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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2025 年第 1 号台风“蝴
蝶”在粤西登陆，给信宜市贵子镇带来强
降水。

贵子镇中和村，午夜刚过，天空墨
色浓重，雨点密集如鼓点敲打着大地。
村委委员刘名芳手中的手电筒光束在省道
359公路边上摇曳不定，如利剑般刺破雨
幕。当她目光触及公路南侧水沟时，骤然
定住——一股浑浊的黄泥水，正源源不断
地翻涌着，流向公路北侧河中，带着不祥
的暗沉色泽，宛如联二村后高山悄然撕裂
了伤口。

“不好！”她心中警铃大作。这绝非
寻常雨水，分明是村后山体正被雨水猛
烈冲刷的无声呼救！平时，村组织的三
防学习及应急培训中学到的知识，让她
敏感捕捉到山体要滑坡了。她马上向村
中值班领导汇报。

仅仅五分钟，驻村镇领导刘春华与
村书记曹木生便已踏着泥泞，并肩站到
了这危险征兆前。手电筒光束如探照灯
般在水沟及后山陡坡之间急切游移扫
视。无需冗长争论，三人眼神交汇处已
达成共识：危险迫在眉睫，不容喘息！

“马上转移群众！”——那一声斩钉截铁
的指令，刺穿了风雨，如一道不容置疑
的惊雷。

凌晨 0 点 58 分，全体镇村干部已在
暴雨中紧急集结。时间，此刻已成了
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利剑。手摇报警器
在雨夜中发出尖锐嘶鸣，铜锣声沉闷
却穿透力十足，大喇叭一遍遍重复着
警告，更有干部们不顾一切扑向每一
扇门，用嘶哑的喉咙用力呼喊：“快
走，山要塌了！”

风雨呼啸，泥水裹挟着落叶，在脚
下肆意流淌。刘名芳深一脚浅一脚奔走
在村民房屋之间，雨水冲刷着前额，模
糊了视线，湿透的衣服紧贴肌肤。她顾
不得擦一把脸，只知奋力拍打着一户户
门板，声音早已喊得嘶哑：“快走！再晚
来不及了！”——那声音，是竭力发出的
最强呐喊。在背起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
时，她脚下猛地一滑，身体剧烈摇晃。
老人惊惶抓紧她的肩膀，刘名芳咬紧牙
关，凭着瞬间爆发的力量稳住自己，在
泥浆中艰难跋涉，终于将老人安全送上
转移车辆。

凌晨三时，经过两个多小时与风雨
的艰难搏斗，联一、联二、田寮三个自
然村共25户57名村民，终于全部安全转
移至中和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刘名芳
疲惫地倚在墙边，浑身湿透，雨水顺着
发梢、衣角不断滴落。她望着安置点里
惊魂甫定但已脱离险境的乡亲们，这才
感到胸口那根紧绷欲断的弦，稍微松缓
了一些。

仅仅一个小时后，安置点内的村
民，就听到了一声巨响——山后的山体
滑坡了。约 5000立方米的土石，冲向村
庄，村中 35间房屋，有的人家被泥浆强
行灌入，有的墙体被撕裂、有的轰然垮
塌……幸好及时转移，村民们在安置点
内安全了。

当记者在台风过后的平静中问及她
获得“茂名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感
受时，这位基层干部朴实的脸上泛起一
丝几乎看不见的波澜，声音低沉却清
晰：“房子塌了还能再建，人没了，就什
么都没了。”——这朴素到尘埃里的话
语，字字千钧，正是对“人民至上”最
质朴的诠释。正是这千千万万基层守护
者如磐石般的责任感和关键时刻的生死
竞速，方才在危崖边缘，为 57名群众筑
起了坚不可摧的生命屏障。她说：“这份
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村党
支部，属于在这次抢险救灾中并肩作战
的全体同志。”

是的，在风雨如磐的暗夜，无数个
刘名芳们默默奔忙在乡村的脉络之间，
他们的警觉如同大地之上的神经末梢，
灵敏捕捉着每一丝危险的震颤。正是这
无数双踏遍泥泞的脚，无数颗在风雨中
灼灼跳动的心，于无声处筑起了一道道
守护生命的长堤。他们以平凡血肉之
躯，在灾厄降临前完成了一场场惊心动
魄的生命赛跑——以奔跑的姿态，将

