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6 月 9 日是第十八
个国际档案日，主题为“请听档
案说”。资料显示，国际档案日
成立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社会
公众认识档案和关注档案事
业，通过展览、征集、座谈、参
观、互动等手段，提高社会公众
档案意识，增加档案工作者专
业能力和职业认同。

作为普通人，我们虽然没
有机会亲手触摸国家重要档案
资料，但不影响我们与档案发
生关联。普通人接触到的档案
主要是个人的求学或者工作履
历的档案，牛皮纸档案袋里一
张张泛黄的纸张记录着个人的
各种经历，有时间，有地点，有
事件，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个
人档案是轻的，一些表册加上
一些活页纸张；个人档案也是
沉的，因为囊括了个人跨越几
十年的学习工作经历，独一无
二，分量厚重。我记忆犹新，当
年提笔在个人档案上写字前，
班主任就不停地叮嘱，这个档
案将跟你一辈子的，要以负责
任的态度认真填写，不要写错
别字，不能涂改，因此我们不敢
有丝毫马虎。

众所周知，档案是重要
的。于国家，档案记载着国家
的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风云
变幻历史，一段文字，一个器
皿，一张图片，都是国家弥足
珍贵的历史见证。于个人，档
案记录着个人的重要年鉴，求
学、工作、晋升提拔等都记录
在案，有迹可循，记录着个体
生命历程大纪事。既然档案
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要用严
谨的态度对待，好好珍惜爱
护，保管珍藏，避免档案的损
坏甚至遗失。

档案不局限于档案室里的
资料，档案的外延可以很广。
在新时代，我们要树立大档案
观，做生活记录者。文献资料
是档案，古老器物是档案，影像
视频也是档案。从普通人的生
活视角看，我认为能记录个人
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某一个物
品，都属于大档案的范畴。生
活档案非常值得用心记录，若
干年后，回头看看，定格的那一
个个瞬间，已经变成了生活的

永恒，睹物思人，尘封的记忆在
脑海中浮现，这本身就是一件
十分美妙的事情。

在我们家，照片档案中不
仅记录着女儿的容貌变化，也
映射出像我们这种普通民众的
生活日趋向好。女儿出生后，
我和妻子商量每年在家里的沙
发上和新湖公园门口一起为女
儿拍生日照片，并且把照片晒
出来，在女儿 10 岁的时候，我
们把收集好的十张照片用精美
的相册装裱起来，当作生日礼
物送给女儿，女儿好开心，说这
是她收到的最好礼物。照片档
案记录了女儿每年生日的容貌
变化，照片里我和妻子在慢慢
变老，还有我们家居住条件也
在变化，由租房，到住进自己的
新屋，家具摆设也在升级，生活
越来越好。新湖公园门口的照
片则折射出我市城市建设的日
新月异，公园升级改造建设越
来越漂亮。我家的照片档案与
其说是女儿容貌的记录，不如
说是新时代普通家庭和城市建
设变化的缩影，这就是生活大
档案的生动写照。

岁月悠悠，情思漫长。罗
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
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如果说生
活就像一条河流，那么生活中
的美就是河流中一朵朵小浪
花，这些小浪花需要我们用心
感受，用心记录，而档案就是记
录岁月点滴的最好载体，一张
照片，一段文字，一件纪念品，
一段音频等，都是不可复制的
难得生活大档案。

“请听档案说”，档案里有
难忘的历史，档案里有奋斗的
身影，档案里有定格的美好。
如今我们开展各种“国际档案
日”主题活动，宣传档案与我们
生活的密切关系。在大档案观
中，档案与我们同在，我们记录
自己生活的点滴档案，就是融
入到伟大祖国奋进辉煌洪流的
行动自觉。个人与国家密不可
分，我们是生活的亲历者，历史
的创造者，更是社会进步的见
证者，档案的万千形态让我们
的生活富有质感，让我们在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
程上走得更加坚定有力。

树立大档案观
做生活记录者

周平（茂南）

荔枝飘香、蝉鸣阵阵的时节，
茂南区羊角镇禄段古荔园沉甸甸
的荔枝压弯了枝头，如同无数个小
红灯笼，在墨绿的枝叶间时隐时
现。空气中飘荡着甜蜜的果香，混
合着泥土的湿润气息，这种独具特
色的“中国荔乡”的夏日味道，不仅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吸
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受主办方邀请，海男、耿占
春、臧棣、西渡等 12 位著名诗人
（作家）将于 6 月 13 日为“荔”而
来，参加为期三天的“诗意茂南·
荔枝诗会”茂名采风活动，深入茂
南参观禄段古荔园、罗非鱼养殖
基地和露天矿生态公园……挖掘
茂名特色农业文化，在古今交融

