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暑期时，孩子们迎来了自由与
欢乐的时光。然而，暑期也是安全事故的高
发期，一系列安全问题威胁着孩子们的身心
健康，学校、家庭、社会都应该高度重视，努力
筑牢中小学生暑期安全工作防线。

溺水无疑是暑期中小学生面临的头号安
全威胁。夏日炎炎，江河湖泊成为孩子们消
暑的向往之地，可危险往往就在不经意间降
临。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逝在冰冷的水中，
留下的是家庭无尽的悲痛。据不完全统计，
每年暑期都有孩子因溺水失去了宝贵的生
命，那些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瞬间被泪
水与痛苦淹没。

交通安全同样不容忽视。假期里，孩子
们外出活动增多，马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而
部分孩子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在马路上追逐
打闹、随意横穿马路，骑自行车载人、逆行等违
规行为屡见不鲜。这些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安
全，也给过往车辆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每年
暑期，因交通事故导致中小学生伤亡的案例
也不在少数，一个个家庭因此支离破碎。

居家安全也存在诸多隐患。独自在家的
留守儿童，可能会因好奇摆弄电器、燃气设备，
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同
时，网络世界的诱惑让不少孩子沉迷其中，网
络诈骗也随之而来，一些孩子轻易相信陌生
人的花言巧语，泄露个人信息，导致家庭财产
受损。此外，长时间玩游戏还会影响孩子的
视力和身心健康。

性侵问题也时刻威胁着孩子们的安全。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孩子的单纯和无知，对他
们伸出罪恶之手。部分孩子缺乏自我保护意
识，不懂得如何拒绝陌生人的不合理要求，容
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一旦遭遇性侵，给
孩子带来的身心创伤将是难以磨灭的。

暑期中小学生安全问题形势严峻，筑牢
安全工作防线刻不容缓。学校在放假前，应
开展全面且深入的安全教育活动，通过主题
班会、专题讲座、观看安全教育视频等形式，向
学生普及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性侵
等多方面的安全知识，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和自护能力。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
的日常监管。对于防溺水，要做到“四知道”，
时刻掌握孩子的行踪；在交通安全方面，教育
孩子遵守交通规则，以身作则；居家时，检查家
中安全隐患，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电器、燃气设
备，监督孩子合理使用网络，防止沉迷和遭遇
诈骗；同时，关注孩子的社交情况，教育孩子学
会保护自己，避免遭受性侵。

社会各界也应共同努力。相关部门要加
强对危险水域的巡查和监管，设置明显的警
示标志，配备必要的救援设备；加强对校园周
边交通秩序的管理，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的
整治力度；加强对网络环境的净化，打击网络
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社区可以组织开展各
类暑期安全教育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
全的活动场所。

中小学生是家庭的希望，是祖国的未
来。让我们齐心协力，以坚定的决心和有力
的行动，筑牢暑期安全工作防线，为孩子们营
造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在
暑期里尽情享受美好时光，茁壮成长。

筑牢学生暑期安全防线
吴征远（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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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建设大城市”是省委赋予茂名的新使
命，是对时代机遇的精准把握，为茂名未来
发展作出的定位。

当前，茂名主城区人口接近百万级，已
接近人口意义上的大城市目标。然而从空
间上说，建设“大城市”不是中心城区“独
舞”，也不是各组团、区域的“散装”，而应该
是市域、县域协同融合的“大茂名”、“紧密
型城市共同体”、“城乡连续体”。我们要牢
记使命，把握机遇，借鉴先进城市经验，结
合自身实际，“以环境为基础，深入拓展‘新
型城镇化提升行动’，打造内外兼修的现代
化县域”，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为全
省乃至全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

“茂名经验”和“茂名智慧”。
深入拓展“新型城镇化提升行动”是实

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茂名建
设大城市的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建设不
仅是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过程，更是城乡融
合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在推
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重城市
规模的扩大，更要注重城市品质的提升，实
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要
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综
合承载能力，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改善居民
生活条件，构建更加宜居、宜业、宜游的新
型城镇化体系。

在拓展“新型城镇化提升行动”中，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
前提和基础。茂名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独特的生态环境优势，山水相依、海陆兼
备，为打造绿色宜居的城镇环境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
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全过程，通过加强生态
修复、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不断提升城镇
的生态环境质量。在此基础上，通过优化
城镇布局，促进城乡融合；提升城镇品质，
打造宜居环境；强化产业支撑，促进经济发
展等一系列具体举措，推动城镇规模不断
扩大，城镇品质不断提升，城乡发展差距逐
步缩小。

县域作为城市与乡村的桥梁，是新型
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围绕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时指出，要把县域作为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我们在推进
县域现代化进程中，要深刻认识到内外兼
修的重要性。所谓“内”是指县域经济的内
在实力和发展质量；而“外”则是指县域的
城市形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等。
只有内外兼修，才能实现县域的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为茂名大城市建设奠定坚
实基础。

