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茂名市双山路北乙烯三区 9 号

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

图，证号：[茂南]建字第 [2022]104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琨济药店遗失药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份，许可证编

号：粤DB6680437，现声明作废。

2025年7月11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禄岳小学

遗失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一
份，核准号：Z5923000177901，开户
银行:广东茂名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马踏支行，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禄岳小学

遗失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一
份，核准号：J5923001095703，开户
银行:广东茂名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马踏支行，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进超遗失茂名市世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

发的诚意金收款收据（红联）一张，收据号：1763053，金
额：10000元整，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国仁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一份，证书号

码:440923197907188X5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爱民遗失海洋渔业船员证书，职务：普通船员，
证书编号：440923197101305X7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平山镇田坪村三岔冲经济合作社吴惠盛

遗失《高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
成员及股权证》，证号:N1440981MF3728018F-006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白石第二中学遗失开户许

可证副本，核准号 Z5921000162501，
开户行: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白 石 支 行 ，账 号:
80020000022186183，现声明作废。

吴春莹，女，出生日期:2020年7

月13日，于2020年7月13日在茂名

市茂南区朝阳市场旁边拾到，当时

一个纸箱装着，一张花被子包着。

请亲生父母见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

来认领，联系电话:18476266220。

公告人:吴永权

2025年7月9日

寻亲公告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近日
报道，在高州市丰盛食品有限公
司的包装车间里，工人们正为即
将发往粤港澳大湾区的荔枝贴
上一枚醒目的“信”字标识。公
司负责人自豪地说：“贴上这个
标识后，我们的荔枝根本不愁销
路，客户认的就是这个‘信’字。”

上面是“信”字号公用品牌
帮助茂名农产品拓展市场的例
子之一。自启动“信”字号公用
品牌建设以来，茂名市走出了一
条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新
路子，一场以诚信为核心的品牌
革命正在展开，将“土特产”变为

“金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
劲动力。“信”字号公用品牌是茂
名市聚焦农业优势产业，以高质
量推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为
牵引，高标准打造的具有茂名属
性、代表诚信品质的区域公用品
牌。这一品牌战略于 2024 年初
由茂名市委市政府全面推广，旨

在通过信用体系改革为全市农
产品跃升注入“关键变量”。“信”
字取意“讲诚信、守信誉”，彰显
了市委市政府对农产品生产企
业的期许和厚望。从信宜市的
基层探索到全市范围的品牌实
践，“信”字号的崛起体现了茂名
市将诚信理念融入产业发展的
坚定决心。

品牌效应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经济效益。“信”字号标识成为
产品畅销的“通行证”。高州市
丰盛食品有限公司的鲜果荔枝
贴上“信”字号标识后，预计2025
年荔枝季销售额达2500万元，比
往年同期增长15%。广东果乡新
世纪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参与“信”字号建设后，
企业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产品
从高州本地走向周边城市及珠
三角，消费者对“信”字号信赖，
市场认可度和客户信任度上升，
销售额显著增长。

“信”字号品牌之所以赢得

市场认可，根本在于对质量的坚
守和对诚信的执着。首先，茂名
市从一开始就将质量管控和信
用监管贯穿品牌建设全过程，以
严格标准和有效监管筑牢品牌
公信力的基石。全市构建了“两
标一码一证一单”的品控溯源体
系，对“信”字号产品实行全链条
标准化管理，实现从田间到餐桌
的全程可追溯。这种数字化溯源
手段，使产品质量看得见、信得
过，大大增强了消费者对“信”字
号的信任度。其次，严格的准入
和退出机制为品牌质量保驾护
航。“信”字号品牌授权还有着一
套严格的申请流程：企业须经县
级主管部门推荐、领导小组办公
室审核受理、专家现场核查、产品
抽检、社会公示等层层筛选把关，
确保入选产品“优中选优”。获得
授权后，企业必须持续符合质量
要求，接受更为严格的日常监管
和监督检查。这种动态管理机
制，促使企业不断提升质量管理

水平。通过严进严管，茂名市维
护了“信”字号品牌的公信力，让

“信”字招牌越擦越亮。第三，在
严格监管的同时，茂名市注重发
挥信用激励作用，引导企业诚信
自律。例如电白区市场监管局
要求所有获得“信”字号授权的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农产
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信用评分
不低于AA级。这一举措将品牌
建设与信用监管紧密结合，促使
企业加强自律、珍视信誉。实践
证明，诚信经营的企业不仅获得
了“信”字号品牌加持，也在政府
采购、金融信贷等方面享受到守
信激励政策。