中感受千年荔韵，为乡村振兴贡
献文艺力量，同时邀请文学爱好
者同赴禄段参与这场文化盛宴。

茂名是广东省首个农业产值
超千亿元的地级市。近年来，茂
名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产业链
培育“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特色
农业，成为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
基地和罗非鱼养殖加工基地，同
时也是全省最大的生猪和禽蛋生
产基地。茂名被誉为“中国荔乡”

“全国水果第一市”“中国罗非鱼
之都”“中国化橘红之乡”，是重要
的北运菜、南药、油料等生产基
地。数据显示，“五棵树一条鱼一
桌菜”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550 亿
元，促进60多万人实现就业增收，

“土特产”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效益
进一步提升。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
更是文化的振兴。茂名这片土地
自古就是诗意萌发的沃土。这次
12位著名诗人（作家）齐聚茂名，表
面看来是一场寻常的文化活动，实
则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当诗人（作家）置身千年古荔
园，触摸那粗糙的荔枝树皮时，仿
佛能触摸到岭南农耕文明绵延千
年的生命印记。在这里，传统与
现代交织融合：无人机运载才采
摘下来的荔枝掠过荔园上空，冷
链车间里的年轻村民熟练地操作
机器进行分拣、装箱，随后通过冷
链运输，将荔枝送往大江南北，消

费者24小时内便能尝到茂名新鲜
的荔枝。这一刻，人们不禁感慨

“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时代已成历
史。而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的
豪迈诗句，或许会激发诗人（作
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开一
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除了古荔园的文化魅力，茂
名的现代化农业同样令人印象深
刻，当诗人 （作家） 驻足罗非鱼
养殖基地，注视着屏幕上跳动的
溶氧数据，整齐划一的标准化养
殖鱼塘与乡土记忆的碰撞，工业
化养殖场景与传统农耕文化形成
的张力，恰似一首现代田园诗的
韵脚，或许催生诗人（作家）灵感
大发。

当诗人（作家）徜徉于好心湖
畔，粼粼波光中倒映的不仅是秀
美的湖光山色，诗人（作家）或许
会发现，好心湖就像一面镜子，既
映照出茂名的工业记忆，又昭示
着绿色发展的未来。焕发新生的
好心湖，或许能够激发诗人的创
作灵感，写出既有泥土芬芳与现
代韵味的优美诗篇。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与自
然对话的诗行。“诗意茂南·荔枝
诗会”茂名采风活动不仅仅是宣
传茂名农耕文化的一种方式，其
意义远超一时一地的文学创作。
它代表着当代作家对“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创作理念的践行，展现
了文学参与社会进程的积极姿

态。当诗人们将禄段的古荔、罗
非鱼养殖产业的发展、好心湖的
巨变带入作品，茂名的乡村振兴
故事便获得了艺术的永恒性；而
茂名大地上的生机与活力，也为
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通过此次活动，我们看到：广
东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需要文学的情怀与
眼光，文学创作也需要乡村的广
阔与厚重。在这场诗意栖居与大
地馈赠的美丽邂逅中，最动人的
或许不是最终产生的诗篇，而是
文学与土地重新发现彼此价值的
过程——正如一颗成熟的荔枝，
既是大地的馈赠，也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所有诗意想象。

以笔为媒书写茂名产业活力
邹玉芳（茂南）

据茂名晚报报道，高州市曹江
镇荔枝产业推介活动在华坑村委会
成功举办。这次活动，全面提升了
高州荔枝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
力，促进荔枝产业全方位升级，助力
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离不开科技赋能，一
棵荔枝从下种、育苗、栽种、管理到
果品加工销售处处都得讲科学，否
则荔枝产品价值会大打折扣。像曹
江镇那样用智能气象站构建起“数
字铠甲”，实时监测温湿度、光照等
数据，为荔枝生长提供精准气象服
务；水肥一体化技术让失管果园重
焕生机，优果率提升30%的“科技红
利”，让果农笑逐颜开；冷链物流体

