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6 月是第 24 个全国“安
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
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
安全隐患”。生活中，需要有发现
美的眼睛，也需要有发现隐患的
触觉。

我租赁的车位旁边的车位比
较大，这是我对门那位大大咧咧
的邻居使用的。我发觉邻居有个
不好的习惯，每次回来，他总是直
接把车头朝里直开进去，停下来
便潇洒地离开。到下次要用车
了，再慢悠悠地倒出来。有一次，
我和他在停车的时候偶遇，我给
他一个劝告：“哥们，您还是把车
倒进去吧，这样可以避免安全隐
患。万一发生危急的事情，既可

以快速地离开，也不会因为倒车
而堵住别人。”邻居想了想，觉得
我说得很有道理。由此以后，他
把车停得规规矩矩。

这不是小事，涉及个人安全
和公共安全。很多时候，我们对
于一些直观的隐患，会有一双发
现的眼睛；而对于一些“大隐于
市”、容易被忽略的隐患，却不是
那么容易发觉，甚至会觉得这是
常态。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习以
为常”，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屡
见不鲜。譬如，我某天中午下班
走楼梯下楼，发现在二楼到一楼
的楼梯上，躺着两只小小的塑料
袋。物业有固定的打扫时间，不

可能在塑料袋出现的时候及时把
它清掉。这也不是我所在的工作
单位清扫的范围，所以，当我路过
的时候，我会立马把它捡起送进
垃圾桶。原因无他，这也是一种
隐患。塑料袋虽然很小，但人们
走过时，可能就会因为踩上它而
摔倒。尤其是不使用电梯，而是
选择走楼梯的人，往往是有急
事。塑料袋不合时宜的存在，增
加了莫大的安全风险。

再譬如，我们普遍使用的玻
璃门，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隐
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很
多推拉式玻璃门是可以朝里开也
可以朝外开的。我曾经到过一个
会议室参会，开完会从会议室里

面出来，我下意识地把门朝里拉
开。这样做，是因为外面是通道，
突然往外推开，有可能会刚好与
经过的人发生碰撞。而我留意
到，有些参会的人就是喜欢把玻
璃门往外推，而且不留意外面的
状况，用力快速往外一推。这场
景就有点不和谐了，是人为制造
的隐患。

一枝一叶总关情，而一丝一
毫、一举一动总是关系到安全。
在日常生活中，多一点留心，多一
点发现的眼光，多一点思考，可以
让更多的安全隐患被发掘纠正。
善于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也是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题
中之义。

善于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
谭金金（高州）

据媒体报道，6 月 15 日凌
晨，信宜市贵子镇中和村的村干
部刘名芳在巡查中发现“大量
黄泥水”，随即上报，镇村干部马
上集结并组织转移 25 户 57 名
村民。最终，山体滑坡冲毁房
屋，但群众无一伤亡。

这一成功避险案例成为防
灾减灾的生动教材，在社会上引
起广泛关注和赞誉。然而，比成
功避险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的，
是这场惊险转移背后所体现的
深厚党群联系 —— 党员干部如
何在关键时刻成为群众的“主
心骨”，如何用行动诠释“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刻内涵。

刘名芳能够敏锐察觉“黄

泥水”的异常，绝非偶然。这背
后是基层干部对群众安危的牵
挂，是日复一日的巡查与守护。
在台风来临前，她和同事们早已
进入“战时状态”，挨家挨户排
查隐患，确保每一户村民都知晓
风险。这种“不漏一户、不落一
人”的工作态度，正是基层党员
干 部 紧 密 联 系 群 众 的 生 动 体
现。只有真正走进群众、了解群
众，才能在危急关头做出最精准
的判断和最迅速的行动。

“连夜转移”彰显担当。发
现险情后，刘名芳和其他党员干
部“连夜”组织群众转移，没有
犹豫，没有退缩。在狂风暴雨
中，他们或许没有先进的救援设

备 ，但 他 们 有 一 颗 颗 赤 诚 的
心 —— 宁可自己多跑几趟，也
不让群众冒一点风险；宁可自己
淋雨熬夜，也要确保所有人都安
全撤离。这种担当，源于党员干
部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在
乡村治理中，信任不是凭空而来
的，而是靠一次次真心实意的服
务积累起来的。正因如此，平时
谁家房子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
便，村干部心里都有一本账，灾
害来临时，群众才会毫不犹豫地
听从安排。

迅速转移 57 名村民，成功
避险，这不仅是一次应急响应的
成功实践，更是对“党群合力、
干群同心”力量的有力证明。

这一成功案例告诉我们，防灾减
灾不仅需要高科技预警系统，更
需要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的党员
干部队伍。我们需要更多这样
的“刘名芳”—— 他们或许没有
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脚步丈量
土地，用真心守护群众。只有始
终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才 能 在 灾 害 来 临 时 真 正 做 到

“早发现、早预警、早转移”，让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落到实处。

台风终会过去，但党群之间
的鱼水深情将长久延续。只要
党员干部始终站在群众身边，做
他们的“眼睛”和“盾牌”，再大
的风雨，我们都能共同扛过。

再大的风雨，我们都能共同扛过
陀宇(高州)

