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风“蝴蝶”给我市带来的灾
痕正在被众志成城抗灾救灾的奋
斗者抚平。全市上下齐心协力，不
仅将极端气候条件下的人财物损
失降至最低，而且让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抗灾精神在风雨交加中
闪烁生辉。抗击台风“蝴蝶”中体
现的城市治理能力、应急能力和人
文关怀，让我们一次次触摸文明城
市好心茂名的暖人温度。

灾害考验是一把标尺，基层党
组织抗灾救灾坚强有力、基层干部
和骨干成为救灾一线主心骨，在抗
击台风“蝴蝶”中得到充分展现。

“基础不牢，山动地摇”，灾害袭来，

让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位党员干
部面临严峻考验。他们以心系民
众、知难而进的实际行动，交出了
一份份无愧于新时代共产党员的
出色答卷，也验证了我市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成果。茂南
区全力筑牢防风防汛“红色堤坝”，
2000 多名党员奔赴一线守护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袂花镇356名党员
开展“敲门行动”，挨家挨户宣传防
风知识，排查安全隐患，深入低洼
易涝点和老旧房屋、独居老人家
中，面对面讲解台风动态和避险路
线，确保防范风灾“不漏一户，不落

一人”。镇盛镇 300 多名镇村党员
干部直达一线开展人员转移、巡查
河堤涵闸、排除风险隐患工作，并
对四个河堤薄弱点进行应急加
固。电白区组织1.2万多名党员闻
风而动，开展查找防范隐患的“敲
门行动”，覆盖 367 个村居、1 万多
重点户，300 多个村级安置点均设
立“党员服务岗”，提供 24 小时热
水、餐食和医疗保障。同时，对
1860 艘在册登记渔船逐一联系跟
踪，确保渔船回港避风、3174 名渔
民上岸避险。由此可见，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一线党员的
模范作用，是抗击灾害的力量源

泉，也是党和政府向群众传递温暖
的高效纽带。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强化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正
是建立加强抗灾救灾长效机制和
能力的关键所在。

风雨见真情。在抗击台风“蝴
蝶”的奋战中，人们真切感受到经
历近八年创文活动好心精神广为
传播走进人心所产生的正能量。
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部署调度
防御台风，及早做好人员转移、隐
患排查、应急准备、救援力量等工
作，并赴现场检查小东江防汛备汛
工作，确保防范在先、处置在早，打
好防台风主动仗，到信宜市未雨绸

缪，领导下沉一线分头到20个镇街
坚守前线，准备 1.3 万个沙包等物
资，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100 多
户；从茂湛、包茂高速组织八支突
击队，配置 30 名拯救人员 24 小时
备勤，到高州市消防救援人员遇到
树木被吹倒伏，迅速处理疏通道
路 ，无 不 彰 显 了 好 心 精 神 的 力
量。在抗击风灾中，我们还读到
许多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为确
保广东首个荔枝主题服务区柏桥
服务区安全无恙，路政人员在风
雨中坚持巡查不懈怠。茂湛高速
官渡中心站还贴心地为滞留的司
乘人员送上热腾腾的面条，为遇

到爆胎的车辆换上备胎并引导下
高速避险。电白沙琅镇安全转移
群众 67 户 123 人，18 个村及 7 个小
学开放 25 个应急避险场所，配备
充足的食物、饮用水等基本生活
物资，并由专人管理，确保转移群
众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受到
群众好评。还有许多在媒体上读
不到名字的普通人，在抗灾中传
递了守望相助的好心精神，以平
凡人的不平凡事擦亮了文明城市
的品牌。可见，好心文化不仅为
抗灾救灾注入强大力量，更是城
市铸魂聚气、不断提升文化品位
的精神标杆。

在风雨中触摸文明城市的温度
特约评论员 蔡湛

6月14日上午，在茂名市茂南
区相关部门指导下，由茂名日报
社、茂名市茂南区农业农村局、茂
名市茂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茂名市茂南区文联联合主办
的“诗意茂南·荔枝诗会”采风活
动在中国荔乡茂名成功举办。海
男、臧棣、西渡等11位诗坛名家远
道而来，深入茂名茂南禄段古荔
园、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罗非鱼
养殖示范基地等地进行采风，亲
身体验茂名荔枝文化和荔乡发展
的新成果。