“信”字号品牌的成功，为茂
名市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
昭示了以诚信理念引领未来发
展的广阔前景。“信”字号将带动

“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通过品
牌建设带动产业升级，让更多农
民分享品牌红利，为乡村振兴注
入持久动力。

“信”字号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

杜燕盛

强迫购物
图/文 王成喜 杜燕盛

据新华社报道，强迫购
物、诱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
为严重损害游客权益，扰乱
市场秩序。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余昌国
表示，文化和旅游部将加强
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
协同配合，以整治强迫购物
等违法违规行为为重点，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旅游市场
秩序整治。

强迫购物、诱导消费等

行为，让本应轻松愉悦的旅
程变成了“花钱买罪受”的
糟心经历，必然导致游客对
旅游市场失去信心，阻碍了
旅游行业健康发展。文化和
旅游部联合多部门开展为期
一年的专项整治，以“零容
忍”态度向违法违规行为亮
剑，就是对群众呼声的积极
回应。希望在各部门护航之
下，游客们在这个暑期旅游
高峰能舒心畅玩。

042025年7月1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杜燕盛 责编 版式：杜燕盛 吴彤彤热评热评MAOMING DAILY

电子邮箱：mmrbrp@163.com

据茂名日报报道，信宜三华李
收获时节，钱排镇高山上的果园里，
农用无人机正“振翅”穿梭，绳索下
悬挂的几箩筐信宜李稳稳降落，从
果园到山下集散地，全程不到一分
钟。润霖农业公司在钱排镇 16 个
村推行的无人机吊运技术，让果农
告别“肩挑背扛”的传统运输模式，
科技助农实效获村民连连点赞。

传统农业中，人力运输效率低、
损耗大，而无人机单次可承载85公
斤李子，运输时间从数小时压缩至
1分钟，效率提升数倍，果实损耗率
显著降低。更重要的是，该技术帮

助农户规避台风暴雨导致的采收风
险，为产业注入“抗逆韧性”。钱排
镇的无人机运输技术是我市破解山
地农业瓶颈的缩影：科技不仅是工
具升级，更是农业生产关系的革新
——将农民从体力束缚中解放，让
资源调配更高效、产业抗风险能力
更强。

我市近年来科技惠农助产业腾
飞的实践成效显著，通过“科技+农
业”深度融合，在多个特色产业领域
实现了突破性发展，形成了以智能
化、机械化、数字化为核心的惠农模
式。化州市笪桥镇为解决黄瓜人工

搬运效率低、损耗大的问题，投资
10 余万元打造全长 1100 米的轨道
运输系统“黄瓜轻轨”。工人将采摘
的黄瓜放置于轨道车后，几分钟内
即可直达加工车间，运输效率提升
80%，日运量达2万斤，相当于节省
20-30 名劳动力，年降成本 30 万
元。而车间又引入温控烘干技术替
代传统晾晒，生产效率提高3倍，同
时保留非遗“笪桥黄瓜干制作技
艺”。全镇 1.7 万亩黄瓜带动 5000
余农民就业，户均年增收超2万元。

高州石鼓镇无人农场 50 亩水
稻田应用全程机械化及智能控制系

统，早稻亩产达662公斤，播种效率
较人工提高200倍，节省劳力60%，
成为粤西水稻高产标杆；中山大学
团队指导高州市根子镇应用“5G+
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土壤墒情、
果实糖度等数据，同步至30万果农
手机终端，实现精准管护；羊角镇
古荔园468棵百年古树配备智能水
肥系统，挂果率提升显著，农村科
技特派员推动标准化生产，343 棵
古荔实现数字化管理。在销售端，
茂南禄段村电商基地通过直播带
货，50%荔枝实现“云端出山”，物流
24 小时不间断运转；中坝村“村干

部直播团”以短视频积累 10 万粉
丝，单场助农销售额超 8 万元。从

“田间叫卖”到“全网营销”，流量真
正成为“新农资”。

我 市 荔 枝 大 数 据 平 台 接 入
DeepSeek 大模型，推出“荔枝 AI 助
手”，病虫害识别准确率达 95%，生
产效率提升 30%；液氮超低温锁鲜
技术使“冻眠荔枝”保存 10 个月仍
保持鲜果风味；减压保鲜移动设备
将荔枝存储 20 天的好果率提升至
99.8%，实现长距离销售，从而达到
创收目的。

