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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巳年五月廿九 星期二 2025年6月
今日天气：茂名市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东南风2-3级，温度27℃-34℃
24

担 当 源 自 责 任 关 注 产 生 力 量

道德典型，凡人善举蔚然成风；
交通路口，车水马龙秩序井然；老旧
小区，旧貌展新颜，居民幸福“原
地”升级；文明实践，枝繁叶茂硕果
累累……信宜正以文明为笔，绘就
一幅幅和谐幸福的新画。近年来，
信宜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
明实践、文明创建，让文明之花开遍
玉都大地，绽放出“空间美、内在美、
风尚美、持久美”的多重魅力。

完善规划，勾勒城市“空间美”

走进信宜玉都新区，温馨画面
跃然眼前。山水公园里，孩童们在
草地上奔跑大笑；体育公园里，少年
们在球场上你追我赶；位于学校旁
的塘面湖公园，回荡着琅琅书声。
这些家门口的“幸福生活圈”，是信
宜将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发展的生动
缩影。信宜围绕群众需求，勾勒城
市“空间美”，通过进一步增加公园
绿地休闲、游玩、锻炼等实际功能，
将玉都新区打造为“集综合交通、商
业办公、文化娱乐、生态休闲、教育
医疗、无障碍、文明安全于一体”的
综合服务新中心。

信宜在城市规划的画卷上精心
挥毫，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如
今，信宜新建了 7 所高品质学校（建
成 1 所高中学校、2 所初中学校、2 所
小学、2 所幼儿园），建成 10 个中心
绿岛、7 个街心公园，城区绿地面积
达到 30 万平方米，整个新区成为一
个公共敞开的运动休闲、文化娱乐
为一体的空间，每一处细节都彰显
着文明的温度。

与此同时，信宜高规格建成大型
市民广场，与窦州里、牙雕艺术馆、会
展中心、新图书馆等一批新型文化空
间。全市新建盲道 57604 米，城区和
乡镇都建设完善无障碍设施，2023年
获得省提名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
范城市”，全省仅有深圳和信宜两个
地方获得此提名。信宜还对 17个国
有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改造总面
积约 19900 平方米。农贸市场周边
新设自产自销区摊位 283个，施划小
车位 278 个、摩托车位 442 个。信宜
微改造 10 座公厕，完善城区公厕标
志标牌60个，修补道路28320多平方
米、改造人行道 2650平方米，新增小
车位25838个，老城区焕发新貌。

以文润城，涵养城市“内在美”

“城之魂，文以铸之”，文化是一
个城市的气质所在，是一个城市文明
的象征。信宜市深谙此道，坚持以文
润城、以文兴城，涵养城市“内在美”，
让城市气质在文化浸润中焕发新的
生机与活力。

一方面，整合资源优化乡村文化
空间。信宜市整合全市 19 个文化
站、19 个图书馆分馆、57 个行政村
（社区）综合文化室、4个“好心书吧”、
25 片篮球场、26 片乒乓球场等文化
体育资源，实行公共文化设施标准
化、资源共享化、管理信息化建设。
同时，信宜以更鲜活、更亲切的文艺
演出，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基础，
累计开展非遗文化展演、非遗工坊培
训等活动 40 多场次；开展“送展下
乡”“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健康信宜”等
文化体育活动 400多场，为当地群众
送上了高质量的文化大餐。

一方面，鼓励文艺精品创作。信
宜印发《信宜市文艺人才成长激励计
划》《信宜市文艺人才成长培养专项
资金及专项资金事业管理办法（试
行）》，进一步提高文艺人才创作积极
性，提升文艺作品的创作质量。另一
方面，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
2024年，信宜已完成 25项文艺作品，
包含 11 项文艺（文创）作品，14 个可
展演节目。此外，信宜还完成了 2首
信宜题材歌曲的创作。歌曲《黄华江

之恋》在“共和国的旋律——2024 新
创词曲作品大赛评选”总决赛中获词
曲金奖。

群众在哪里，文化活动更是延伸
到哪里。信宜面向全市 251 所学校
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心理健
康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以及“三热爱”“四史”教育等
系列教育实践活动 5163 场次，参与
学生 69.93 万人次，推动校园红色文
化活动蓬勃开展；在群众家门口开展
了“挥春送福”“元宵灯会”“活力龙
舟”“浪漫七夕”等七大传统节日活动
800多场次，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持续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和幸福感。

弘扬新风，塑造城市“风尚美”

