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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卢莹洁

本报讯 近日，以“智创未来路 科普向新
行”为主题的茂名市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广
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正式启动。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陈敏玲、市社科联主席张学强等
出席主题日活动，全市社科界代表约50人齐
聚一堂，共同开启社科普及新篇章。活动包
含启动仪式、学术研讨会及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旨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赋能地
方高质量发展。

启动仪式上，张学强代表主办方致辞。
他系统回顾了过去一年茂名社科普及工作
的显著成效，并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三项重
点任务。一是铸魂为先，深植理论之根，让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用通俗
语言和百姓视角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
心要义与茂名实践；二是务实为要，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群众需求开展社
科普及工作，建好平台桥梁，推动高校深度
参与“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三是创新形
式载体，打造全场景沉浸式科普体验；强化
短视频、H5等移动端轻量化传播；拥抱AI浪
潮，驱动科普智能化。

陈敏玲在随后的研讨会及座谈会上作
讲话。强调必须以“社科共同体”的格局，推
进系统性变革。一是聚焦核心任务，让党的
创新理论扎根茂名大地。严格落实省、市关
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考核要求，各相关单位
须定期报送落实情况。二是构建“社科共同
体”，打破资源壁垒。成立学术工作坊，攻坚
重大课题、承办重要学术活动，建立科普创
作大联盟，专供内容生产。三是重塑评价体
系，激发创新动能。将政策采纳率、科普参
与度纳入高校职称评审，推行“人才旋转门”
制度促进教师赴企业实践。

据悉，本届社科普及周将持续至 7月 10
日，各区、县级市社科联，省、市社科普及基
地和业务主管的社科类社会组织，要围绕今
年社科普及周的主题，举办基层科普巡演、
科普网络宣传、国学诵读大赛等社科普及活
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

智创未来路
科普向新行
2025年茂名社科普及周活动启动

十年前的9月25日，广东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茂名市
成为广东省第二批取得地方立法权的地
级市，开启了茂名地方立法的新征程。

十年来，茂名市委高度重视地方立法
工作，制定出台《中共茂名市委关于加强
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实施意见》，构建党委
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工
作格局，为立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历任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多次对立法
工作作出批示。市委常委会及时召开会
议研究解决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以及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困难，讨论研
究立法重大事项50多次。

在茂名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茂名市人
大常委会坚持“小切口”立法，立足地方特
色立法，十年间出台13部彰显“茂名特色”
之法规。这13部地方法规，承载着民生关
切与发展智慧，如一把把法治利器，持续为
茂名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其做法经验备
受全省立法交流会的关注，多次被中国人
大网、法治日报等权威媒体聚焦报道。

首法打响“碧水”保卫战
护航城市“生命之库”

高州水库是茂名市最重要的水源地，
水库水质一直是市民最为关切的问题。
2016年初，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启动立法需
求调研，社会各界反馈意见最集中的也是
要立法保护生命之库——高州水库，《茂
名市高州水库水质保护条例》顺应民意作
为茂名市首部实体法列入 2016年立法项
目。条例实施后，效果立现，高州水库水
质由Ⅲ类持续稳定在Ⅱ类，困扰多年的蓝
藻水华现象得到有效治理，老百姓喝上了
放心水。

针对养殖污染严重影响河湖水质问
题，茂名市人大常委会还制定《茂名市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茂名是畜禽养殖
大市，每年生猪出栏量均在 500 万头以
上，约占全省年出栏量的六分之一。由于
养殖方式粗放，大量散养户产生的污水和
粪便未经有效处理就直接排放，养殖污染
严重影响河湖水质。为确保畜禽养殖与
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茂名市人大常委会
2019年初制定了《茂名市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条例》，创新提出畜禽养殖产业园区概
念，并禁止专业户、散养户的养殖场直接
排放污染物，赋予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监管
的法律手段，通过法治手段科学确定畜禽

养殖规模，系统规范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行
为，为茂名市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奠
定坚实基础。