科技不仅是工具，更是重构农

业价值链的核心动能。在未来的发
展中，我市仍需以链式思维推动三
产融合，在多方面持续发力。要推
动专家团队下沉，降低应用门槛，让
小型农户共享技术红利；要推动产
业链协同，强化闭环效应。使荔枝、
龙眼、三华李、化橘红、沉香等产业
从“单点升级”转向“系统增值”；要
警惕技术依赖性与市场波动风险，
政府应牵头制定技术标准，设立应
急保障基金，为创新兜底。这样，科
技惠农才会落到实处，我市的传统
农业才会腾飞为“以智提质”的现代
化产业。

科技惠农助产业腾飞
吴征远（高州）

在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的西出
口旁边，在一个时花绚丽的花圃上，
坚挺地立着横向排列的“油城墟”三
个大字，在花圃之上还设计了两组
雕塑，一组是手持铁锤、钢钎正在修
铁路的工人雕塑，另一组是荷着镢
头、铁锹在开发矿山的工人雕塑。
在离几米远的路边，又立着竖向排
列的“金塘镇”三个大字。从此招牌
至金塘镇政府驻地——油城墟距离
1公里多，此路段将原有旧路重新扩
建为四车道的迎宾大道，大道两旁
设有人行道，道旁间种有异木棉、凤
凰花、紫色风铃、蔷薇等不同花期的
花卉，一年四季都鲜花灿烂，绿意盎
然。在此路段内，设立有谭屋、金塘
两个车站，每个站都同时修建有公
共汽车站和观光旅游小火车站，车
站建得新颖别致，只有4节车厢的小
巧玲珑的小火车正停靠在金塘站
旁，等待游客上车。在此路中点处
的十字路口，一节疑似油城开发时
使用过的火车头静静地停在一段铁
轨上，火车头上醒目地镶嵌着“油城
从这里出发”几个大字，好像在向游
人诉说着油城的历史。

油城墟迎宾路诸多油城开发的
元素，诱导人们自然去追忆油城建
设的历史。不错，油城的确是从这
里出发的。没有油页岩就没有南方
油城茂名市，而勘探油页岩、开发油

页岩都是从金塘镇（当时属金塘乡）
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初，年轻的
共和国百废待兴，发展工农业生产，
离不开石油，石油是工农业生产的
粮食和血液，而我国当时石油奇缺，
1950年中国的石油产量是20万吨，
而当年全球的石油产量是5.3亿吨，
中国的石油产量在全球的份额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国家通过调查了
解，获取茂名地区地下藏有油页岩
后，迅速作出了开发茂名油页岩，搞
人造石油的决定。1954年冬，中南
煤田地质勘探局茂名页岩勘探工区
就在茂名县金塘乡黄泥塘村（笔者
家乡）设立。工区利用罗氏宗祠云
峰祠作机修房，利用一间北帝庙做
化验室。工区用竹篱笆把罗氏宗祠
周围的一大片坡地围起来，建设了
一栋瓦面平房和一大批大茅棚，作
为办公和工人住地。单身的钻探工
人就住在工区的大茅棚里，带家属
的钻探工人则分住在金塘墟附近的
农舍里，笔者家里就住有一户。在
工区旁边还修建了百货商店、汽车
站和临时的小市场，为钻探队干部
职工的生活提供了方便。

以金塘墟为中心，钻探队对周
围农田、坡地展开全面的钻探，隔几
百米就有一个探点，钻探点延伸到
方圆约20公里的地方，东至羊角，西
至石鼓，整个矿脉都探个遍。经过

一年多的艰苦勘探，终于搞清了茂
名油页岩的情况，油页岩矿分布在
羊角、新圩、金塘、低山、石鼓、沙田
六个片区，总储量达到50多亿吨，而
且质地优良，表面泥层薄，适宜露天
开采。1955年5月12日，国务院批
准成立茂名页岩筹建处（茂名石油
公司的前身），正式决定开采茂名油
页岩，搞人造石油。茂名石油是“一
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
一。全国各地十多万各阶层人士响
应国家号召，奔赴茂名，参加南方油
城会战。

首先开采金塘矿区，就是现在
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所在的位置。
金塘有大量村民自带锄头、铁锹、畚
箕、独轮车、双轮板车，携带番薯、杂
粮参加了茂名石油的开发建设工
作。茂名石油公司从1958年试产出
第一桶页岩油，1963年，由生产人造
油转向以加工天然原油为主，至
1992年，在完成累计开采1.02亿吨
油页岩、生产292万吨人造油的光荣
使命后，公司停止了开采油页岩炼
油，转为专门加工原油，一路走来，
茂名石化公司经过70年（1955年创
建）的艰苦拼搏、砥砺前行，从白手
起家，发展成为原油一次加工能力
为 1800 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为
100万吨/年，拥有固定资产600多亿
元，每年销售收入上千亿元，上交利

