论你们的高考成绩如何，人生之
路都将因青春的奋斗而熠熠闪光。希
望广大学子以高考为新的起点，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
力量。

从高考中感受国家温度
董天忠（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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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城市的内在气质，赋予
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活力。茂名成
功入围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是文
明创建历程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深
入推进城市文明建设的新起点。

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城市与
文明相伴相生、相互成就。城市是
文明的容器，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文明是城市的灵魂，赋予城
市独特的精神气质。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城市文明建设，强调“以文
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
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
是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培育滋养城
市文明的目的所在”。以获得全国
文明城市荣誉为鞭策和激励，乘势
而上砥砺前行，持续推进文明建设，
让文明城市建设成为造福民众的民
生工程、民心工程，是我们应当肩负

的责任担当。
文明城市建设，归根结底是为

了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
福祉，让文明成果普惠民生。小区
是城市的细胞，以建设好房子为抓
手，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
房子，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有效途径，也是社区文明建设的
重要基础。房地产业投身城市文明
建设，要以产品升维重塑行业生态，
以品质创新激活市场需求，从好房
子到好小区，从好小区到好社区，从
好社区到好城区，构建高品质生活
空间，赋能城市文明建设。住区不
仅是人们栖息的居所，更是相互交
流和文明培育的园地，应当注重民
众对居住的新要求，把握消费升级
新趋势，向小区开发注入更多文化
元素。从开发伊始，对文化注入同

步构思与推进，既是开发企业的责
任，更需要政府的统筹与扶持。从
文化设施的配套与引入，到住区文
化氛围的营造，都需要精心谋划有
序实施，充分结合本土文脉、地脉和
史脉，将优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相糅合，加上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
活动，向住户提供全新健康生活方
式，必将提升住区文化底蕴，使住区
成为居民的共同精神家园，让城市
文明建设生机勃发。

全民创文是市民主人翁精神的
生动写照，也是茂名创文的一大特
色。市民不仅是创文的观察者、受益
者，更是支持者、参与者。社区是创
文的基础，巩固发展创文成果，应当
推动创文活动覆盖小区深入家庭，才
能凝聚文明力量，进一步夯实文明城
市基础。市民的一举一动，映照着一

座城市的文明；一座城市的文明，有
赖于市民的文明之举。房地产业作
为社区的开发和建设者，要发挥专业
和资源优势，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自觉遵守《茂名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带头树立文明意识实践
文明行为。要以自身模范行为引领
社区文明风尚，说文明话、办文明事、
走文明路、行文明车、做文明人，从一
言一行、从身边小事做起，营造清洁
美丽、文明有序的生活环境。同时，
发挥行业组织联系覆盖面广的优势，
主动对接融入街道社区，开展扶老助
残、整治环境、维护秩序、文明传播等
公益活动，推动社区形成以诚待人、
顾己及人的文明氛围，推动做好小区
保洁和垃圾分类工作，让社区成为安
居乐业的品质人居，也让城市更加文
明与温暖。

巩固发展创文成果，要有咬紧目
标的定力和锲而不舍的韧劲。文明
城市建设是一场综合性且充满挑战
的大考。城市管理是庞大复杂的系
统工程，不仅维系城市的有序运转，
塑造城市的外在风貌，更直接关乎市
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城市管
理需要主管部门履行责任担当，也需
要社会各界和各行各业齐心协力，当
好城市的“守护者”和“美容师”。房
地产业支持配合城管部门整治秩序
创建文明和谐环境，对破解民生痛点
优化城市管理，能够发挥协同效应。
譬如，为解决城区停车难问题，在社
会各方面包括房地产行业支持下，城
管部门推进城区公共停车泊位智能
化改造，使30多个路段、7000多个停
车泊位得到改造优化，“茂名泊车”小
程序上线，使城区日均车位周转率从

原来的1车次提升到5车次，有效破
解市民停车难痛点。因此，巩固发展
创文成果要创新文明参与机制，抓住
关键持续发力，多方协同支持城管部
门厉行整治、强化管理，提升城市管
理的软实力，让文明之光照亮城市、
文明风尚浸润人心。市民是城市的
主人，市民爱护城市，城市服务市民，
是一个相辅相成、多方得益的结果。
城市管理的完善优化，将给市民带来
更多生活便利和宜居福祉，让文明向
上的正能量充满城市每个角落。

