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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邓巴烽
张玉微通讯员 潘春霞

本报讯 电白区妇联按照区
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发
挥组织优势，利用妇女在家庭和
基层社会中的独特作用，以妇女
议事会为载体，探索“妇女议事+
村（居）民说事”模式，推动问题
在说事中解决、矛盾在说事中化
解、民心在说事中凝聚，探索出
了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新路
子。妇女议事会是在基层党组
织领导下，由妇联组织牵头，以
村（社区）妇联执委为骨干，以普
通妇女群众为主要议事群体的
一种议事形式，是解决妇儿民生
实事和化解基层矛盾的有效途
径，目前全区 338 个村（社区）已
全部建立妇女议事会，累计发动
8300 名妇女参与村（居）民说事
和妇女议事活动，收集意见建议
1356 条，推动解决民生问题 69
项，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工作
中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共绘美丽乡村的协商平台
“大家看，黄秀新家绿植错

落有致，花香四溢，清新的空气
扑面而来。别光羡慕，你们家也
可以！”在妇联干部的号召下，旦
场镇花园村开展“妇女议事+村
（居）民说事”活动，大家围坐在
一起，围绕“如何建设美丽庭院”
等议题畅所欲言。有的妇女结
合自家实际，分享打造小花园、
小菜园的经验；有的提出根据庭
院空间和当地气候选择合适树
种的建议；还有的就植树后的养
护管理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经
议事平台推动，越来越多村民行
动起来，清理杂物、栽种绿植，曾
经单调的庭院逐渐焕发出勃勃
生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美丽
庭院不仅是人居环境改善的“小
细胞”，更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大
窗口”。妇女议事会搭建起民主
协商的平台，吸纳了广大妇女建
设美好家园的“金点子”，目前，已
评选出区、镇、村三级“绿美庭院”
4450 户。全区妇女积极参与到

“我为娘家添抹绿 绿美电白齐参
与”“同植幸福树 共建绿美家”主
题巾帼植树活动，今年以来，全区
三级妇联开展植树活动44场次，
参与活动1360人次，培育建设巾
帼林、家庭林、亲子林22片。

共建平安乡村的前沿阵地

“谢谢阿姨，我终于敢说出
心里的委屈了。”在社区儿童之
家，初中生小林（化名）向心理咨
询师倾诉心声。在开展妇女“议
事+村（居）民说事”活动中，如何
让家里的孩子远离网络的不良
影响、健康成长是很多群众的烦
心事，区妇联积极争取省舒心驿
站项目，为妇女儿童及家庭提供
心理调适、情绪疏解、家庭亲子
关系调适等专业心理咨询服
务。今年来，舒心驿站为40人次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为存在抑郁
倾向的儿童及时介入进行一对
一心理疏导，成功化解危机。这
是电白区开展“五个千场”保护
妇女儿童权益宣传教育暨“巾帼
普法乡村行”活动的缩影。从普
法课堂到心理诊室，从安全演练
到维权现场，妇女议事会成员用
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坚韧，将“五
个千场”行动转化为守护妇女儿
童的生动实践。她们既是政策
的宣传员，也是问题的发现者；
既是矛盾的调解人，更是权益的
守护者，电白区已开展“五个千
场”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宣传教育
活动1710场。

妇女议事会还是化解婚姻
家庭矛盾纠纷的前沿阵地。“真
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了抚养
费！”在妇女议事会的帮助下，遭
受家暴的陈女士不仅摆脱了婚
姻困境，还通过法律援助争取到
孩子的抚养权和抚养费。议事
会成员在走访中发现婚姻家庭
矛盾纠纷线索后，积极协助司法
所、妇联、法律援助中心等部门
解决矛盾纠纷，一年来共参与处
理352宗个案。

建设富裕乡村的穿针引线
“这笔贷款就像救命稻草，

让我的沉香种植基地渡过难
关！”在村妇女议事会上，赵大姐
红着眼眶分享经历。去年，她的
种植基地资金链断裂，即将倒
闭。妇女议事会得知情况，建议
其到妇联申请妇女创业小额担
保贴息贷款。赵大姐成功申请
到10万元低息贷款，生意逐渐回
暖，如今还新增了 3 个就业岗
位。在妇女议事会推动下，妇女
小贷项目为缺少抵押物的创业
女性打开通道。2024年以来，共
发放项目贷款 3484.8万元，帮助
350名像赵大姐这样的妇女获得
创业资金，间接带动5200多名妇
女就业，让“小贷款”真正成为撬
动“大事业”的支点。