系与电商直播的融合，更实现了“48
小时从枝头到舌尖”的新鲜跨越，塑
造了“岭南鲜”的品质标杆。例如针
对三月红成熟到与白糖罂上市前的
空窗期，引进的早熟新品种，丰产性
高，将进一步丰富荔枝的市场供给
周期。

活动当天，“曹江科技小院”
正式揭牌，标志着产业科技化迈出
重要一步。该平台将整合人才、技
术、信息资源，为产业链各环节提
供专业培训与科技支撑，涵盖果园
建设、病虫害防治、采后处理等全
流程，助力构建标准化、现代化的
种植体系。曹江镇开启科技兴荔、
科技促产业，全面提升荔枝市场竞

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促进荔枝产业
全方位升级，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走
出一条新路，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发
扬。

科学技术的引进，我们应从多
方面着力：一是从高等院校、科研单
位、先进企业引进新学术思想和科
学技术知识；定向培养农村科技人
员、电商领军人才，加强协作，引进
专家团，从生产需要出发，开展科技
对接服务，做到项目、人才、资金、场
地等“四到位”。二是通过引进农业
人才，高科技人才，留得住、用得好，
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力支持依托平
台、产业集聚人才，以全国重点实验
室为代表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等凝
聚高层次人才干事创业。同时本着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加大
柔性引才引智力度。三是开展企
业、地域性的广泛的技术研讨、技术
展览、有实践经验能工巧匠传授等
交流活动，更深层次上引进技术，利
用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扬弃“市场
换技术战略”，推行“以竞争换技术
战略”，着眼于互利双赢、竞争合作，
为推动产业升级、拓宽销售渠道，
依托大数据技术打通产销壁垒，实
现荔枝从枝头到舌尖的高效直达，
为产业流通注入数字化动能，推动
荔枝产业向专业化、规模化、国际
化迈进。

科技推动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
罗本森（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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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癌了，近期都不会更新捏捏了。”近日，解压玩具博主
“有只猫叫小朋友”在社交平台宣布罹患癌症并暂停更新视
频，虽未透露患病原因，但“网红捏捏越玩越危险”的话题冲上
热搜榜。“捏捏”是一种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慢回弹解压玩具，去
年就曾出现了多位捏捏博主、商家向粉丝和消费者报告自己
患病的消息。其实除捏捏外，市面上的多种流行玩具，例如流
麻、徽章、盲盒手办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健康隐患。（新闻
来源：法治日报）

毒玩具大行其道，首要原因是利益的驱使。一些不法商
家为了降低成本，不惜使用劣质甚至有毒的材料制造玩具。
其次监管不力，让一些不合格产品能够轻松流入市场，而且对
于违法商家的处罚力度不够，使得一些商家有恃无恐。另外
消费者安全意识薄弱也是毒玩具流行的原因之一。根除毒玩
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源头抓起，加强监管，提高消
费者安全意识，才能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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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端午期间，我市各地赛龙舟
热闹非凡，男女老少激情澎湃，不少
人全家出动看龙舟竞赛，乐不思归。

龙舟赛完满收官，赞誉声一片。
这 就 是 我 市 久 负 盛 名 的“ 赛 龙
舟”——端午节期间最重要的一项群
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可以说是集民
俗、体育、娱乐、休闲于一体，深受茂
名人的喜爱。

据载，早在元、明朝时期，“赛龙
舟”就已成为茂名人每年端午节的

“例牌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展
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端午节前后

这几天，上至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
下至幼儿园的“娃娃”，都参与到看

“赛龙舟”活动中去，既展现出“赛龙
舟”深厚的群众基础，也让我们看到

“赛龙舟”后继有人、生生不息。
茂名人为什么如此喜欢“赛龙

舟”？笔者认为，首先我市各县（市、
区）都有河或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为

“赛龙舟”创造了适宜的自然条件，加
上我市人民有敢于挑战，勇于争先的
人文精神，龙舟赛精神在历史的演变
中逐渐成为“好心文化”的重要内
容。每到端午节，茂名人的“赛龙舟”

梦就会被唤醒，在海边、河涌之上展
现风采、演绎精彩，从不间断。

更值得欣喜的是，“赛龙舟”展现
出的精气神，正是茂名人的精气神。
一舟之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分工明
确，齐心协力，勇猛向前，向前、向前、
再向前。这种同舟共济、奋楫前行的
精气神既是“赛龙舟”需要的，也是我
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的，所以更显珍
贵，也更令人精神百倍。