作为工作人员，笔者有幸跟随
这些诗人作家的脚步，近距离感受
他们的魅力。这些诗人作家原本
是为了捕捉茂名的明媚风光而来
——荔枝的红艳、罗非鱼的银光、
好心湖的碧波。然而，采风当天恰
逢台风“蝴蝶”携风裹雨来袭，为这
场精心策划的文学采风平添了几
分戏剧性。

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诗人作

家大概只能在车上“到此一游”了
吧。但到了禄段古荔园，他们却无
惧风雨，毅然进入园区，看到风雨
中摇曳的荔枝树呈现出与晴日里
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纷纷开心地
与红里泛青的荔枝果亲密接触。
当看到被风刮落的荔枝时，他们又
叹息不已，捡起来发现还新鲜，想
要剥开来品尝。古荔园守护人连
忙制止，表示掉落在地上的荔枝不
够卫生，而枝头的荔枝可供采摘。
这种体贴入微的态度，展现了荔乡
人民的热情好客。

大家行走在古荔林间，当那些
正与风雨搏斗、熟透了的荔枝突然
坠落到头上时，诗人作家们惊讶之
余兴奋地说：“被一棵荔枝砸中
了！”当吃到1000多年古树上的荔
枝时，他们心中惊喜莫名。别样
的环境激发了诗人、作家的创作
灵感，他们纷纷即兴赋诗，佳作频
出。如台湾籍诗人、闽南师范大
学副教授刘正伟的《茂名记事》

《茂名荔枝》，《中国女诗人诗选》主
编、中国长诗奖获得者施施然的

《妃子笑》《茂名荔枝》，安徽省当代
诗歌研究会副会长卢丽娟的《另外
一处的生活》《你听见风的旋律》，
广东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世宾的

《荔枝》等。
由矿坑改造而成的好心湖，

在风雨中展现出惊人的包容力，
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雨水，水
位明显上涨。工作人员用观光车
载着诗人作家绕湖而行，让大家
近距离感受好心湖的天蓝、水清、
地绿、花美。大家发现靠岸的水
并没有混浊，反而更加湛蓝，从这
点可以看出茂名近年来的绿化建
设落实得非常到位。通过观看露
天矿生态公园的微视频，诗人作
家们了解了好心湖的前世今生，
深入理解了这个“好心”的真正含
义——不仅是命名的文化传承，
更是对生态责任的切实担当。台
风使文学创作者深刻体会到环境

保护背后所蕴含的技术支撑与人
文关怀。诗人施施然站在小木屋
观景台上，望着被斜风细雨模糊
的湖面，感慨道：“如果不是看了
历史图片，难以想象治理修复前
后的巨大变化！”

罗非鱼养殖基地在台风天也
呈现出别样的风景。诗人冒雨参
观了茂南罗非鱼协同创新中心、
罗非鱼标准化示范养殖基地、罗
非鱼生产出口基地，深入了解了
罗非鱼养殖、生产、出口环节，尤
其是生产车间的一些生产细节成
为诗人作家观察现代农业韧性的
最佳课堂，让他们看到了现代农
业的“B”面——光鲜的产出背后
是无数应急预案与风险防控，“再
细的鱼刺都要手工剔出，以免影
响品质。”

“蝴蝶”带来的风雨，空气中弥
漫着泥土与植物混合的清新气
息。诗人作家们默默估算着种植、
养殖业的损失，触发了他们的思

考：文学如何书写发展中的挫折与
应对？作家海男说：“她正准备写
一篇与荔枝有关的一万多字的散
文，会将茂名荔枝采风所见所闻所
思写进去。”

都说作品源于生活，风雨是诗
人作家采风的意外收获，它让作家
们看到了茂南人民与自然共处的
智慧，以及在逆境中的从容。这场
因台风而充满变数的采风活动，不
仅突破了传统的“看景—写诗”模
式，更成为一次深入生活、贴近现
实的真实体验。当大家与果农一
起关注荔枝林的受损情况，一起关
心养殖户的罗非鱼能否顺利出口
时，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达成了最
质朴的共鸣。

风雨中的茂南展现出的不是
完美的画面，而是生动的真实——
有应对自然的智慧，有面对灾害的
韧性，也有不可避免的损失与遗
憾。而这，或许正是最有价值的文
学素材。

古荔园采风：一场诗与现实的意外邂逅
邹玉芳（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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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得从老师这里购买近千元的工具套装；学
习摄影，先在老年大学购买上万元的高档手机；参加油画
培训，市场价不足百元的颜料和纸张组合，却被收费近五
百元…… 网友们吐槽家中老人的种种遭遇，揭开了某些老
年大学、老年课堂五花八门的坑人伎俩。（新闻来源：北京
青年报）

