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电白莲头村新修建硬
底化海堤成功落地，海堤以崭新的面貌
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滨海民众一片欢
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莲头海堤项目
的建设完成，当地环海配套建设进一步
升级，有着标志性的作用，这预示着莲
头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莲头海堤建设是一项便民工程，也
是一项样板工程，极大地满足了滨海新
区民众的生活需求。这也是探索绿美
乡村建设，助力“百千万工程”背景下新

农村建设最好的写照。
这条海堤全长 1.4 公里，底宽超 20

米，高3米多，堤顶宽6米的水泥大堤夯
实而宽阔，它不仅是防潮抗灾的坚固堡
垒，海堤建设完善，为村民们散步、运动
以及广大游客观光提供了一处极佳的
打卡地。

据了解，上世纪60年代，莲头村曾
有一条 800 多米的海堤，遗憾的是当
年一场强台风将海堤摧毁。据莲头新
建村干部吴先生介绍，当年台风波及7

条自然村，360 多户农房倒塌。台风过
后，干部群众用沙土垒起一道临时堤
坝，几十年来，由于人力、财力不足而
且缺乏专业技术支撑，海堤建设始终
滞后。

2024年，滨海新区政府给莲头村送
来了新农村建设的春风，在区、镇两级
领导下、莲头村委会干部积极动员群
众，群策群力，在设计上采取了高标准
的要求，高质量地完成了海堤建设，终
于把这条海堤建设成为一条现代化的

坚固水泥路。海堤外围建设了美丽的
绿化景观带，筑造了一条生态堤，也是
百姓口中的“放心堤”“幸福堤”。

近期，莲头村被列为省级旅游乡村
和茂名市乡村建设示范村，古港、架海
灯塔、巴布几内湾等景点与海堤呈现出
联动网点，为滨海旅游线路增添了一串
亮丽的网红打卡点。可以说，滨海莲头
村“幸福堤”的建造，助力新时代农村建
设，把架海片区打造为集休闲、民宿、美
食于一体的旅游观光区。

“幸福堤”助力滨海新农村建设
严万(滨海新区)

近年来，我市在文明培育、实践与
创建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各领域都取得
了新突破。这些成绩背后，是一大批先
进典型的身体力行，他们用平凡铸就伟
大，用行动传递温暖，以楷模力量引领
发展，铸造辉煌。

全国文明家庭、文明个人和精神
文明建设先进代表，是茂名大地上闪
耀的“群星”。他们或是在他人危难
之际挺身而出，或是在平凡岗位默默
坚守、无私奉献，或是用爱与责任诠
释家庭美德、邻里真情。他们的故
事，是真善美的生动演绎，是正能量

的有力传递，充分彰显出新时代好心
之城奋发昂扬的精神风貌，展现出茂
名大地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

当下，我市正处在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新篇章的关键时期，深入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准
确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发
展规律。一方面，坚持守正创新，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基因的基
础上，结合时代需求创新工作方法与载
体；另一方面，久久为功，持续深入推进
精神富民、文化惠民，让精神文明建设

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对于这些先进代表而言，荣誉既是

肯定，更是激励与鞭策。希望各文明集
体和个人先进代表们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在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上
作表率，持续提升自身思想境界；在弘
扬文明新风、厚植文明土壤上打头阵，
以自身言行影响激励身边人；在丰富群
众精神生活、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上挑重
担，积极参与各类先进文化活动与志愿
服务。

各地各部门更要加大宣传力度，认
真总结文明创建的好经验好做法，通过

多种渠道广泛传播先进典型事迹。利
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讲好文明榜
样、道德模范的故事，充分发挥先进典
型示范引领作用，让文明新风吹遍茂名
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形成见贤思齐、崇
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文明创建永无止境，精神文明建设
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让我们以
文明集体、全国道德模范和精神文明建
设先进代表为榜样，人人参与、人人践
行，共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
展，让文明之花在茂名大地绽放得更加
绚烂夺目。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王平生（电白）

“填错地址”
图/文 沈海涛 杜燕盛

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日，“女子连续一周被
邻居冒用地址点外卖”的新闻引发热议。邻居
只轻描淡写地回复一句“可能不小心点错了”。
这些人故意填错地址，动机五花八门：有人为了
省配送费，有人图取快递方便，甚至有人出于安
全顾虑。