我市是全省欠发达地区之一，
无论是经济快速发展或者是传承弘
扬“好心文化”，都需要凝心聚力，要

赶超珠三角，就需要有那么一股子
精气神。这种精气神，是改革开放
的精气神，是“赛龙舟”的精气神，共
同指向是敢闯敢试、敢争第一。只
要永远保持这股子精气神，就无惧
各种艰难险阻、惊涛骇浪，就一定能
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在推进现代化
建设中走在前列。

若问为什么喜欢“赛龙舟”、为什
么龙舟文化千年不衰，究其原因，是

“赛龙舟”展现出的精气神已经内化
为茂名人的精气神，已成为我市高质
量发展的精神支柱，发展动力。

“赛龙舟”展现茂名人的“精气神”
王如晓（市区）

据茂名日报报道，为深入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依
托茂名“荔枝之乡”“中国罗非鱼
之都”的产业优势，6月13～15日，
茂名市茂南区农业农村局联合茂
名日报社举办“诗意茂南·荔枝诗
会”2025 著名诗人作家茂名采风
活动。活动邀请海男、耿占春、臧
棣、西渡等 12 位在当代诗坛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诗人（作家）参与。
活动期间，他们将探访禄段古荔
园，与广大文学爱好者品荔吟诗；
参观露天矿博物馆、好心湖、罗非
鱼养殖基地，感受茂名乡村振兴

及发展脉搏。
这次活动是一场别开生面的

文化盛宴，其意义非凡。诗人吟
诵荔园那一句句饱含深情的诗
句，不仅是对荔枝甜美滋味的赞
美，更是对茂名深厚历史文化底
蕴的挖掘与传承。对露天矿博物
馆、好心湖、罗非鱼养殖基地等的
描绘，能将茂名的风土人情、民俗
文化，以一种灵动而富有感染力
的方式呈现给世人。让茂名的形
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城市，
而是拥有了更为立体、多元的文
化面貌。

文化之力向来是乡村振兴最
深沉的根基与最高远的灯塔。它
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为乡
村塑魂铸魄、点石成金的核心动
能。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蕴含着
巨大能量的实践路径。例如包茂
高速柏桥服务区之所以迅速成为
网红打卡区，与其丰富的文化内
涵有莫大的关系。在柏桥服务
区，游客不仅可以鉴赏到独特的
建筑、品尝到美味的荔枝，还能沉
浸在茂名地区浓厚的非遗文化
里。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是乡村
区别于城市的独特标识。它能为

乡村注入精神内核，提升乡村的
软实力。因此，通过诗歌、文学等
文化形式，乡村的特色产业得以
包装，乡村的故事得以传播。当
茂名的荔枝、罗非鱼与诗意相结
合，这些农产品便不再仅仅是商
品，而是承载着文化内涵的符
号。它们能够跨越地域的限制，吸
引更多人关注茂名，向往茂名，进
而带动乡村旅游、农产品销售等产
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文化还
能凝聚人心，增强村民对家乡的认
同感与归属感，激发村民和乡贤建
设家乡的热情与动力。

“诗意茂南·荔枝诗会”采风
活动必将对茂名乡村振兴产生极
大的推动作用。十二位著名诗人
作家犹如十二颗文化的火种，他
们在茂名的所见所感所写，将通
过其自身的影响力，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一股“茂名热”。那些描绘
茂名的诗篇，会吸引无数文学爱
好者踏上这片土地，去追寻诗中
的美景与故事。荔枝园里的诗
意，能让游客在品尝荔枝的同时，
感受到文化的熏陶，提升荔枝产
业的附加值；罗非鱼养殖基地与
诗歌的碰撞，也能让更多人了解

茂名现代农业的发展成就，吸引
投资与合作。茂名的乡村振兴之
路，因这些诗意的加入，必将绽放
出更为绚丽的光彩。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是一条可
行之道，可以让“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愿景在诗行
与生活中同时扎根生长，让乡村拥
有独特而鲜活的灵魂。各县区不
妨借鉴这种仪式，深挖文化内涵，
让更多的文化元素与乡村产业深
度融合，吸引更多的诗人、作家走
进茂名，用他们的笔墨为茂名乡村
振兴描绘更多动人的篇章。

醇香诗韵赋能乡村振兴
吴征远（高州）

聚“荔”产业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