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杨海云
通讯员 陈金连 梁静君

本报讯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
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强国之
基，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
今年来，人民银行茂名市分行围
绕“制造业当家”发展战略，聚
焦“3336”现代产业体系与“五
链共建”战略部署，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投
向制造业领域，成效显著。截至
5 月末，茂名市制造业贷款余额
215.88 亿元，同比增加 47.22 亿
元，增长 28.0%，高于各项贷款
增速 20.6个百分点，增速比全省
平均增速高 25.8个百分点，排名
全省第 1，已连续三个月位居全
省首位。

聚焦科技创新
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
改 造 再 贷 款 落 地 ， 联 合 财
政 、 发 改 、 工 信 等 部 门 设 立
专 班 助 力 茂 名 石 化 公 司 申 请
科 技 创 新 和 技 术 改 造 再 贷
款，截至 5 月末，已累计投放
茂名石化公司科技创新和技术
改造贷款 28 亿元，有力支持石
化产业“减油增化”，实现产
业转型升级。创新推出“专精
特新贷”、“智造之光”制造业
专 属 综 合 金 融 服 务 产 品 和 模
式，赋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
大，如农业银行茂名分行发放
广 东 立 威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贷 款
5000 万元，发放广东新华粤树
脂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贷 款 8000 万
元。加强对产业园区的金融支
持，建设银行茂名市分行为佛
茂协作指挥部提供企业项目可
行性研究 40 多份，为政府招商
引资决策提供参考，向佛茂协

作产业园项目高州申投环保科
技、乐天高新科技 （茂名） 等
发放贷款 1.56 亿元；推动茂名
农商行设立六韬产业园金融服
务站，企业“家门口”享受投
融资服务，为 5 家入园企业意
向授信 1.5 亿元，已投放贷款
3000 万元。截至 5 月末，全市
高新技术企业贷款户数为 179
户，贷款余额 87.27 亿元，同比
增长 17.3%，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9.9 个百分点。

聚焦绿色低碳
助力制造业绿色发展

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
标战略，聚焦绿色化工战略性
主导产业，支持茂名绿色产业
重大项目，助推企业实现绿色
转型发展。截至一季度末，全
市 绿 色 贷 款 规 模 达 278.02 亿
元，同比增长 16.9%。如积极推

动 建 材 行 业 转 型 金 融 标 准 落
地，指导工商银行茂名分行落
地茂名市首笔、广东省工行系
统 首 笔 建 材 行 业 转 型 金 融 贷
款，为茂名市胜利石化水泥有
限公司提供转型金融融资 8550
万元。精准对接茂名零碳产业
园下游产业融资需求，建设银
行茂名市分行成功与东华能源
（茂名） 碳纤维有限公司 T1000
万吨级碳纤维项目银团签约，
为该项目提供 5 亿元的贷款授
信 ， 实 现 从 传 统 石 化 基 地 向

“3336”现代产业体系跃升。

聚焦产业链共建
打好金融助企“组合拳”

围绕“五链共建”向“多
链共建”拓展战略部署，聚焦
制造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为重
点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

融“活水”。开展广东省首个产
业整体授信——化橘红整业授
信，授信总额 2.53 亿元，并实
现首笔 600 万元贷款即时放款，
有力支持化橘红产业链发展。
联合市财政局、茂名金融监管
分局举办 2025 年民营企业融资
对接会，促成 11 家金融机构与
企业签订融资协议，累计向企
业授信 11 亿元，有效满足企业
融资需求。创新制造业金融产
品和服务，工商银行茂名分行
推出“制造 e 贷”专属数字普惠
信用贷款产品，并成功为电白
区某橡胶制品企业发放了首笔

“制造 e 贷”贷款 450 万元。截
至 5 月末，茂名市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中长期贷款余
额 34.0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65.1%；农副食品加工业中长
期贷款余额 28.85 亿元，同比增
长 38.8%。

我市向制造业企业倾斜更多金融资源
5月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8%，增速连续三个月位居全省首位

■记者 严志强 通讯员 李天 吴振琼

本报讯 党建引领是茂名滨海新区
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核心动力。在党建引
领下，茂名滨海新区基层党组织通过创
新工作机制、发挥先锋作用、强化服务效
能，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
重点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既筑牢了民
生“幸福线”，更点燃了发展“强引擎”。

基层治理：
党建赋能织密网
多元共治筑和谐

电城镇沙尾村位于零碳产业园规划
发展区，是助力建设滨海新区临海绿色
化工产业的重要板块。该村党总支部
创新推行“党建+网格”模式，组建由党
员、村民代表等参与的调解队伍，积极
倾听群众意见，累计接待群众 300 余人
次，化解矛盾30余起，实现“小事不出组、
大事不出村”的治理目标。

