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茂名市区的光华中
路至光华北路、官渡二路至
厂前东路、红旗北路至复兴
大道这三条绿美示范道路，
苗木花卉构筑成一道美丽
的“生态走廊”；而建成后
的 8 个口袋公园，更将灰色
角落变为了“金角银边”。

“以前带孩子只能在马路边
玩 ，现 在 下 楼 就 是 口 袋 公
园。”刘女士的话，道出了不
少市民的心声。口袋公园让
这座滨海绿城焕发出新的生
态活力。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小小的口袋公园承载着大大
的民生幸福。口袋公园虽
小，却蕴含着巨大的生态价
值。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
每一寸绿地都弥足珍贵。这

些口袋公园就像一个个绿色
的小岛屿，为城市生态系统
注入新的活力。曾经，一些
老旧小区周边环境杂乱、空
气质量不佳，而口袋公园的
出现，仿佛给这片区域戴上
了“绿色口罩”。公园里种
植的各种花草树木，不仅能
吸收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还
能吸附灰尘、降低噪声。可
以说，小公园的绿色环保公
共资源，正是当地公共民生
的生动写照。

口袋公园也是居民休闲
娱乐的理想场所。对于城市
居民而言，忙碌一天后能有
个舒适的地方放松身心，曾
是一种奢望。而口袋公园的
建设，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
一需求。在社区附近的口袋

公园里，常常能看到老人们
在长椅上晒太阳、聊天，孩子
们在游乐设施上嬉笑玩耍。
这些公园如同城市中的“微
客厅”，让邻里间的交流更加
频 繁 ，增 进 了 社 区 的 凝 聚
力。有的口袋公园还设置了
健身器材，居民可以在这里
晨练、夜跑，享受运动的快
乐。在街角的一处口袋公
园，每天清晨都有一群热爱
运动的人打太极、跳广场舞，
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天。这种
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不仅
提升了居民的身体素质，也
让城市氛围更加和谐美好。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
口袋公园是城市“微更新”
的生动实践。随着城市化进
程加快，城市空间日益拥挤，

而口袋公园的建设巧妙利用
了城市中的闲置土地和边角
地块，实现了城市空间的高
效利用。这些原本被遗忘的
角落，经过精心设计与改造，
变成了充满魅力的公共空
间 ，它 们 就 像 城 市 的“ 补
丁”，缝补着城市发展中的缝
隙，让城市更完善、更宜居。
同时，口袋公园也为城市增
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一些
口袋公园融入了当地历史文
化元素，比如在具有深厚历
史底蕴的街区，公园中会设
置历史名人雕像、文化浮雕
等，让居民在休闲娱乐的同
时，感受城市的历史文化气
息。这不仅传承了城市的文
化基因，也提升了城市的文
化品位。

口袋公园焕发城市生态活力
王平生（电白）

笔者近日因事计划前往
信宜某镇拜访一个朋友。朋
友却在电话中致歉说，改天
吧，他已约好前往邻村给几
个老人义务理发了。因为路
程远或身体原因，有的农村
老人自己去理发很不方便，
朋友利用自己空闲时间进村
志愿为老人服务，真是一个
好心文明志愿者啊！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
界里，文明如同灯塔，照亮
人们前行的道路。做一个
好心文明人，不仅是个人修
养的体现，更是社会进步的

基石。文明，它不仅仅是礼
貌用语、规范行为，更是一
种生活态度，一种对他人、
对社会的尊重与关怀。

做一个文明人，要积极
参与社会活动，要从细节入
手，着眼于自身的言行与行
为，以实现文明行为。文明
人 要 有 良 好 的 社 会 责 任
感。社会责任感是文明人
最基本的素质之一，也是我
们社会发展的需要。做一
个文明人应该关注社会问
题 ，积 极 参 与 社 会 公 益 事
业，为建设和谐社会尽自己

一份力量。可以通过参与
志 愿 者 活 动 、关 注 环 境 保
护、参与公益组织等方式来
弘扬善行和正能量。只要
我们每个人都能为社会贡
献一份力量，我们的社会就
能更加繁荣、文明与和谐。