“以前总在‘顾孩子’和‘去
上班’之间挣扎，现在终于不用
做选择题了！”在五羊雨具厂的

“妈妈岗”流水线上，二胎妈妈崔
女士熟练地踩着缝纫机。在开
展“妇女议事+村（居）民说事”活
动中，发现大量宝妈因接送孩
子、照料家庭无法全职工作，就
业意愿强烈却面临岗位稀缺难
题，电白区适时推出弹性工作制
的“好心妈妈岗”，目前，全区提
供“妈妈岗”企业395家，设立“妈
妈岗”10124 个，覆盖制造业、服
务业等多个领域，像崔女士这样
的宝妈每月增收2000多元。

浸润文明乡风的宽广舞台
“没想到我家的平凡故事，

能给这么多人带来感动！”在林

头镇的“妇女议事+村（居）民说
事”活动现场，群众们聚在一起
谈论村里的事务，也拉拉家常，
其中不少是妇女群众，村民张常
丽讲述着祖辈“勤俭持家，和睦
团结”家规家训，村民李大姐深
受触动：“听到张家的故事，我更
懂得要珍惜家人、互相包容。”如
今，孝老爱亲、勤俭持家的传统
美德在说事活动中焕发新生。
妇女议事会深入各村（社区）挖
掘家风典型，通过“好心家风润
童心”“家风故事会”等形式，邀
请家教家风讲师团成员到村（社
区）家长学校讲新时代好家风故
事，引导广大家庭争创好家庭、
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以家
庭小和谐，共建社会大和谐。在
村头的老榕树下、农家的庭院

里，妇女议事会正用温柔而坚定
的力量，将优良家风融入乡村肌
理。通过一场场充满烟火气的
议事活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家
风故事被挖掘，让文明乡风在乡
土间悄然生长。

“妇女议事+村（居）民说事”
活动已悄然成为电白区基层治理
的“她力量”，不仅搭建起倾听民
意的桥梁，更点燃了女性参与公
共事务的热情。从家长里短到社
区难题，妇女群众积极参与，用细
腻视角剖析问题，以柔性智慧凝
聚共识，将一个个“金点子”转化
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未来，
妇女议事将持续深耕群众沃土，
激发更多“半边天”的潜能，在推
动社会和谐、促进民生福祉的道
路上展现巾帼担当。

妇女议事：议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邓巴烽
吴彩虹通讯员李文琳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1+6+
N”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近
日 ，信 宜 市 检 察 院 将 听 证 会

“搬”到金垌镇智慧农贸市场
旁，依法对一起妨害公务案件
开展公开听证，同步推进普法
宣传，以“上门听证+普法”双轨
模式，推动检察服务下沉，全力
护航基层治理。

此次听证邀请了侦查机关
代表、金垌镇政府执法人员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参加，商户经营者、附近居
民等20余人旁听。

听证现场：
以案释法化解矛盾，

审查公开促公正

案件当事人温某某因不满
执法部门对其占道经营的查

处，采取暴力手段阻碍执法人
员依法执行公务，涉嫌妨害公
务罪。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
详细介绍了案件的审查情况，
围绕拟不起诉的理由及法律依
据，从案件的社会影响、危害
性、教育惩罚的意义等方面进
行了阐述，侦查机关代表、执法
人员代表、案件当事人依次发
表意见。

侦查机关代表、执法人员代
表均对检察机关拟对温某某作出
不起诉处理无异议。执法人员代
表表示，温某某在案发后能够及
时改正自身行为配合街道整治，
希望其今后能够做到守法经营。

温某某也诚恳表态：“我已
经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我保
证以后合法经营，积极配合有关
机关开展的执法工作。”

随后，听证员就案件情况进
行提问，并围绕案件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处理意见等问题进行
了评议，一致认为温某某已深刻

认识到错误，且未造成严重后
果，同意检察机关对其不起诉的
处理意见。

法治宣传：
以案促治延伸职能，

培育文明新风尚

听证会后，检察干警在原地
支起“法治小课堂”，通过发放普
法宣传册、现场答疑等形式，结
合本次听证会案例，为现场群众
进行生动普法，用“拉家常”的方
式提醒周边商户依法规范经营
是“保护”而非“约束”，只有诚实
守信、依法依规，才能赢得消费
者的信任，树立良好的商业信
誉，实现长远发展。