在公办老年大学一位难求的情况下，民办老年培训机
构和线上培训开始大量涌现，巨大的商机下难免泥沙俱
下，良莠不齐。这些“老年大学”以课程为幌子，大搞推销，
老年人一边交钱“听课”，一边不知不觉成了“客户”，这损
害了老年人的经济利益，更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整治坑
老办学要从源头开始，除了要对无证经营、虚假宣传者依
法查处，更要规范办学程序，确保民办老年大学必须具备
办学资质、师资水平、规范管理。同时面对银发浪潮，政府
应加大投入，兴办更多公益性老年教育机构。只有筑牢监
管防线，切断违法利益链条，加强教育资源供给，才能还老
年教育一片清净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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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卢忠光作词的歌曲《长安
的荔枝哪里来》在人民日报客户端
浏览量达百万，既是借用了正在热
播的电视连续剧《长安的荔枝》的热
点，同时也由于歌曲的曲名挺引人，
长安的荔枝来自哪里？是来自岭
南，来自茂名吗？歌曲旋律优美动
听，从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
人知是荔枝来”，苏轼的“日啖荔枝
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入笔，引
人长安的荔枝，反复吟唱“诗人们只
顾秀文采，吃货的疑问没交待？”只
是提出问题：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
哪里来？如果来自岭南，来自广东
茂名？如何保鲜运到数千里之外的
长安？歌曲只有短短的三、四分钟，
当然很难解释明白。

正是因为电视连续剧的热播，
想蹭流量的网民不在少数，对杨贵
妃是否能吃到岭南荔枝，就有人写
帖针对电视剧中李善德用十一天时
间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提出质疑，
认为“《长安的荔枝》纯属胡说，唐时
岭南的荔枝不可能新鲜到长安”，浏
览量也有近万了，也有不少朋友转

给我看，其实不少人也存在疑问，难
道这部电视剧真是胡说八道吗？

存在决定意识，文艺源于生
活。小说、戏曲、电影、电视剧等文
艺创作，虽然可以虚构，可以天马行
空虚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但
如果总没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没有
基本的历史真实，那便是胡编乱造，
那就是“胡说”。但经查找正史和相
关史志资料，发现电视剧《长安的荔
枝》中关于5000里外从岭南运送荔
枝到长安，并非毫无根据的生编乱
造，而是有史实根据。作为有历史
背景的电视剧是在历史的间隙中作
文章，显身手，但基本的史实却是有
的。这里简单地列举一些史实和知
名专家的分析，以解释歌曲《长安的
荔枝哪里来》的疑问，同时，也实证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并非胡说！

查《新唐书》“卷七十六·列传第
一·杨贵妃”中有关荔枝的记载，“妃
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
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这里
没有点明杨贵妃食的荔枝是来自岭
南还是四川，但“走数千里”，这个距

离也会包括岭南至长安的 5000 里
在内吧。再据明徐煤勃《荔枝谱》的

“叙事”转载刘昫《唐书》（即《旧唐
书》）所载，“杨贵妃生于蜀，好荔
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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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写明杨贵妃食
的荔枝来自南海，而且运送的时间
是七日七夜，比电视剧李善德运送
荔枝的十一日还少了四日。至于是
如何在七日内运到，虽没交待，但

“人马多毙于路”，也说明了运送荔
枝的惨烈。

这是正史记载，长安荔枝来自
岭南（当然也包括今茂名在内）是有
史为据的，并非随意臆想和编造。
除了正史记载外，还有其他资料作
为佐证，如被称为“诗圣”的杜甫晚
年所写的《解闷十二首》之八中，也
曾追叙此事，“先帝贵妃今寂寞，荔
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
玉座应悲白露团”，杜甫提到的“炎
方”就是“南方”，也即岭南；他的《病
桔》诗亦有关于荔枝的记述，“忆昔
南海使，奔腾进荔支”。杜甫与杨贵

妃为同时代人，且当时就生活在长
安，其记载的可信度相当高。电视
剧《长安的荔枝》中的人物“子美”即
杜甫，是作为李善德的朋友出现在
电视剧中。

清两广总督阮元的《岭南荔枝
词》一直被人津津乐道，“新歌初谱
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
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也是
证明杨贵妃食的荔枝来自岭南，来
自茂名的一大理由，因为唐玄宗的
宠臣高力士是唐代潘州人，是冼夫
人六世孙，他念及家乡出产的荔枝
佳果，为取悦皇上，不辞山高路遥，
引荐进贡朝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而杨贵妃身为唐玄宗的宠妃，
品尝到高力士引荐的岭南（当然也
包括今茂名）的荔枝，也在情理之
中。深一层探讨阮元所写的这首