出台露天矿保护管理条例
“城市伤疤”变身美丽生态公园

露天矿是“油城茂名”的发源地，从
1958 年破土开采到 1993 年停产，再到
2011年全面关停，在承载茂名悠久矿业文
化、辉煌历史的同时，也留下了满目疮痍
的巨大矿坑。2013年，茂名市委市政府在
正式接收露天矿后，决定对其进行“引水、
种树、建馆、修路”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
复，建设露天矿生态公园。但初建成的生
态公园环境脆弱，亟需从法规层面对其保
护加以引领、规范和保障。2018年5月31
日，《茂名市露天矿生态公园保护管理条
例》经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实施。该条例的
实施，推动露天矿生态公园污水横流、矿
坑湖水酸化、废渣盖满山头等恶劣状况持
续好转，昔日“城市伤疤”华丽转身为茂名
市城市“新名片”，成为《人民日报》推荐的
治理典范。如今的露天矿生态公园早已
成为碧波荡漾、苍翠欲滴、繁花似锦、鸟儿
啾鸣、文化荟萃的旅游景点，每天游人络
绎不绝。

聚焦“百千万工程”
扬发展之帆

2023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广东茂名考察调研时指出：“发展特色产
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
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

茂名市人大常委会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茂名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百千万工
程”（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围绕农业大市实际
和市委“全产业链打造‘五棵树一条鱼一
桌菜’（荔枝、龙眼、沉香、化橘红、三华李、
罗非鱼以及预制菜产业）特色产业”工作
部署，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的作用，针对外地产品以次充好、化橘红
产品标准不规范、产品竞争力不够强等问
题，制定《茂名市化橘红保护发展条例》，
建立质量追溯、地方标准制度，实现一码
溯源、全链条监管，推动化橘红药食同源，
竞争力明显提高。同时，针对古荔枝树养

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养护措施不规范
等问题，制定《茂名市古荔枝树保护条
例》。两条例的实施，推动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2024 年，撬动化橘红、荔枝全产
业链产值超 200亿元，其中化橘红生产总
值达115亿元，较立法前激增43亿元。

为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促进乡村振
兴，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制订了《茂名市村
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2024 年又针对
执法检查中群众反馈的问题，及时修改
了《茂名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把
行之有效的“一户一宅、建新拆旧、带图
审批、现场办公、管好工匠、管住材料”农
房管控二十四字方针通过法规固化。条
例的施行，对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风貌、建设美
丽乡村、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都起到
了较明显的引领作用。

三部法规“组合出击”
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2017年 9月，茂名市正式启动全国文
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茂名市
人大常委会根据市委创文创卫决策部署，
制订《茂名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茂名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茂
名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三部法规各有
侧重，齐齐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
卫生城市：《茂名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明确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中
的各方职责，厘清了社会各方权利义务，
特别是对公园广场遛狗、公共场所噪声污
染、城市道路设置停车障碍等群众普遍关
注问题予以规范；《茂名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规范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全
程分类、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提升
了生活垃圾管理水平和实效；《茂名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首次把“好心茂名”引入
法规，既为有茂名特色的文明创建活动增
添了一道亮丽的底色，也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好心茂名”精神制度化打下了
基础。三部地方法规的施行，极大促进了
茂名市创文创卫工作开展，推进茂名实现
美丽“蝶变”。2021年1月，茂名市正式命
名为国家卫生城市；2025 年 5 月，茂名市
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同时有 18 个
镇村、单位、家庭分别荣获全国文明镇、全
国文明村、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文明家庭、
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立善治之法
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支撑

茂名是广东省石化大市，石油化工
行业相关产品多属危险化学品，当年全
市有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 62 家、车
辆 5693 辆。针对危化品道路运输的全
过程监管缺失和超载运输充装、非法卸
载分装等违法行为，茂名市人大常委会
制定了《茂名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管
理条例》，有效填补上位法在危化品道
路运输装卸环节管理和执法方面的空
白，推动建立全过程监管平台。法规施
行后，茂名危化品运输车辆监控覆盖率
达到 100%，超载违章行为下降 99.9%，超
速违章行为下降 92.9%，危险化学品道
路运输行业管理水平大大提升，重特大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事故得到有
效防范遏制。