“将听证会开到市场旁边，
这个做法非常好。让群众亲眼
看到司法公正，比单纯的普法更
有说服力。希望周边商户、群众
从本案中吸取教训，规范农贸市
场经营秩序，携手共建美丽圩

镇。”参与听证的信宜市政协委
员熊德海点赞道。

“司法办案既要‘向前一步’
化解矛盾，更要‘向后延伸’推动
治理。”承办检察官表示，下一步
将深化与各部门协作，推进“上

门听证+普法”常态化，以检察之
力厚植基层治理“法治土壤”，为

“百千万工程”美丽圩镇建设注
入法治动能，让乡村振兴既有

“烟火气”，更有“文明风”，助力
实现基层善治目标。

开在农贸市场边的检察听证

信宜检察“上门听证+普法”双轨发力护航基层治理

■记者 邹慧 通讯员 陈杨官

本报讯 在化州市，一场场接地气、聚人
心的“微宣讲”正成为推动“百千万工程”的
重要力量。从荔枝林下的“柏桥讲堂”到化
橘红合作社的田间课堂，从人大代表参与的
商会建设到“新农人”的创业故事分享，化州
通过灵活多样的宣讲形式，激发基层活力，
助力乡村振兴。

“小故事”讲活“大政策”。“从高中起，我
就决心把化橘红当作一生的事业。”全国人
大代表、化橘红非遗传承人廖志略在“柏桥
讲堂”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大学毕业后，
他返乡成立合作社，带动社员销售超 3500
万 元 ，让 化 橘红从“山果果”变成“金果
果”。如今，化橘红种植面积达 13 万亩，年
产值超百亿元，从业者超 30万人。

类似的宣讲在化州遍地开花。沉香种植
户讲述产业升级之路，深埇村党支部书记分
享“空心村”变“振兴村”的历程……宣讲员用
身边案例，让政策更易懂、发展思路更清晰。

“微平台”凝聚“大合力”。化州创新“宣
讲+”模式，将政策解读与产业发展、基层治
理结合。鉴江街道商会成立大会上，人大代
表与企业共商招商政策，推动“公司+农户”
模式，带动 4 万农户增收。驻化州帮扶工作
队则通过宣讲推广化橘红“药食同源”新机
遇，促成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研发200多种
深加工产品，推动产业迈向200亿元目标。

“新载体”激发“新活力”。除了线下宣
讲，化州还借助新媒体扩大影响。资助政策
宣讲队走村入户，确保困难学子“一个不
落”；微短剧《化州化橘红，天下第一红》以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品牌故事。文旅
融合宣讲则带火“村 BA”“中医药文化夜
市”，2024年文旅收入增长45%。

如今，化州的“微宣讲”已从单向传播转
向互动共谋，成为凝聚共识、赋能发展的“金
钥匙”。正如当地干部所言：“宣讲不仅要

‘入耳’，更要‘入心’，让群众真正成为‘百千
万工程’的参与者、受益者”。

化州微宣讲赋能“百千万
工程”：

“小故事”
讲活“大政策”

■通讯员 翁玲敏 记者 许泰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社工专业能力，
促进机构间的经验交流，近日，荷花社工团
队前往南塘社工站开展互访学习活动（如
图）。本次活动围绕“个案发掘技巧”“活动
策划与执行”“提升参与者积极性”三大主题
展开深入探讨，通过实地观摩、案例分享与
互动研讨，为社工同仁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
验与创新灵感。

聚焦个案发掘：

从需求出发，精准服务
在个案工作交流环节，南塘社工站分享了

“社区走访+资源联动”的个案发掘模式。社工
代表以典型案例为例，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日
常走访、居民反馈及社区活动发现潜在服务对
象，并借助多方资源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荷
花社工团队结合自身经验，提出“建立信任关
系是核心”的观点，双方就如何平衡主动介入
与隐私保护展开热烈讨论，总结出“以需求为
导向，以尊重为前提”的工作原则。