其 实 ，文 明 离 我 们 很
近，它就在我们身边随处可
见，在旅游区，我们不难见
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下山
时手里拎着装有垃圾的塑
料 袋 ，一 旦 发 现 路 边 的 垃
圾，他们就拾进袋中；在斑
马线上，我们不难见到好心

文明人搀扶着盲人过了马
路；在拥挤的公交车里，我
们不难见到好心文明人给
老人让座……

做一个文明人需要从
自己的行为、态度、心理、文
化等方面着手，不断提升自
己，不断完善自己，并树立
榜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
表现自己的文明素质，让自
己的文明之光照亮每一个
角落，温暖每一颗心灵，让
自己成为社会有价值之人，
为社会和人类文明进步贡
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做个好心文明志愿者
梁栩（信宜）

“爆炸桃”
图/文 沈海涛 杜燕盛

“ 甜 到 爆 炸 ！ 稀 有 品
种！”据新京报报道，近来，电
商平台上表皮布满裂痕的桃
子凭借“爆炸桃”名号与“比
普通桃子甜 5 倍”的宣传成
了热销网红。可撕开噱头外
衣，真相令人咋舌：这些“稀
有品种”实为天气异常、管理
疏漏导致的裂果，是批发商
筛选后弃用的“残次品”，检
测显示裂果糖度通常低于正
常果实。在农产品流通中，
裂果向来是“麻烦制造者”。
其表皮破损易滋生细菌、加
速腐烂，会增加储存运输成
本，口感也不稳定，收购时通
常被挑出低价处理或废弃。
然而经电商包装，这些本该
降级的水果竟成了“稀缺
货”。“自然开裂是阳光亲吻

的痕迹”等文案，将缺陷硬说
成“卖点”。

商家利用信息差收割
市场信任，农产品营销成
为“文字游戏”，受损的不
仅是消费者权益，更是农
业产业链的诚信根基。长
此以往，优质农产品生存
空间会被挤压，影响果农
长远利益。把瑕疵品吹成

“ 稀 有 品 ”不 是“ 营 销 创
新”，而是涉嫌欺诈。监管
部门需划定红线，加强规范
治理，严惩虚假宣传等行
为，让营销回归真实透明。
商家与其在话术上费心思，
不如在种植、储存、流通等
环节下功夫。让好水果有
好名声，次果有合理定价，
才是可持续的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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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广东
省乡村旅游消费热点榜单发布，
我市的茂名籺村、云上南清森林
文化旅游景区入选榜单。前者以
粤西传统美食“籺”为特色，打造沉
浸式饮食文化空间；后者将废弃矿
坑改造为生态景区，实现“卖石头”
到“卖风景”的华丽转身。这是我
市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所取得
的成效，也是我市探索乡村振兴路
径的成果体现。这里面的一个重
要经验是，乡村的发展必须立足乡
土本色，深挖本地资源，才能激活

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独特的
竞争力。

乡土本色是乡村振兴的根基
所在。“茂名籺村”从设想到建造，
再到运营，整个过程都准确把握了

“籺”这一极具我市地方特色的饮
食文化符号。茂名籺村没有简单
模仿和复制商业美食街的模式，它
以“籺”为切入点，将我市分散的民
间美食整合成系统化的文化体验
空间，在现代化商业运营中保留了
我市非常地道的文化韵味，不仅满
足了游客的味蕾，更构建了一个承

载我市饮食记忆的文化场景。茂
名籺村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既保留
了乡村特色的本来面目，又让乡土
特色在现代消费环境中焕发了新
生，这也是它受欢迎、被认可的重
要原因。

本地资源是乡村差异化发展的
关键。南清村的蜕变历程是一个动
人的故事，也是能够给其他乡村发
展带来启发的“他乡之石”。面对废
弃矿坑这一“生态伤疤”，当地没有
选择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进行
生态修复，最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