走进沙尾村，和谐融洽的氛围弥漫
在每一个角落，村民们对这种高效、贴心
的治理模式纷纷竖起大拇指，也为乐于
倾听民意、解决群众难题的党组织点赞。

乡村振兴：
先锋示范树标杆
美丽乡村入画来

漫步在茂名滨海新区的乡村绿道，
休闲广场、健身步道点缀其间，绿树成
荫，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自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以来，各基层党组织及党员
主动作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港
头村“两委”干部率先垂范，主动拆除自
家旧房，带动群众支持村道建设，不仅
完成污水处理全覆盖，更建成文化广场
和休闲凉亭，让“落后村”华丽转身为

“示范村”。新沟村党员苏其武积极打
造“庭院绿化样板”，带动村民认养绿
植、捐资建绿，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为绿美滨海建设
注入红色动能。

产业发展：
红色引擎强驱动
向海图兴活力涌

博贺镇海雁渔业党总支部立足自身
临海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生动践行

“靠海吃海”的发展理念。该党总支部书
记杨承志带领班子成员主动作为，三赴
深圳对接德胜渔业公司，争取2亿元资金
推动900多艘渔船钢质化改造，显著提升
渔民收入。同时，创新开展“海上党建”
活动，在休渔期打造“党员先锋船”流动
课堂，组织渔业技能培训20余场次，发放
安全生产手册 3000 余份，将党的关怀与
安全生产知识精准送达每艘渔船、每位
渔民。

服务效能：
机制创新优环境
群众满意暖心田

在茂名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分局办事
大厅，一切井然有序，办事的群众脸上挂
着满意的笑容。“原本以为要花一个上
午，没想到办事速度这么快，不到一个
小时就办好了，流程简单又省事，真是
出乎意料！”辖区一企业负责人为茂名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分局的创新举措点
赞。该局推行“容缺受理+承诺审批”机
制，组建“政务帮办团”，让企业办事“最
多 跑 一 次 ”，群 众 满 意 率 持 续 保 持
100%。他们的创新举措不仅提高了办
事效率，更为企业解决了实际困难，优化
了营商环境，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从沙尾村的治理创新到海雁渔业的
产业升级，茂名滨海新区基层党组织用实
干诠释初心，以担当践行使命。接下来，
茂名滨海新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激励
广大党员干部在“百千万工程”中勇当先
锋，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强红色力量。

筑牢民生“幸福线”
点燃发展“强引擎”

茂名滨海新区
激活基层党组织
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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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许巨滔

本报讯 昨 日 ， 2025 化 州
（新安） 第九届水果文化旅游嘉
年华暨新安水果品牌推介会在
化州新安镇启动，通过品牌推
介、新品发布、科技赋能等多
种 形 式 推 动 “ 小 水 果 ” 撬 动

“大产业”，全面展现新安镇
“水果之乡”的生态魅力与乡村
振兴的蓬勃活力。

推介会现场人潮如织，热
闹非凡。各个水果展销摊位前
挤满了热情的市民和游客，人
们摩肩接踵，争相品尝、选购
特色农产品。色泽澄黄、饱满
圆润的鸡心黄皮，果香四溢、
个 头 饱 满 的 番 石 榴 ， 香 气 扑
鼻、口感独特的新安面包鸡，
无一不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展
位 前 排 队 等 候 的 人 群 络 绎 不
绝，现场气氛热烈，处处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随后，番石榴
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正式
揭牌，为新安乃至粤西番石榴

产业注入科技动能，助力其向
标准化、品牌化迈进。现场还
进行了红宝石番石榴新品种、
新安面包鸡等新品推介。该嘉
年华活动已成功举办了 9 年，
从小型水果展销平台成长为综
合性展示平台，成为展示新安
特色水果魅力的窗口、推动三
产融合的引擎，更是赋能“百
千万工程”的载体和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的品牌。

新安镇党委副书记莫举道
告诉记者，今年新安重磅推出
了几样新的产品，一是番桃黄
皮饼，二是新安面包鸡，三是
百年榕树茶，四是水果盘景。
这 些 产 品 在 市 场 上 反 响 非 常
好 ， 有 力 推 动 了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 为 深 入 实 施 “ 百 千 万 工
程”注入新动能。据了解，新
安镇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深入
实施“百千万工程”，大力发

展特色水果产业。目前全镇水
果种植面积达 8 万多亩。当地
不断优化品种，引入红宝石番
石榴等新品种，并依托助镇帮
镇扶村工作队，建成全省首个
镇级农业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园
等平台。同时，新安镇创新性
地 采 用 “ 以 节 造 势 、 文 化 搭