“人民至上”四字真义，刻写在了风暴过
后的坚实土地上。

风雨过后，刘名芳停下来时，感触
良多，她认为要不是平时党员干部真心
融入群众当中去，也不能及时把群众转
移。刘名芳说：“在转移村民过程中，
他们因为信任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
不拿，就跟着我走了，这份信任是此次
成功避险的重要前提。能够成为群众信
赖的人，就是我工作的动力。”刘名芳
是 2001年从化州嫁到中和村的“外来媳
妇”，在中和村生活了 24 年。中和村是
处于信宜北部贵子镇的一个客家山村，
初来因语言不通，她面对乡亲问候只能
微笑回应，像个“局外人”。为了更好
地融入村里，她主动找邻居聊天，私下
苦练方言，慢慢地她也学会了讲客家
话，这里也成为她新的故乡。刘名芳在
2018 年考取了本村后备干部。在组织培
养下，2020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也被推选为一名村干部，一开始她
会因调解村民纠纷而束手无策，她明白
要想真正成为“自家人”，必须要更多
走到群众身边。此后，她就经常到村民
家里了解他们的烦心事，把村民的事当
作自己的事。真心换来了真情，如今乡
亲招呼更亲切，都叫她“阿芳”。她包
片的群众有什么纠纷，遇到什么困难，
都第一个时间想到找她帮忙解决。几年
下来，她的皮肤晒得越来越黑，但和群
众的关系也更亲了，做起工作来心里也
更有底了。

组织多年的培养，党员干部就是要
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的意识已是深深刻
在刘名芳的骨子里。事后，有人问她，
又是三更半夜，又是狂风暴雨，自己一
个女的独自出门巡查怕不怕？她说不
怕，相比之下，她更担心的是父老乡亲
的生命安全；也有人问她，凌晨叫群众
转移，怕不怕被误解？她也是也毫不犹
豫地说不怕。“因为我始终牢记自己是一

名党员，要把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宁听骂声，也不听哭声，这也是我
当时的真实想法。”刘名芳说。回忆起当
夜，她与许多镇村党员干部在一起奋
战，冒着大雨，转移村民情景还历历在
目。灾后，她和同事们在安置点忙前忙
后，为老人寻药、给孩子辅导功课、协
调物资发放，让大家尽可能适应安置点
的生活。再忙再累她也没抱怨过一句，
因为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了每个党员干
部都会做的事情罢了。

这次救援行动，离不开每逢应急响
应的时候，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驻
守巡查，更离不开党组织的果断部署和
镇村干部的迅速行动。刘名芳说：“这次
台风来临前，驻村镇领导干部早早便带
领我们，对村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老
旧房屋、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
细致的排查，提前做好防范。很多人问
我，那天为什么凌晨 12点多了我还在巡
村。其实，这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做，那
天晚上是台风暴雨最猛烈的时候，我们
各级党员干部和包片领导都全体待命，
24小时值班值守。”她能在巡查时发现险
情，并迅速完成转移，正是因为大家平
时工作做得扎实，在面对自然灾害时，
才能够迅速反应，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手记：

刘名芳，这位与台风“蝴蝶”抢跑的
人，在灾后的复产中，与村委组织其他同
志一起，又奋战在村中。在上级各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目前，受灾群众已得到妥善
安置，吃、穿、住和就医都得到较好的保
障，道路清淤、灾后重建等工作正在有序
进行。被授予“茂名市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她说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
份激励和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更
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基层，用心
用情为群众服务。

用行动践初心，以担当护家园
——与台风“蝴蝶”抢跑的村干部刘名芳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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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曾金妍

本报讯 7 月 4 日，市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刘芳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 （扩
大）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党中央决策议
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 有关精神，传
达学习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精神，学习 《习近平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 第十章

“切实为基层减负，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
精力抓落实”。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为加
强作风建设、解决基层负担过重问题提
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
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把学习《习近平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 与政协
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决杜绝形式

主义，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推动政
协事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大局中去，
为茂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
慧和力量。要精简会议和文件，提高工
作效率，避免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切实
把为基层减负的要求落到实处。要聚焦
主责主业，推动履职提质增效，优化调
研视察、提案办理等环节流程，压缩非
必要环节，让委员和机关干部集中精力
谋实事、献良策。

会议还听取了经济委工作汇报，通报
了有关情况，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文/图 记者 欧梦霞 吴昊

本报讯 7月4日晚的籺村好心舞台人
头涌动，热闹非凡。“好心舞台百姓演”助力

“百千万工程”走进籺村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启幕，这也是茂名“好心舞台百姓演”2025
年城市文明建设与文化惠民、助力“百千万
工程”系列活动第五场，让观众观赏精彩文
艺表演的同时，感受茂名城乡发展活力。

“好心舞台百姓演”2025 年城市文明
建设与文化惠民、助力“百千万工程”系列
活动是茂名文化惠民品牌活动，以“处处
有文化 城市更文明”为主题，以“百姓演、
百姓看”为宗旨，广泛挖掘深藏民间的传
统乡土文化，以文化人、以艺凝心、以情共
鸣，形成“隔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的文
化供给新常态。活动既是“百千万工程”
中“文化赋能”的微观实践，更是“精神文
明创建”扎根基层的生动诠释。它让文化
走出博物馆、走进生活里，让发展成果不
仅体现于 GDP 的增长，更镌刻在群众绽
放的笑脸上。7 月起，活动将常态化走进
籺村、油城墟等地，以文化赋能“百千万工
程”，助力茂名城乡融合发展。