巩固发展文明城市建设成果，
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需要
全社会和各行业坚持不懈久久为
功，以文明为笔，以城市为卷，建设
有特色、有温度、有魅力的高品质城
市，共同绘就一幅和谐美丽的城市
新图景。

巩固发展创文成果 共建和美好心家园
周小鹏（市区）

文明城市
大家谈

荔枝与茂名的千年因缘，是这
片土地上的动人故事。每到荔红蝉
鸣时，总能唤起人们无尽情思。今
天，让我们品尝着新鲜的茂名荔枝，
走进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茂名荔枝，现代蝶变
说荔枝必说茂名，说茂名也必

说荔枝。遍览古今，荔枝与茂名结
缘最深，两者共同谱就一首从农耕
文明向现代产业演进的诗篇。

早在20世纪90年代，茂名便以
“荔枝之乡”闻名全国。至2024年，
当地荔枝种植面积已达 141 万亩，
年产量50.28万吨，形成涵盖从种植
加工、包装营销到品牌宣传和市场
管理的超百亿元庞大产业群，是乡
村振兴的强大引擎。

茂名荔枝的崛起，得益于品种
优势与技术革新。七百余个品种
中，“白糖罂”“桂味”“冰丽”“挂绿”
堪称四大名品。“白糖罂”果型如心，
肉厚核小，果肉干爽不溢汁，置于纸
上无湿痕，为荔枝中的“异类”；“桂
味”果香清雅似桂花，核细如米粒；

“冰丽”是近年培育新贵，皮色艳丽，
甜度冠绝，初上市时价格高达每公
斤 1600 元，至今仍属高端；“挂绿”
则以青皮绶带、汁液清冽独步天
下。都说荔枝是百果之王，此四品
就是皇冠上的四颗明珠。

笔者作为荔枝产业发展亲历
者，见证了两大历史性跨越——
1985年夏，受市政府委派，曾到茂名
各县区调研，撰写《种果，是农民致
富的重要途径》调研报告，市委印发
后，全市展开种果行动，连续三年种
下荔枝118万亩、龙眼84万亩、香蕉
45 万亩。近三十个镇的群众靠勤
劳过上幸福生活，荔枝种植核心区
高州根子镇柏桥村和电白霞洞镇荣
下坡农民，仅荔枝种植年收入就户
均5万元，最高达60万元。一栋栋
漂亮“荔枝楼”遍布种植区，共同致
富之路摸索成功。本世纪初，茂名

荔枝发展一度遇困，2012年春，笔者
到农业岗位任职，在市委市政府和
省农业厅支持下，遵循市场经济规
律，开启农业产业化和荔枝产业优
化征程。近年来，当地精心谋划、科
学布局，使荔枝产业三产齐驱，多业
联动，保鲜技术的改进、冷链和电商
的加持尤为引人注目。

如今，当人们走入茂名，都会被
其浩瀚无垠荔枝海洋所震撼，为古
荔园中历经千年风雨仍枝繁叶茂的
老树惊叹，为荔乡人锐意革新的精
神动容，更为这片土地焕发的振兴
气象所感染。

数“荔枝风流”，还看今朝
荔枝之美，不仅在于果实甘甜，

更在于承载千年文化意蕴。自汉代
起，荔枝便与权力、艺术、文学深度交
织，成为一脉芬芳独特的文化注脚。

论起痴狂荔枝，汉武帝也许比
“吃货”苏东坡更甚。为求岁岁啖鲜
荔，他竟诏令于长安宫苑兴建“扶荔
宫”，自岭南千里移植荔枝百株。但
南木北迁，水土难服，枯亡—复植—
枯亡，如此循环往复，事终未成。《三
辅黄图》文曰：“汉武帝元鼎六年，破
南越，建扶荔宫。扶荔者，以荔枝得
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
生者。连年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
株稍茂，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
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遂
不复茂矣。”而众所周知的杨贵妃