抓关键节点联结。重点抓好“三大内
核”建设，当前尤其要统筹关注七大节点，
共同打造疏密有致、分工协作、有特色有温

度有魅力的高品质幸福茂名：高铁片区是
两个圈层和联结湾区的枢纽，重点推进路
网和国企总部建设；共青河片区是展示新
城活力的城市客厅，重点推进体育场馆、生
态公园建设；茂东片区是新城联动发展区，
也是城市东进的重要支点，要按既定城市
规划推动成熟地块出让和滚动开发，加快
完善供排水、道路等配套；西城片区是西翼
联动化州的重要节点，重点推进书房岭森
林社区、野生动物园和茂吴高速规划建
设；城北片区北联金石产业带、东联柏桥
荔博园，是高州融入中心城区的黄金节
点，重点加快推进阳光100“彩世界”项目，
同步提升周边出入口通道畅通以及光华
北一带城市风貌；金石产业带重点统筹处
理好“带”与“园”的关系，按“定位精准、功
能复合、支撑有力、特色鲜明”要求有序规
划建设；柏桥荔博园是城乡融合的“聚人”
节点，重点以经营思维策划管理好、运营
好美荔天地，加快市委党校新校区启用和
大型主题乐园布局。要加力布局茂名新
城连接化州城区、高州城区的快速通道，
全面提升县城与茂名新城之间的快速化、
公交化连接水平，努力实现产城乡深度融
合、互促共荣。

抓县城设计和实施落地。学习借鉴信
宜保持山水肌理、提升县城品质的经验做
法，按省的要求，从山水格局、城市新区、老

城旧街、产业园区、交通门户、实施保障等
10 个维度系统提升县城城市设计水平。
要紧扣实现县城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两
个目标，遵循管制强制性和主体多样性两
项准则，聚焦自然地理资源合理利用、历
史人文资源充分挖掘、回应群众关心关切
三大重点发力，处理好做什么与怎么做的
关系，解决存量空间怎么利用、增量空间
如何建设管理两大问题，琢磨好钱从哪
来、规矩怎么立两项工作，形成近期可实
施的一批项目、远期可管控的一套规则两
大成果，做好交通、产业、文旅、商业中心
等专项规划衔接。要高水平建设特色岭
南现代化县城，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推动县城和乡镇协调发展，梳理新
城建设、产业发展、旧城改造、基础设施等
重点领域近期可实施项目，主动争取新一
轮国债、专项债等政策支持，推动“蓝图”
变成“施工图”。

抓县城综合承载力提升。按人口规模
和经济布局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积极培育
消费新业态、建设智慧新商圈、拓展消费新
场景，提升县城聚人聚商聚产的能力，打造

“内外兼修”的现代化县城。要巩固提升
“三项服务”：教育要“以质图强”，借力“双
百行动”，推动优质资源的精准输入、先进
理念的深度植入、管理模式的创新嫁接，带
动县域教学水平提质增效，努力缩小与珠

三角先进地区差距。医疗要打造区域高
地，整合省级优质医疗帮扶资源，创新实施

“一对一”“组团式”“结对子”等多种帮扶方
式，帮助茂名育名医、立名科、创名院，打造
粤西县域医疗高地，让群众就近享有高质
量医疗服务。商业要突出策划，要树立“商
业在于活动”理念，依托柏桥服务区、窦州
里、疍家墟、七迳庙街等载体，系统策划更
多节庆 IP、消费场景、创新业态，通过高频
次、强互动的商业活动聚人气、促消费。要
全面提升城镇文明水平。重点提升好小
区、好社区、好城区、好镇区“四个区”建设
管理水平。因地制宜推动城市更新、老旧
小区改造。提升物业管理、社区服务、环境
整治、文化建设水平，营造安全、舒适、有归
属感的居住环境，打造和谐文明、宜居宜业
的美丽县城。吸引农创客、数字游民等青
年群体到县城创新创业，让年轻人愿意来、
留得下、生活好。

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百千万工程”、建
设茂名大城市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
以不负时代、不负使命的责任感，咬定“走
在前列”目标，以环境为基础，深入拓展“新
型城镇化提升行动”，打造内外兼修的现代
化县域，不断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
面，奋力推动茂名在市域发展、县域振兴中
走在粤东粤西粤北前列，为茂名大城市建
设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力。

学习贯彻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会精神系列评论

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内外兼修的现代化县域
兴茂平

送清凉
图/文 朱慧卿 童戈

据新华社报道，当前，全国各
地已陆续进入高温季节。为切实维
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
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
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
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全
国总工会已安排近4000万元资金，

用于引导和带动各地
工会开展送清凉活动。

高温天气是一张
民生考卷，关心关爱高
温一线人员的身体健
康和劳动安全，传递出
一座城市的温情和善
意。一份份礼物，一声
声慰问就是对他们最
深的关怀与爱护。我
们要感谢每一位奋战
在烈日下、忙碌在酷暑
中的工作者，是他们让
城市更加有序，让人们

的生活更加美好。我们要多听听户
外工作者的实际诉求，聚焦他们的
急难愁盼，多从细微处入手，确保把
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得更实在些、细
致些，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感受到
来自组织的贴心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