创新活动策划：
让服务更有温度

活动策划环节中，南塘社工站展示了近
期开展的“青春期性教育活动”和“五升六成
长适应活动”案例，重点分享了“小而精”的
活动设计理念——通过细分受众、贴合实际
需求提升参与度，双方一致认为，活动成功
的关键在于“前期调研充分、流程设计灵活、
后续反馈及时”，并计划未来尝试跨界合作，
引入更多社会资源。

激发参与热情：
从“旁观者”到“主人翁”

如何调动居民积极性是社工服务的常见
难题。南塘团队提出“赋能居民骨干”的策
略，通过培养社区志愿者带动更多人加入；荷
花社工则强调“趣味性与成就感并重”，如在
活动中设置互动游戏、成果展示环节。现场
还模拟了“破冰游戏设计”工作坊，让参与者
亲身体验如何通过细节营造轻松氛围。

互学共进，携手成长
荷花社工领队表示：“此次学习不仅拓宽

了思路，更让我们看到社工服务的无限可
能。”南塘社工站负责人亦感慨：“交流碰撞出
的火花，将成为优化服务的助推器。”

此次互访活动以实务为导向，以解决问
题为目标，不仅强化了兄弟机构间的纽带，
也为提升社区服务质量注入了新动能。未
来，双方将继续秉持“助人自助”理念，携手
探索更具成效的社会工作路径。

南塘社工开展互访学习活动

共探个案发掘与
活动策划新思路

◀家门口的企业设立更多“妈妈岗”。

水东街道忠良社区妇女议事会。

▲大力推动“美丽庭院”创建。

■通讯员 蔡莲珍 林妍

本报讯 为推动荔枝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高果农经济效
益，近日，茂名市老促会、扶
促会联合电白区老促会在林头
镇赤岭老区村 （茂名市加禾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 召开荔枝品
种改良现场会，市老促会会长
罗明、电白区委常委陈立文到
会指导并讲话。参加现场会的
有全市各区、县级市老促会会
长和分管科技兴果的领导、兴
果专家顾问、以及种植荔枝专
业户代表等近100人。

据了解，从 1998 年开始，
茂名市老促会、扶促会在全市
老区实施“科技兴果”计划，
每年安排 30 万元专项资金，指
定专人联系水果科技专家顾
问，引种优良品种，进行技术
创新。电白区老促会以茂名市
加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荔枝
品种改良示范基地，通过嫁接
换种技术，成功把原来市场价
格较低的黑叶、白蜡等传统品
种改良为质优价高畅销的妃子
笑、白糖罂、桂味，以及引进
冰荔、仙进奉、岭丰糯、井冈
红糯等 10 个科研新优品种，价

格比普通荔枝提高了 4 倍以上，
其中，冰荔价格高达 100 多元 1
斤，其他新品种价格也在 20
多、30 多元 1 斤，大大提高了
种植荔枝的经济效益，成为电
白荔枝改良品种的领头雁。

现场会上，相关专家及技
术人员对3个改良的荔枝品种及
10 个引进的新优品种成果进行
验收。一颗颗改良后的荔枝果
实饱满、色泽鲜艳，在品质和
产量上均有显著提升。与会人
员围绕荔枝品种改良技术展开
深入交流与探讨，详细分析不
同品种的特性及改良优势，为

果农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品种
改良方案。

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
凝聚共识，深刻把握品种改
良 的 战 略 意 义 ； 要 聚 焦 科
技，精准施策，全力推动品
种改良提质增效；要协同联
动，狠抓落实，确保品种改
良取得扎实成效。要以此次
现场会为契机，加快新技术
推广应用，促进荔枝产业提
质增效，让荔枝真正成为老
区人民的致富果，为茂名建
设农业强市、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贡献更大的电白力量。

罗明强调，荔枝品种改良
是提升产业效益、助力乡村
振兴的关键举措。把荔枝特
色产业发展得更好，对荔枝
品种进行改良，是老区乡村
振兴的重要举措，要齐心协
力抓好荔枝品种改良，努力
增加农民收入。希望各镇村
要把荔枝品种改良列入乡村
振兴的重要议事日程；各级
老促会要积极发挥参谋助手
和桥梁作用；各级科技兴果
专 家 顾 问 要 继 续 贡 献 力 量 ；
各种植大户要带动更多果农
致富奔康，共同富裕。

茂名市荔枝品种改良现场会在电白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