税数百亿元的全国最大的石化基地
之一。在茂石化公司的带动下，茂
名市的工业类别也从原来比较单一
的石油化工发展为现在的石化与港
口工业、制造业、加工业、高科技产
业齐头并进的工业格局。

随着茂名石油公司的建立，城
市建设也跟着兴起。茂名市城区的
建设实际上从1957年已经开始了。
1958年8月，在原茂名县的南部设立
茂名工矿区市，1959年3月22日，国
务院决定设立茂名市，同年 5 月 9
日，茂名工矿区市定名茂名市。茂
名市地域是从原茂名县南部划出一
部分地方（属今7个镇）建立茂名市，
原茂名县改称高州县（现高州市）。
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茂名市代
管高州、化州、信宜、电白四县。2001
年从电白县划出一部分地方成立茂
港区。2014 年，撤销电白县、茂港
区，合并建立电白区。至此，茂名市
辖茂南、电白两区，代管高州、化州、
信宜三个县级市。随着市管县职能
的扩大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南方油
城的建设也迅速加快。建市60多年
来，茂名已由建市之初的两条（实际
是两段）主干道、5平方公里建成区，
发展成为今天的数十条主干道、130
多平方公里建成区、数十个大中公
园、水陆空交通齐备、内联外接交通
线路四通八达、2024年地区生产总

值达4000多亿元的城市。通过各界
的努力，茂名还先后荣获最具魅力
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名片。

为了报答金塘人民对页岩矿勘
探、矿山开发所作的贡献，为了保存
油城的记忆，结合广东省乡村振兴

“百千万”工程，茂名市、茂南区决定
将原金塘墟（包括紧邻的两个自然
村）改扩建为油城墟，并以油城墟为
节点，连接油城墟、露天矿生态公园
一带7个村委会建设乡村振兴示范
带。油城墟工程从2022年下半年开
始，至2023年底基本建成，2024年进
一步做好亮化、绿化、美化完善工
作。目前，外墙未装修的房屋全部
喷上墙漆，全墟地下排污水道已安
装完毕，大街小巷全部硬底化，铺上
沥青路面，全面调整、安装路灯，临
街的建筑都安装了装饰灯光。全部
大小道路边、宅旁能栽种的都种上
了各种花草树木，凡有小块空地的，
都修建成小花圃或小菜园，种上了
花卉或蔬菜。有一条名叫大塘坑的
小河穿墟而过，河上建了5座金水桥
般的石拱桥和两道平桥，河两岸种
了美人蕉、杜鹃等绚丽花卉。在府
前路南端石拱桥旁对准镇政府的方
向，建设了一座古色古香的油城墟
牌坊。在墟口位置的大塘坑边，建
了一个高高的碑柱，碑柱似由一块

块油页岩状的构件累叠而成，上书
“油城墟”三个大字。在好几处道
旁、小广场分别设计了“火车”、“铁
轨”等模拟景物，成为油城发展的历
史印记。在一处小广场，还专门建
造了一个油城墟戏台，每逢周末、节
假日，会有乡村大妈舞蹈队到此一
展舞姿，闲话亭大叔到来演绎民间
故事，青年男女歌手登台高歌一曲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希望的
田野上》，市、区有时也会组织专业
的文艺团体来戏台献演，慰问油城
墟人民，市的儿童“春晚”也曾在此
举行，让乡村儿童大饱眼福。

建设油城墟，不仅使金塘圩镇的
面貌焕然一新，旧貌变新颜，而且拓宽
了金塘群众的就业门路，促进了经济
的发展，增强了城乡的融合，促进了城
乡交流。目前，已有籺业、饮食、制衣、
家电、家具、电子、电器维修、建材、文
具百货、婚纱照相、快递物流等数十家
企业进驻油城墟，生意正逐渐走向兴
旺。油城墟建起来，加上有观光旅游
小火车、公共汽车的联系，油城墟与露
天矿生态公园串珠成链，市区居民来
露天矿生态公园观光游览，也可到油
城墟尝籺逛街，享受“才赏湖光景，又
尝金塘籺”的乐趣；而金塘群众，既可
到露天矿生态公园游山玩水，又可到
市区探亲访友，办事购物。城乡融合，
互补互惠，相得益彰。

今昔巨变油城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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