“一骑红尘妃子笑”，经杜牧诗笔点
染，实则饱含对权贵奢靡的讽喻。

自宋以降，荔枝备受文人雅士
青睐。苏轼岭南谪居时，有“日啖荔
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句，
传为佳话。宋徽宗钟爱荔枝，虽移
植未成，却借画传情，传其绘有《写
生翎毛图》。他还以荔枝赐近臣，数
粒便被视为珍宝。据说清代乾隆皇
帝承袭此风，但仅赐一颗，更显其
贵。而南汉后主则以荔枝宴“红云
宴”款待臣子，尽显雅趣。

当代文化名流对荔枝的痴迷，
则绘就幅幅丹荔新卷。自 2015 年
起，每逢荔熟时节，笔者常邀各地文
化艺术名家及挚友，赴四大古荔园
与主产区采风。叶延滨、何为、龙
一、林莽、沈鹏、苏士澍以及《十月》
等名刊主编，纷纷参与。岭南画派
泰斗陈金章教授，自94岁高龄起仍
每年赴荔枝园写生，灵感泉涌，挥毫
终日，兴味不减。

食荔、赏荔之趣，映射社会变
迁。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实现“吃
荔枝自由”，如今更追求“荔枝风
流”。有人到园中认订荔枝树，邀亲
友一同采摘；有人用荔枝入菜、酿
酒、做冰糕……把荔枝吃出了新意
与情趣。文化人对荔枝的喜爱更是
文化史上亮丽风景。从诗词、散文
到唱曲、绘画、写培植专著……若有
一位有心人，把相关作品集中起来，
那就是浩瀚的荔枝文化海洋。

还有，君不见广东粤曲表演艺
术家红线女的《荔枝颂》，传唱几十
年，红遍大江南北乃至东南亚。

请问，哪种水果有此等神力？
刻进历史的“深深印痕”

在领略了荔枝跨越千年的文化
风流后，我们也需回望那段因口腹之
欲而刻写的悠悠往事。岭南荔枝进
贡始于汉朝，进献者为南越王赵佗。
此后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贡荔网络不
断扩展，织就一幅跨越时空的版图。
这版图如网，亦将历代帝王对欲望的
追逐定格在历史裂痕之中。

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说：“杨贵
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
胜于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一个

“飞驰”，写尽行程紧迫和路途艰辛。
不管是长安、洛阳通往岭南的

荔枝“道”，还是开封、杭州、南京、北
京通往岭南的相关道路，都是水陆兼
程。以长安为例，每年岁贡，岭南荔
枝越过五岭，沿湘江进入长江，西溯
江陵。取陆道过襄阳，到长安。而今

还有一些古驿道遗址存在。由这条
曲折漫长的驿道穿行路线，我们可以
想见路途凶险。难怪《开元天宝遗
事》及《旧唐书》中曾为百姓叫苦，有
曰：“南海荔枝胜蜀者，当时以马递
驰，载七日七夜至京，人马多毙于路，
百姓苦之。然方暑热，经宿者辄败。”

这段记载，任是铁石心肠之人
亦不免动容。荔枝进贡，于帝王，是
尊享；于官僚，是表忠；于百姓却是
血泪与灾难。

对世界友好的鲜活见证
历史的刀痕终将被时光抚平，

而岭南红果的旅程却未止步于贡
道。文明信使，才是其真正身份，它
将岭南的甘甜传扬四海。

中国是荔枝的原产国。对于古
代荔枝种植的起源地，学术界存在不
同观点。一种认为南越地区是荔枝种
植的发源地，支持这一说法的依据是
汉代已有南越向中央王朝进贡荔枝的
记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僰（bó）人
较早种植荔枝。《华阳国志·蜀志》载：
僰道县“有荔芰、姜、蒟”。《太平御览》
则引《郡国志》云：“西夷有荔枝园。僰
僮，施夷中最贤者。古之谓僰僮之富，
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树收一百五
十斛。”或表明当时的荔枝种植已颇具
规模，产量可观，荔枝产业的兴盛也反
映出僰人相对富庶的生活水平。《华阳
国志》中还提到，荔枝的种植效益吸引
了汉人迁徙至该地区定居生活，随后
荔枝种植渐向汉人聚居区扩展。到三
国、两晋及南北朝时期，荔枝种植迎来
新的发展高潮。