《岭南荔枝词》，作为两广总督的阮
元也不是随便信口开河，而是根据
相关史料记载而作的诗。在徐煤勃

《荔枝谱》转载的《杨太真外传》就有
生动的记载，“天宝十四年六月一
日，上幸华清宫，乃贵妃生日。上命

小部音声，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
三十人，皆十五已下。于长生殿奏
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
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
谷。”可知阮元所写“新歌初谱荔枝
香”正是“南海进荔枝”这件事，互相
印证，可谓证据确凿。

至于很多人质疑当时进贡荔
枝如何保鲜，从岭南到长安5000多
里的路途如何运送？这方面，茂名
市社科联在2007年6月荔红时节，
曾承办过“茂名石油荔枝文化博览
会·荔枝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
地的专家学者曾围绕这个问题展开
过讨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
究所教授何炳武、该所副研究员李
巍就对此认为，“当时向朝廷贡献的
荔枝是‘浸荔枝”，即腌渍的荔枝，也
就是将新摘的荔枝以盐腌渍，‘以银
瓶贮之’。这样，荔枝传送到长安，
当然不失其色香味了。”对于荔枝保
鲜及长途运输的问题，原茂名市发
展研究中心助理调研员、作家张光
认为，“当时必然采取了某种行之有
效的保鲜办法，只是今人难以考证

不得而知而已。问题正在于，今人
不懂得的东西不等于古人一概不
懂，今人做不到的事也不等于古人
一概做不到”。

这方面的论证材料还很多，在
这里也不一一列举。因为本文想说
的重点是“长安的荔枝来自岭南于
史有据”，经过上面引述的资料，可
以说明“长安的荔枝来自岭南”有正
史和各种史料作为根据。只要有史
实作为基础，那么，作为文学作品的
小说或以小说为基础改编的电视连
续剧，就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艺
术再创作，荔枝的保鲜方法，运输的
路径，是不是十一天或者更少的七
天，也或者再长一些日子，都有史实
支撑，也就不是无稽之谈，更不是

“胡说”了。当然，对唐代从岭南运
送荔枝之事提出怀疑或者有根据地
展开探讨，也是欢迎的。通过电视
连续剧《长安的荔枝》的热播，引发
社会大众的议论，吸引更多人关注
岭南的荔枝，关注茂名的荔枝，让广
大果农增产又增收，这何尝不是一
件好事呢？

长安的荔枝来自岭南于史有据
何火权（市区）

6月13至14日，台风“蝴蝶”影
响茂名地区，狂风暴雨虽是台风的
主要特征，但过境后可能引发的次
生灾害更具隐蔽性与破坏力。城乡
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
害风险正在累积，筑牢“防范线”仍
成为当务之急。

次生灾害的破坏力不容小
觑。以泥石流为例，其裹挟着泥沙
石块奔腾而下，不仅能瞬间冲垮房
屋、阻断交通，还会改变河道结构引
发连锁灾害。我市许多地方地质条
件脆弱，持续暴雨极易诱发山体滑
坡，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些
灾害往往在台风过后悄然积聚能
量，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潜在威胁，必须织密防范
网络。气象部门需加密监测频率，
通过短信、社交媒体等多渠道发布
预警，为民众争取应对时间。自然
资源等部门应强化隐患排查，对人
工边坡、山区沟口等高风险区域逐
一“体检”，及时采取加固疏导措
施。基层社区需落实网格化管理，
确保预警信息传达到每一户居民。
同时公众的主动防范同样关键。收
到预警时，应迅速转移至高地，避免
前往低洼地带；家庭需提前疏通排
水口，储备应急物资。出行遇积水
路段，务必以生命安全为第一考量，
果断弃车避险。相关部门也应通过
新媒体平台普及避险知识，让科普
内容“看得懂、用得上”。

台风过境后，次生灾害风险并
未随之消散。山体松动、河道淤塞
等问题可能在未来数日引发新的
险情。只有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
全体民众协同作战，从监测预警到
隐患整治，从应急处置到科普宣
传，全方位构建防范体系，才能最
大程度降低次生灾害损失，守护好
家园安宁。

筑牢防台风
次生灾害

防线
董天忠（化州）

文明城市
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