“网文江湖”
图/文 朱慧卿 杜燕盛

据新华社报道，键盘轻响间，一个
全民书写、世界共读的“网文江湖”正澎
湃着新时代的文化脉动。中国作协17
日在江苏盐城最新发布的《2024中国网
络文学蓝皮书》显示，中国网文用户规
模达5.75亿人，年度新增作品200万部，
营收规模约440亿元。2024年的网络文
学创作的新特点有：现实题材创作影响
力持续扩大；科幻创作依然火爆；“Z世
代”成为创作生力军，全年新增注册作
者约 280 万人，新增签约作者 35 万人，
其中近四成为“Z世代”，“00后”占比约
20%，2024年有82位网络作家成为中国
作协会员，最年轻的仅25岁，为行业注
入新鲜血液和创新活力；代际融合趋势
凸显，老中青三代读者正共筑全民阅读
生态。

现实题材新增作品多，标志着网络
文学正在挣脱“玄幻独大”的窠臼。这
些现实作品证明了网络文学不仅能制
造“爽点”，更能承载时代精神。尤为可
贵的是，“Z世代”创作者占比现已近四
成，文学创作不再是中年人的专利，大
量的“Z 世代”创作者为“网文江湖”注
入了“破圈”的锐气与创新的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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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日报日前报道，高州市以创
新为笔、实干为墨，描绘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精彩篇章。其中，镇江镇以

“万亩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为
突破口，在全省率先探索“投融资加
总承包加运营”模式，凭借“政府加市
场”双轮驱动，规模为2.13万亩的“万
亩方”项目正加快建设，超过1.3万亩
的集中片连片耕地已经成型，154亩
建设用地被成功释放，200多块3亩
以下耕地碎片被整合，为现代农业规
模化经营拓开发展新空间，村集体收
入预计每年增加420万元。

一子落而满盘活。推动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全面激活县镇村土地
要素资源，不仅抓住了乡村振兴县
域发展的“牛鼻子”，而且在挖掘土
地潜力、提升土地价值、做优做厚镇

村发展“绿色家底”上，给予我们有
益启示。

一位哲人说过：“土地是财富之
母”。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根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
之间蕴含着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的
创富亮点，发展乡村产业首先要珍
惜和用好脚下的土地，让土地发挥
更大的价值。我市是农业大市，但
耕地只有244万亩，人均不到半亩，
更应走集约经营精益发展的路子，
通过全域整治、资源整合等方式，优
化乡村空间布局，提升土地利用效
率和产出的效益，全面激活土地价
值。规模化经营是现代经济发展的
规律之一，没有一定的规模就没有
相应的效益，现代农业开发也不例
外。开展以县域为统筹单元、以乡

镇为基本实施单元的全域综合土地
整治，对腾挪发展空间、聚合生产要
素、引入优质经营主体意义重大。
镇江镇勇于突破土地碎片化藩篱，
在依法依规实施土地流转的基础
上，推动“小田并大田”，消除大量耕
地碎片，腾退 300 多亩村庄建设用
地，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复
垦，新增耕地 4329 亩，使农用地集
中连片，农业生态焕然一新。一家
农业开发公司在镇江镇种植富硒丝
苗水稻 245 公顷，平均亩产 500 公
斤，预计总产量达 1837 吨，较土地
整合前增长 10%。由此可见，土地
综合整治带来的农业空间格局扩
展、区域生态环境优化、种植管护和
经营模式的创新，夯实了耕地数量、
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提升的基

础，催生了农业生产力的跃升和土
地价值的兑现，是“百千万工程”在
乡村落地见效的务实路径之一，应
当聚焦聚力咬紧不放。土地是乡村
发展之本，一方水土可以养一方人，
关键在于以全域整治为契机，挖掘
土地潜力，以集群化发展厚植乡村
产业实力，再造一方水土价值。

山水万程，步履不停；笃志前
行，虽远必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要鼓足务实进取的干劲、
淬炼攻坚克难的拼劲、焕发敢为人
先的闯劲。镇江镇“万亩方”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项目的成功实践，不仅
折射了“百千万工程”给乡村带来的
深刻嬗变，也体现了直面挑战、知难
而进、破解难题的发展智慧。高州

市及镇江镇勇于创新，把县镇村土
地衔接起来、“地”和“钱”结合起来、

“地”和“产”统筹起来，推动资源整
合和集约使用，走出了一条兴村富
民、多方共赢的土地高效利用路
径。“万亩方”项目总投资约 6.4 亿
元，高州市以创新思维和开放姿态，
建立多元参与机制，通过公开招标
引入社会投资者，联合成立项目公
司作为投融资和项目建设主体，地
方国企及社会投资者按股权的20%
注入本金，推动其余 80%由项目公
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成功撬动金融
资源。目前已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广
东分行 8 亿元授信，使金融活水源
源不断滋养项目成长。同时，依托

“万亩方”的广袤沃土，吸引荔晶农
业、顺达农业等头部开发企业纷至

沓来，在高州市及镇江镇的产业引
导和精准扶持下，集种植、生产、加
工、销售、文旅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蓬勃生长，让昔日分散低效的农田
成为现代农业智慧开发和管护的