森林文旅景区，使曾经的“生态伤
疤”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鲜活样本。它的独特之处在于，
紧紧依托本地自然条件，打造“洗肺
圣地”，并串联起周边景观，形成了
差异化吸引力。南清村的发展路径
告诉我们，乡村最宝贵的资源往往
就蕴藏在本土环境之中，关键在于
如何发现和转化，而这也正是乡村
的竞争力。

综合这两个上榜的地方的特
点，不难看出，这两个地方不再是单
纯的乡村“农家食物产地”“观光

地”，而是一个具备产业活力和可持
续性的生态系统，它们向游客提供
的不仅是一种吃喝玩乐的空间，更
是向游客呈现了一种生活方式。这
种生活方式是有“魂”的，它通过本
土特色美食与游客产生了情感链
接，得到了认同；这种生活方式是有

“灵”的，它通过本土自然资源与现
代艺术等融入，成为触发游客灵感
和感悟的创意地。同时，这两个地
方已初步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特
征，有非遗文化、电商平台、科技、资
本等多维度的加持，突破了地域的

限制，进入了更广阔的市场，文化品
位和经济活力得到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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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会要求，要着力树立标杆、彰显特
色、做活体育+，特色化打造文旅体
产业。要特色化打造文旅产业，就
要立足乡村本土实际，走特色化、差
异化发展道路。只有尊重乡土本
色，善用本地资源，才能避免“千村
一面”的困境，才能够真正激活乡村
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乡村可持续
发展的独特竞争力。

立足乡土本色，增强文旅产业独特竞争力
陀宇（高州）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水是生命之源，滋养万物，润泽
生灵。水是民生之基，关乎民众的
生活生产。饮用水源、水利灌溉、防
洪排涝等都是民生关切。一个城市
的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
关注水的动态变化，未雨绸缪，主动
作为，写好“水文章”。茂名是海滨
城市，也是有山区地形地貌的城市，
山海并茂，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为了
提升百姓民生福祉，茂名在努力答
好城市治水民生考卷。

第一，答好农村集中供水民生
考卷。茂名已经基本实现农村集中
供水全覆盖，成功解决百余万人集
中供水问题。2021 年 5 月，广东省
政府印发实施《广东省农村集中供
水全覆盖攻坚行动方案》，明确2021
年年底前农村集中供水尚未全覆盖
的地级市基本完成全覆盖任务，全
省农村人口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
以上，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合格率
达到 90%以上。茂名地貌复杂、山
区人口众多，农村集中供水攻坚任
务量超全省目标任务的1/4。需铺
设主管道长度超过 7266 公里。茂

名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采取城
市管网扩网、城镇水厂扩容扩网建
设，改造提升农村供水小型化设备、
水源消毒设施等方式，推动农村集
中供水全覆盖。具体而言，对具备
自来水厂扩网条件的自然村，利用
已建成的乡镇自来水厂进行扩网供
水；对不具备自来水厂扩网条件的
海拔较高山区自然村，则利用当地
或周边资源建设小型供水站，确保
集中供水能通达每一户家门口，让
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完善长效机制，确保农村集中
供水工程安全通畅。茂名推动城乡
供水同标、同质、同服务，形成规模
化发展、标准化建设、一体化管理、
专业化运作和智慧化服务，即“三同
五化”的新格局。为避免“重建设轻
管理”的旧思维，茂名谋划建后管护
工作，全面推动建立县级或区域统
管机制，确保工程持久发挥效益，保
障广大农村群众饮水安全。其中，
信宜、高州、化州3个县级市与粤海
水务公司合作探索“政府主导、城乡
统筹、市场运作”的良性运行机制，

稳步推进区域内水厂资产重组并
购，组建供水服务企业（项目公司），
盘活存量资产，推动城乡供水深度
融合，逐步实现供水城乡一体化，进
一步提升农村集中供水保障能力。

第二，答好农业水利灌溉民生
考卷。水利灌溉是农村农业的命
脉，水利兴则仓廪实，仓廪实则百业
兴。2024年10月以来，茂名打响水
塘河道清淤攻坚战，齐心协力地为
水塘河道“减负”，数据统计，累计清
淤280.9万立方米，399个水塘、1759
公里灌渠重现水清流畅，为全市春
耕备耕和生态复苏打下坚实基础。