行走在信宜的城乡街头，常见最
美“志愿红”。这是信宜市弘扬新风、
凝聚力量，塑造城市“风尚美”的生动
写照。信宜扎实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全市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岗
600 多处，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学雷
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人居环境整
治、义务植树、义剪义诊等志愿服务
活动，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9 万多件。
一人兴善，万人可激。信宜启动了

“同心聚力绿美信宜”植树活动，打造
一批“同心林”，吸引国外同胞、港澳
台同胞踊跃参加，带动社会各界人士
积极参与绿美信宜建设。

为培育社会文明新风，信宜针对

不同的群体，围绕“法治意识、科学精
神、理性思维、崇信尚义”四个主题制
作专题片，如《档见信宜》《信仰迷失
入歧途，风水不是护身符》《逻辑思
考，理性而行》等宣传片。为涵养文
明乡风，▶下转04版

信宜以文明建设赋能城市发展

文明信宜绽活力“四美”交融绘新卷
本报通讯员高干杨珮珮

感恩奋进 起而行之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梁郁文
通讯员董天忠杨礼圣董川肇

本报讯 作为“中国化橘
红之乡”，近年来，化州市立足
化橘红“千年南药·药食同源”
特色，以法治为支点，撬动道
地药材产业转型升级。从战
略引领到立法护航，从司法创
新到产业升级，法治的阳光雨
露滋养着化橘红产业茁壮成
长，推动其向“千亿级产业集
群”目标稳步迈进。

“法治引擎”强驱动，绘就
产业发展新蓝图。化州高位
谋划，将化橘红产业作为“十
四五”规划的重中之重，构建
起“市委统筹+部门协同+镇
街落实”的三级联动发展格
局，精心布局“一核三片六
带”，并重磅推出“七大行动方
案”，全方位推动产业标准化、
精细化、集群化发展。同时，
通过党委理论学习、政企座谈
等多种形式，将《茂名市化橘
红保护发展条例》融入干部培
训体系，该市司法局牵头打造

“1+N”政策体系，全程深度参
与文件起草实施，织密“立法-
执法-司法-普法”全链条法
治保障网，为产业发展铺就坚
实的法治轨道。

立法“硬支撑”，夯实产业
根基筑保障。2024年5月1日
施行的《茂名市化橘红保护发
展条例》，为化橘红产业筑牢
了坚不可摧的法律防线。化
州多部门协同发力，构建“2+
10”标准体系，实现种植、加
工、检测等全链条标准化管

理。在制定《地理标志产品化
橘红质量等级》时，反复组织
专家论证，确保与上位法紧密
衔接，使其成为全国化橘红产
业质量的风向标。此外，积极
推进产品追溯系统建设，利用

“一码溯源”监管机制，查处多
起假冒案件，有力维护了道地
产品的良好声誉。

司法“加速度”，疏通纠纷
化解“快车道”。化州司法系
统主动靠前，构建多元解纷体
系，创新打造“立体化调解网
络”，整合多方资源形成“1+
1+6”解纷矩阵，将矛盾调解端
口前移至产业一线。法院推
出“田间审判+当庭调解”巡回
审判模式，把庭审搬到橘园地
头、村社广场，实现纠纷就地
受理、当场化解。在主产区设
立临时司法服务工作站，针对
新型纠纷提供“一站式”解纷
服务。检察机关立足职能，提
出“全链条保护、全流程治理”
理念，将法律监督延伸至知识
产权保护、市场秩序维护、行
业合规建设等领域，为地理标
志产品筑牢法治防火墙，为产
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法治“赋能器”，助力产
业腾飞向千亿。法治的坚实
保障为化橘红产业升级注入
强大动力。化州依托“中国
化橘红之乡”地理标志，全力
打造“化州橘红”区域公用品
牌，2024 年获“中国气候好产
品”认证，产品出口 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2025 年国际市场
份额提升至 18%。深挖“气候
密码”，▶下转04版

化 州 全 链 条 式 法 治 护 航
化橘红产业迈向千亿级集群

平塘镇马安村农房风貌品质提升。通讯员 张钰琼 摄

未成年人积极参与文明实践活动。

丁堡镇群众垃圾分类意识高。
通讯员 王庆珍 摄

窦州古城好心书吧。
通讯员 王庆珍 摄

以果为媒，串起产业链，激活文旅热，
织就富民网

“甜美果海”示范带
展现乡村振兴新图景

八方支援贵子中和村复产重建
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相关报道详见03、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