当晚是活动走进籺村的首场演出。
当晚节目表演丰富多彩，中国舞《最美的
中国》以铿锵的节奏与舒展的舞姿,将爱国
情怀融入每一个转身跳跃；男女合唱《紫
荆花盛开》深情倾诉香港回归祖国后的深

情与感动；笛子独奏《策马扬鞭》与二胡演
奏《赛马》以激昂旋律奏响乡村振兴进行
曲，共谱青春活力乐章；国家级非遗川剧
变脸近距离上演“瞬间换妆”的神奇，现场
观众尖叫连连；省级非遗洪拳表演，武者
出拳刚劲、踢腿生风,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
术的磅礴气势……轮番上演的精彩节目
引得观众频频喝彩，情不自禁沉浸在这场
文化盛宴之中。此外，晚会精心策划了城
市文明建设与“百千万工程”有奖知识问
答互动环节，观众争先恐后踊跃举手作
答，通过轻松互动巩固城市文明与“百千
万工程”有关知识，答对的观众还收获了
实用小礼品，现场气氛热烈欢快。

值得一提的是，晚会现场还设置了展
位展示茂名荔枝酒传统酿酒、茂南单人木
偶戏等我市特色技艺，并通过现场制作、
免费品鉴等方式推介籺、猪笼饼等高凉小
吃，让市民共品高凉美食与文化。

据悉，“好心舞台百姓演”每隔周周五
晚 8 点精彩上演。活动采取表演、竞赛四
季交替制，由院校等承办单位、群众参与
表演，开展音乐、舞蹈、曲艺等不同主题赛
事，并设置文明知识有奖问答环节，持续
打造才艺展示的平台，助力茂名市城市文
明建设与文化惠民工程。从 7 月份开始，
常态化走进籺村、油城墟、寨头村等地镇
村助力“百千万工程”，为加快实现茂名综
合实力整体跃升贡献力量。

助力百千万工程感受城乡发展活力

“好心舞台百姓演”第五场活动
走进籺村

扫一扫 更精彩

■记者 王霞 通讯员 邹玉芳 袁媛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积极响应
茂名市“打造荔枝产业现代化先行区”的
战略部署，近期，驻羊角镇帮镇扶村工作
队主动作为，充分整合组团帮扶单位资
源优势，通过联合企业与机关单位开展
助农销售行动，推动本地千年古荔品牌
化发展，切实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产
业动能。

政企联动拓销路，消费帮扶见实效。
在驻羊角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积极协调
推动下，工作队牵头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
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和广东省盐业集团
等组团单位积极响应号召，与茂名市古荔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荔枝采购协议，将
羊角镇优质荔枝纳入职工福利采购体
系。同时，各单位广泛发动职工参与个人
认购，进一步扩大消费帮扶覆盖面。截至
目前，广东省盐业集团一次性采购荔枝
23135斤，总金额达36万元；广东省人民检
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采购1590斤，共计
2.8万元，有效缓解了农户销售压力，切实
助力荔农增收。

科技赋能强产业，古树结出“振兴
果”。“千年古树结出振兴果，消费帮扶架

起了群众连心桥。”这是驻镇工作队队长
丰小毛对此次助销行动的生动总结。此
次助销行动是落实“百千万工程”的具体
体现，不仅打通了产销对接渠道，也彰显
了羊角古荔的品牌潜力。

羊角镇毗邻市郊，全镇荔枝种植面积
达 3.45 万亩，其中古荔园面积 33.33 公顷，
由车田园、龟尾园、武馆园三个园区组成，
是茂名市四大古荔园之一。园内共有古
荔树468棵，树龄大多在百年至千年之间，
其中树龄超过千年的有68棵，最年长的一
株已有 1938 年历史。主要品种涵盖白糖
罂、黑叶、白蜡、妃子笑、桂味、仙进奉等优
质品系。2025 年羊角镇荔枝产量 1.3474
万吨。2021 年 7 月以来，驻镇工作队立足
丰富的古荔文化资源，创新实施“消费帮
扶+技术赋能+品牌打造”的“三位一体”发
展战略，推动荔枝产业从传统种植向文旅
融合方向转型升级，积极探索荔枝产业现
代化的新路径，为茂名市打造荔枝产业先
行区积累了宝贵经验。

下一步，工作队将持续深化组团帮扶
机制，依托科技特派员的技术优势，加强
对种植户的标准化生产培训和古荔树保
护性开发指导，推动荔枝产业提质增效，
努力将千年古荔园打造成乡村振兴的亮
丽名片。

千年古荔“出圈”赋能乡村振兴
驻羊角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多措并举推动当地

荔枝产业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量市民观看。

▶烟火味满满的籺村。

身为一名村干部，刘名芳经常走村入户，了解群众所需。

刘名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