茂名把开展水塘河道清淤作为
冬修水利的重点工作。全市通过颁
布《关于常态化开展水塘河道清淤工
作的令》，部署建立健全水塘河道清
淤常态化工作机制。各地积极响应，
通过深化企地协作、打通历史堵点、
组建专业队伍、系统规划设计、科学
利用淤泥等多维度发力，打好清淤攻
坚战，推动水塘河道实现水畅其流、
水清岸绿。全市打破行政区划壁垒，
跨镇村联动攻坚历史堵点，聚焦农田

灌排沟渠淤积堵塞、水流不畅问题，
村与村之间协调联动、统一规划、成
片推进，系统解决历史遗留的“淤点、
漏点、堵点、断点”，对淤堵不畅部分
清除淤泥、杂草、杂物、垃圾等障碍
物，对渗漏部分开展修补和加固，让
源源活水流向田间地头，确保旱能
灌、涝能排，助推全市“百千万工程”
和绿美茂名生态建设走深走实。

第三，答好中心城区防洪排涝
民生考卷。近年来，茂名市中心城
区遭遇极端暴雨天气影响时，面临
着较大的内涝风险，每逢强降雨，便
出现“水浸街”现象，影响民众生活
与城市运行安全。面对这一民生痛
点，茂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
城市内涝治理纳入重要民生工程，
全面启动城区排涝内涝通道改造项
目。去年至今，茂名市城区防洪排
涝工程主要包括茂名市城区排涝通
道改造工程（一期）、茂名市中心城
区（北组团）城市内涝治理项目（一
期）。全力构建“源头减排、管网排
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的城市排
水防涝工程体系。

茂名市城区排涝通道改造工程
（一期）围绕中心城区排涝河道、缓
冲湖、道路排水管网，通过增大排涝
断面、增设排涝泵闸、改扩建排涝泵
站、清淤疏浚等措施完善排涝主通
道，以满足城区排涝需求。建设内
容涵盖低埒河治理、三号湖排涝通
道、茂名大道至人民广场地下泄洪
渠治理、黄竹沟治理、矿西河北斗星
内涝点、南香河治理等6大子项目。

茂名市中心城区（北组团）城市
内涝治理项目（一期）以城市内涝点
整治和消除为基础，统筹排水管渠
设施、雨水行泄通道构建、源头减排
设施建设等，解决局部内涝点积水
问题。建设内容涵盖官渡一路排水
改造工程、文明北路易涝点治理工
程、官山二路和三路行泄通道建设
工程、低埒河河道引流工程、高山铁
路桥底易涝点治理工程、彭村电排
站引水渠衬砌工程、小东江两侧闸
口改造工程。

这两大项目相辅相成，共同构
建起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据介
绍，排涝通道改造工程作为基础

支撑，通过完善主干排水系统，为
局部内涝治理筑牢根基；而内涝
治理项目则聚焦积水“痛点”，靶向
解决具体问题。通过城区排涝通
道改造和内涝治理项目，城区防洪
内涝排洪标准达到30年一遇，项目
建成后将极大改善这些路段逢暴
雨就“水浸街”问题。刚过去的6月
中旬，茂名市气象台曾经发布暴雨
红色预警信号，学校停课，一度全
市平均降水量 43.8 毫米，特别是 6
月17日市中心城区的降水量很大，
但是没有出现严重浸水现象，排涝
工程经受住了考验，民生效益逐步
显现。

治水非一日之功，却是城市高质
量发展命脉所系。茂名答好城市治
水民生考卷需久久为功，长效治理，
持续投入，防止反弹。需继续将综合
治水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积极回应民
众民生关切，以人为本，共建共享，让
治水成果惠及百姓，提升百姓的幸福
感。治水实为治城——水流清澈、没
有水浸痛点之处，必是产业、人居与
生态共生的未来理想城市。

努力答好茂名城市治水民生考卷
周平（茂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