“聚宝盆”，产业与村庄共生共荣，实
现了“以村促产、以产聚人”，预计村
民人均每年增加收入 6000 元。人
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转变发
展思路，推动土地有序流动，解锁发
展空间，让土地“生金”、产业成势、
村民在家门口端上“致富碗”，让农
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这正是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惠民旨义所
在。以盘活土地激活要素、重塑优
势、调整结构、实现价值，必将把“短
板”变为“潜力板”，勃发“百千万工
程”蓬勃新气象。

全域综合整治激活乡村土地价值
特约评论员 蔡湛

6月14日，海男、臧棣、西渡等诗
人作家应主办方之邀，赴茂南禄段古
荔园、好心湖及罗非鱼养殖基地采风。

然而，台风“蝴蝶”不期而至。臧
棣与西渡因航班停飞、高铁停运几经
辗转，待抵达茂名时，禄段古荔园的
集体采风已然结束。诗人对无法与
荔枝亲密接触深表遗憾。

对于任何一种事物，对于任何一
项工作，对于任何一个人，没有调查
就肯定没有发言权。如果没有调查
就写文章，不仅不可能说清、说准、说
好，相反，肯定是道不明、讲不实、谈
不好，甚至还会说错、说反、说得南辕
北辙，极有可能变成信口开河、胡言

乱语。
考虑到诗人次日傍晚便要乘机

返京，正好有小半天空隙。为弥补诗
人的遗憾，翌日荔枝诗会后，主办方
利用二人返京前的间隙，专程陪同他
们前往禄段古荔园。

尽管《长安的荔枝》已上映，臧棣
和西渡在影视中见过荔枝树，但初次
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荔枝树，其感受截
然不同。

在龟尾园，目睹树身中空却依然
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古荔树，诗人
惊叹不已；听闻“五世同堂”的黑叶树
已1938岁，诗人兴奋地与工作人员手
拉手环抱古树，并详细询问树龄计算

的方法；得知“十八担”古树仍能丰
产，诗人啧啧称奇，亲自采摘；面对

“千手观音”的奇特造型，又不禁感喟
自然之鬼斧神工。遇见园中采摘的
果农，诗人亲切询问荔枝价格与收
成，并合影留念。随后，二人更如顽
童般攀上雨后湿滑、泛着幽光的荔
树。每一步都潜伏着跌落的危险，但
当指尖触及虬枝，身体悬于累累果实
之间，知识分子的矜持瞬间剥落。虽
在工作人员担心的提醒声中下树，这
番贴近自然的体验，却成就了诗人与
荔园最深刻的精神交感，其震撼远非
安全距离下的观赏可比。

臧棣分享了一则“荔枝落地”的轶

事：他一位茂名籍的学生曾提及，荔枝
熟透时节，常有果实落地而无人拾
捡。臧棣对此深感困惑，都市生活塑
造的稀缺逻辑令他执拗地认为：“荔枝
如此珍贵，果农怎会不捡拾落果？”

这质疑如石投湖心。直至在禄
段古荔园，臧棣亲眼看见枝头“挨挨
挤挤、一串串的荔枝”，那铺天盖地的
丰饶景象瞬间击碎了他的认知框架
——原来土地的慷慨竟可如此奢侈，
奢侈得容得下落果从容化泥。

当听闻园中有棵能结多种荔枝
的古树时，臧棣与西渡顿觉不可思
议，本能联想到《山海经》中的“一木
多实”神树，或现代嫁接技术。诗人

亲临树下，经工作人员解说方知：原
是古人将糯米糍、白糖罂、白蜡等不
同品种的荔枝树苗紧邻栽种。历经
千百年，几种荔枝树均长大，根系交
织，枝干融合，连理共生，终成一树多
果的奇观。这实为植物界在抗争与
妥协中发明的“生存智慧”，一首共生
的自然诗篇。现场感知与科学解释
的碰撞，为诗人的文学想象提供了丰
沛空间。

参观了龟尾园、车田园的荔枝，
众人来到占地 230 余亩的“五化果
园”。诗人见一种外壳长着密刺的荔
枝，误以为是桂味。工作人员介绍那
是新品种“凤凰荔”，并解释两种荔枝

的区别：它们的外壳都有凸起的小
刺，但桂味外观饱满圆润，凤凰荔则
顶部比桂味略尖。当看到玫瑰红的
冰荔时，臧棣由衷感慨：“水果造型，
绝对有上天之手。”

“蝴蝶”台风虽打乱了既定的行
程，却也意外地为诗人推开一扇通往
本真世界的门。臧棣自禄段古荔园
采风返京后，旋即创作了《茂名荔枝》

《禄段古荔园遐想》等多首诗篇。
文学最珍贵的灵光，往往迸发于

意外撕裂认知边界的刹那。当我们
勇于让既成观念如熟透的荔枝般坠
落大地，新的诗意便会从这片认知的
沃土中破土重生。

新的诗意在古荔园破土重生
邹玉芳(茂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