茂名市人大常委会还制定《茂名市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划定了禁止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大力管控烟花
爆竹行业经营，有效预防和减少石油化
工企业发生爆炸、火灾风险隐患，烟花爆
竹引发的安全事故大为减少；《茂名市森
林防火联防条例》，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
火灾，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有力
法治保障。

此外，为解决点播影院、产后康养机
构、校外托管培训机构等新业态经营场所
消防安全条件不够完善、人员疏散能力较
弱、火灾风险较大等问题，茂名市人大常
委会正在制定《茂名市新业态经营场所消
防安全管理条例》。

春秋十载，从守护茂名“大水缸”的高
州水库水质保护条例，到助推昔日“城市
伤疤”蝶变为“网红打卡点”的露天矿生态
公园保护管理条例；从守护石化产业安全
防线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管理、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到擦亮特色农产品品牌
的化橘红、古荔枝树保护条例，茂名市人
大常委会始终以地方特色为笔、以法治为
墨，书写着立法为民、护航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答卷。

站在新的起点上，茂名市人大常委会
将继续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茂
名发展大局和群众所需所盼，深耕立法质
量，以立法之光照亮发展之路、守护人民
之盼、夯实善治之基，奋力谱写法治茂名
新篇章！

茂名立法十周年：

出台13部彰显“茂名特色”之法规
本报通讯员 叶秀良 赖楚云

■记者 曾金妍

本报讯 7月7日至8日，市人大常委会组
织法制工作履职平台的市人大代表到化州，
开展“察民情惠民生助力百千万·人大代表
在行动”主题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廖
述毅参加活动。

代表们先后前往化橘红产业博览中心、
化州市化橘红检验检测中心、化橘红地理标
志驿站、化州平定镇积田大岭村化橘红种植
基地、广东深融生态产业有限公司、化州市
培林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地，通过实地查
看、听取汇报、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等方式，详
细了解化橘红在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深加
工、销售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茂名市化橘红
保护发展条例》中化橘红地理标志和化橘红
优质生产基地等制度落实情况。

调研中，代表们对化橘红产业在促进乡
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
了充分肯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持续关注化橘红产业发展，充分
发挥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反映民意、监督推
动等方面作用，助力解决化橘红产业发展中
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各项利好政策落地见
效，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察民情、惠民
生”的实际行动，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贡献人大代表的力量。同时，将
把调研中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和产业发展的
实际情况进行认真梳理总结，形成高质量的
议案和建议，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为化橘
红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
“察民情惠民生助力
百千万”主题活动

■文/图 记者 欧梦霞 周泽佳

本报讯 昨日晚上的油城墟人潮如织，
第六场“好心舞台百姓演”助力“百千万工
程”走进油城墟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启幕。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惠灵，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杨雄，市政协副主席赖强，市创文
巩卫办主任林振光等出席活动，并与市民
群众一起观看演出。

精彩的文化活动赋能“百千万工
程”，让油城墟更具活力。当晚演出精彩
非凡，歌曲《筑梦中国》《把一切献给党》
气势磅礴激情澎湃，振奋人心令人陶醉；
二胡独奏《赛马》、笛子独奏《策马扬鞭》
以激昂旋律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共谱
青春活力新乐章；舞蹈《荔乡荔香》翩跹
起舞，把荔枝文化、荔乡风情跳成流动的
画卷……台上舞姿翩跹、歌声飞扬、乐声
阵阵，台下欢声笑语、掌声不断，城市文
明与“百千万工程”有奖知识问答的惊喜
互动更是将演出推向高潮，处处洋溢着
欢乐祥和的气氛。

台上节目连连，台下惊喜多多。茂南
单人木偶戏、沉香制作、人工智能模型展
示、推拿理疗……活动现场特别开设的科
技“非遗”大集市和中医药夜市吸引不少
市民驻足了解、亲自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为做好“三下乡”服
务，助力“百千万工程”，科普赋能乡村智
慧，活动主办方还筹办了“干货”满满的畜
牧养殖技术培训咨询班及气象防灾科普
培训班，“手把手”为养殖户送上“技术锦
囊”，防范气象风险，助力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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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起，活动将
常态化走进籺村、油城墟等典型镇村，以
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助力茂名城乡
融合发展。

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
“好心舞台百姓演”第六场活动走进茂名油城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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