台、水果唱戏”的模式，成功
打造出一个展示新安风貌的重
要窗口。

现场还进行了“2025 新安
镇十佳水果种植基地”颁奖仪
式， 10 个基地获此殊荣。据
悉，当晚举办“村 BA”邀请
赛，为活动再添精彩。

2025化州（新安）第九届水果文化旅游嘉年华昨启幕

■文/图 记者 欧梦霞 李颜东

本报讯 连续九场非遗展演
场场爆满，茂南洪拳的刚、电白鳌
鱼舞的灵、高州木偶戏的趣……
每一场都让市民们沉浸式感受到
非遗魅力。昨晚，由茂名市油城
老年大学联合茂名市创文巩卫
办、茂名市文化馆、中共茂南区委
宣传部、中共信宜市委宣传部主
办的“茂名非遗半小时·第十场”
在市文化广场大舞台如约而至。
本次活动带领观众走进省级非遗
——信宜竹编的奇妙世界，在竹
编的经纬交错中，感受非遗传承
人的匠心坚守，触摸那段绵延百
年的岁月温度。

信宜竹编传承悠久
信宜市属“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山区，这里林木竹藤资源十分
丰富，特别是竹子的种植面积达
4 万多公顷。广袤的竹林，不仅
为大地增添了一抹翠绿，更为竹
器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
料，促进了竹器加工工业的蓬勃
发展。信宜的竹编有着悠久的历
史，编织工场星罗棋布，以怀乡竹
编尤为特色。据《信宜县志》记
载，信宜的竹器编织已有一百多
年历史。早在清代已有竹编加工
业，产品主要是各种生活用具。
民国时期，各圩镇均有竹木编织
品店铺，以经营米筛、簸箕、谷箩、
粪箕、鸡鸭笼、竹篮等日常用品及
家具为主。2013 年，信宜竹编被
列入第五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信宜竹编从原来主要用于生
产农具，发展到如今种类繁多。
有花蓝、银箩、花碟、面包篮、面
包萝、书箱、圆箩、蛋兜等类共

100 多个系列，10000 多个品种。
这些竹编制品不仅实用，而且美
观大方，每一件都蕴含着匠人的
心血和智慧。在发展过程中，信
宜竹编也和其它传统手工技艺一
样，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威胁，生存
堪忧。为使竹编技艺能够得到持
续发展，信宜市委、市政府、竹编
行业协会等通过开办竹编技艺培
训班、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等多
种方式，增强竹编工艺的生命
力，并开发出竹藤、竹木、竹芒、竹
铁混合编织工艺，产品远销海外，
深受外商欢迎。

现场展示竹编技艺
当晚，信宜市竹编行业协会

会长陈盛勇登台倾情讲述传承背
后的匠心故事，并呼吁市民朋友
参与宣传竹编文化，以传统手艺
传承工匠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还现场
邀请十组观众上台，在信宜竹编
的市级、县级传承人的指导下，体
验竹编技艺，亲手触摸竹篾的温
润肌理，完成一件独一无二的竹
编小物，“沉浸式”了解竹编过程，
饱览非遗风采。

竹编+歌舞
解锁非遗年轻化表达

当《竹编姑娘》的旋律响起，
灵动舞姿缠绕竹编技艺，歌声编
织山民与自然的共生故事，在光
影交错中感受“竹篾为笔，生活为
墨”的东方诗意，解锁非遗的年轻
化表达。

台上竹编技艺与歌舞完美融
合，台下观众跃跃欲试，不少市民
模仿着歌舞演员的动作跳起舞
来，甚至产生“试一试”的想法。

“竹编+歌舞的形式很有趣，而且

也能帮助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我
准备把这个形式融入日常舞蹈教
学中，让我的青少年学生从中了
解信宜竹编，爱上非遗文化。”青
少年舞蹈培训机构的林宜宣老师
说道。

有奖问答气氛热烈
为了提高市民对我市非遗文

化的认识度，鼓励市民主动担任
特色文化的宣传者、传承者，当
晚，活动特意准备了精美礼品，通

过有奖问答环节派送给市民。随
着主持人的提问落下，现场热情
瞬间被点燃，观众们纷纷举手，争
先恐后回答问题，每当有观众答

对问题时，都会赢得一份精美的
礼品，让观众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学习到了更多关于信宜竹编
和文明小知识。

茂名非遗半小时第十场走进信宜竹编的奇妙世界

篾丝承古韵 巧手织新篇

扫一扫
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