在这次荔枝种植的发展高潮
中，广东独占鳌头。据《水经注》及
遗失的《南越志》（部分记载被《广东
考古辑要》收录）记载，广东荔枝种
植成就斐然，广州的荔枝湾因大规
模种植而得名“荔枝洲”。除广东
外，广西、海南、福建、云南、贵州及
台湾地区亦广泛种植荔枝。东晋庾
阐在《扬都赋》中提及，福建的荔枝

种植技术源自广东。
广东荔枝种植规模宏阔、品质

优良。然而，新中国成立前，其种植
业尚未形成大规模产业化。改革开
放成为广东荔枝种植业发展的关键
转折点，在市场机制引导和政府积
极扶持下，该产业迅速崛起壮大。
至 2024 年，广东荔枝种植面积达
416.9万亩，产量高达131.1万吨，广
东成为全国最大的荔枝生产地区。
在此期间，全国荔枝种植业也呈现
蓬勃发展态势。2024年，全国荔枝
种植总面积为755.5万亩，总产量达
到 280 万吨，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
荔枝生产第一大国的地位。

全球的荔枝种植皆源于中国。
据清朝陈梦雷所著《古今图书集成》
记载，荔枝在十七世纪从云南传入
缅甸。经考证，荔枝1775年传入印
度，1854 年由印度传入澳大利亚，
1873年入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入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如今，荔
枝 种 植 已 遍 布 北 半 球 北 纬
10°-26° 和 南 半 球 南 纬
10°-26°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2024年，世界荔枝种植面积达
1170.5万亩，产量400万吨。

行文至此，我的思绪不禁飘回
2006年冬（当地季节），在丹麦的一
家餐馆里，我看到了鲜红的荔枝，当
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亲切感。那一
抹熟悉的红色，仿佛在异国他乡重
逢久违老友，瞬间拉近了我与这片
土地的距离。

荔枝，这种承载着东方独特韵
味的果实，已逐渐成为世界人民所
熟知和喜爱的水果。它是中国对世
界的重要贡献，也是中国与世界友
好交流的见证。

“甜蜜事业”的壮丽前景
广东的荔枝占全国的三分之

一，茂名则是广东荔枝第一大市。
如何在市场的引导下，由政府有效
推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荔枝产

业做成“甜蜜的事业”？笔者认为，
需在已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遵
循市场规律积极探索，勇于实践。

荔枝产量大、保鲜期短且上市
时间集中，因而价格容易波动，一产
产品（鲜果）销售往往面临很大压
力。但市场其实远未饱和，发展空
间广阔。因此，拓展市场、建立品牌
和延长产业链是重中之重。近十几
年，茂名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诸多努
力，并且取得显著成效。

但纵观全国荔枝市场，品牌建
设仍是薄弱环节。2015年开始，茂
名就着手布局相关工作，在继续延
长荔枝产业链、扩展新业态、培植新
产品、扩大市场半径的基础上，陆续
在根子镇、沙田镇、分界镇和平山镇
等地实施农产品品牌发展战略试
点。这几年来，荔枝园品牌与荔枝
果品牌初获市场认可。但受限于品
牌标准体系尚未完善（相关工作或
已在推进中），推广效果未能充分释
放。品牌的建立不能仅依赖果园和
农业企业家，也不能仅靠每年一次
的拍卖效应和推广宣传，而应在满
足市场必备条件上多做努力，推出
一批符合标准化要求的品牌果园、
品牌品种和品牌产品，以此带动整
个荔枝产业的发展。目前，在茂名
以及广州的增城、从化等地，已存在
多个市场认可度较高的品牌荔枝园
与品种，这表明该领域大有可为。
此外，还需加强种源保护与传统品
种更新，加速品种迭代升级。

当品牌建设逐步完善，荔枝产
业迈向品牌化、标准化的时刻，这

“甜蜜的事业”将真正迎来属于它的
辉煌。如此，荔枝，在茂名和在广东
结下的缘以及结出来的果，将更加
让世人瞩目！

（本文作者曾任茂名市文联党
组书记、茂名市美协名誉主席、茂名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现为茂名职业
技术学院客座教授）

荔枝文化的古今嬗变与产业振兴
——以广东茂名为核心的考察

朱 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