无论故意填错地址的理由多么“合理”，本
质都是将自己的便利建立在他人困扰之上。自
家门口频繁出现未知外卖，不仅会令人不安，还
可能引发邻里纠纷。此类事件折射出部分人规
则意识的淡漠，在他们眼中，只要“没造成大损
失”，占点小便宜便无伤大雅。但社会的运转恰
恰依赖于对规则的共同遵守。今天你随意填错
地址，明天他人可能“误拿”你的包裹，最终人人
都是受害者。这种看似聪明的小动作，实则踩
了法律的红线，也破坏了社会的信任根基。被
侵权人可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侵权情节严
重者还可能面临治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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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日报日前报道，市委主要
领导在全市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要
求，全市上下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
识海洋强市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
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突破路径，补齐
短板，不失时机开创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为建设“海上新广
东”贡献力量。

在茂名滨海新区莲头岭南部海
域，万顷碧波中布设了60个深水网
箱。茂名市现代海洋牧场启动项目
养殖的金鲳鱼去年获得大丰收，产
值近 1 亿元。目前，海洋牧场建设
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新增 1 万吨
水产品供应能力。

一子落而满盘活。现代化海洋
牧场建设加力提速，成为茂名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对赋能
向海而兴、焕发蓝色经济活力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推动海
洋经济向纵深发展、打造向海图强新
支点，正面临难得的机遇。2023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强
调，要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
渔业，推动海洋渔业向信息化、智能
化、现代化转型升级。海洋是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经济正成为广
东新的经济增长点。海洋经济在城
市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24年全市
生产水产品96.86万吨，占当年全省
水产品量966万吨的10.3%，其中海
产品59.73万吨，占当年全省海产品
量508万吨的13%，不仅保障和丰富

了群众食品供给，而且大量向国际市
场出口，在茂名出口总额中占有较大
比重。再从资源禀赋来看，我市拥有
182公里海岸线、多个岛屿、26个大小
港湾，滩涂广布，海港优良，海域具有
热带性、活跃性、多样性、边缘性特
点，还拥有规模居全省前列的博贺渔
港和经验丰富的渔业队伍。“蓝色家
底”得天独厚，经过多年发展和积淀，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海洋渔业和海洋
文化体系。耕海牧渔，向蓝色海洋要
资源要粮食，是我市海洋渔业整体实
力跃升的重要抓手。抓住广东出台
多项扶持措施大力支持海洋渔业发
展的良好机遇，加快海洋牧场建设，
要以前瞻眼光精心规划，统筹考量岸
线、港口、锚地、生态等因素，科学布

局项目建设，加大“疏近用远”力度，
加强港产城联动，拓展海洋经济发展
空间，让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
发展优势。现代化海洋牧场是一个
涉及养殖生产、市场销售、用海管理
全产业链的复杂工程，需要全链条发
力。我市打造“拎包入住式海洋产业
综合服务平台”，创新推出“海洋牧场
贷”金融产品，构建从种业、养殖到精
深加工的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全链
条，正是以绿色发展带动蓝色崛起的
有力举措。耕海牧渔的背后，是深刻
的产业变革。激活海洋经济“蓝色引
擎”正当其时，正得其势，要坚持向新
而进、勇于作为，形成陆海统筹、山海
互济的科学高效海洋经济格局。

实施渔港提升工程，推动海洋牧

场和渔港经济区融合发展，提升渔港
综合效益，是坚持优旧育新、三产联
动，发展海洋经济的务实路径之一。
博贺渔港拥有“千年渔港，天下鱼舱”
美誉，是广东省最大渔港、中国十大
渔港之一。以博贺渔港为中心的茂
名滨海新区渔港经济区获批2023年
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试
点。博贺渔港经济区依托扩建博贺
渔港，在码头后方规划建设海产品
加工、冷链物流、交易市场、工厂化
养殖等一体化渔业产业，加快融入
打造“养殖+生产+加工+科技+品
牌+流通+休闲旅游”全链条发展的
粤西地区水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精
深加工中心、海洋文旅休闲示范
区。博贺渔港经济区项目分一期工

程、二期工程和产业投资项目三部
分建设。目前，通过高效利用各级
财政奖补资金 4 亿元，成功撬动 40
亿元社会资金投入。依托渔港经济
区的优质服务，滨海新区累计投放
112个重力式深水网箱，计划在今年
9月再投放2座桁架式网箱和60座
90米长深水重力式网箱，为茂名海
洋牧场拓开更大空间，带动渔业提
质增效，渔民增收致富。由此可见，
统筹海陆双向发展，发展渔业新质
生产力，因地制宜构建“渔港城”融
合发展示范港，聚力发展海洋文旅，
既让千年渔港焕发新时代活力，又
能为海洋牧场发展打造强有力的陆
基支撑，推动茂名海洋经济奋楫扬
帆、破浪前行。

唱响海洋牧歌 焕发蓝色经济活力
特约评论员 蔡湛

文明城市
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