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全良波、
詹翔闵报道：冬天到来，茂名农
田呈现一片忙碌的景象。16
日，记者从茂名市农业局等部
门获悉，当前，茂名冬种北运菜
面积约70万亩，产值占全年蔬
菜产值60%以上，种植面积较大
的品种主要有油豆、玉豆、辣椒、
圣女果等。冬种已经成为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秋收过后，茂名大地的农
田并没有闲着，马上进入冬种
生产阶段，农田上呈现一片忙
碌的景象，西红柿、辣椒、青菜、
玉米、草莓等冬种经济作物生
长旺盛。特别是在“茂名市北
运菜生产第一镇”“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省级蔬菜专业镇”的高
州泗水镇，以四季豆为主的北
运菜种植更是热火朝天。记者
了解到，高州市各地冬种四季
豆面积 9 万多亩，预计产量可
达13万吨，主要销往北方大中
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亩产
值可达万元左右。

“我市冬种北运菜生产规
模大、产值高。”茂名市农业局
相关负责人说，茂名自改革开
放之初就开始发展冬种北运菜
产业，并出现了“冬天田间无闲
地，小贩乡村忙收购，客运站台
抢装车”的繁荣景象，冬种蔬菜
成为了当时富民兴农的支柱产
业之一。

除了种类繁多的北运菜，
茂名还拥有水东芥菜、高州麦
菜、笪桥黄瓜、电白圣女果等地
方特色产品。而冬种蔬菜生产
也呈现出生产基地化、品种多
样化、市场销售多元化的特点，
拥有以蔬菜种植为主的省级菜
篮子基地14个，市级以上蔬菜
种植相关龙头企业25家。

田家少闲月，冬月人倍
忙。眼下正值冬种关键时节，
田地里也随处可见农民热火
朝天忙冬种的身影。记者日
前从韶关市翁源县获悉，目前
翁源种植冬种作物共 7.17 万
亩，占冬闲水田面积的 83%，
基本达到冬无闲田。

从“撂荒地”到“希望田”
走进翁源县周陂镇陈村，

可以看到村民们正抢抓晴好
天气，忙碌穿梭在田间除草杀
虫，田里冒头的菜苗给冬日的
田野增添了几分生机。陈村
党支部书记何国松说，以前到
了冬天，村里不少地都直接撂
荒，“现在政府出台政策，推动
复耕复种，村民冬种积极性提
高了不少！”

据了解，翁源县近年来大
力推进撂荒地整治工作，对摸
排整理出的冬季撂荒地，按照

“一地一策”原则，通过自行复
耕、代耕代种、土地流转等模
式，推动复耕复种，同时依托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建
设，积极推进冬季农业生产示
范点创建，形成辐射带动效应。

目前，翁源县已完成复耕
复种面积 8357.54 亩，复耕率
达 77.42%，全县 8个镇均建立
起连片的冬季作物示范点，合
计面积达5500多亩。

从“单一种”到“轮作忙”
唤醒了“冬眠”的土地资

源，“种什么”便显得尤为重
要。在江尾镇连塘片，油菜播
种作业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翁源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待明年开春，连片的

油菜花海将成为休闲农业和
观光旅游的好去处。

据了解，翁源县今年冬种
冬季蔬菜 5.27 万亩，旱粮 0.2
万亩，油菜 1.5 万亩，绿肥及其
他 0.2 万亩。上述负责人表
示，为推进农旅融合，翁源县
今冬以来为农民免费发放油
菜、绿肥种子 7700 公斤，预计
可盘活冬季闲置农田一万多
亩，打造万亩“油菜花海”，形
成乡村经济发展新亮点。

与此同时，翁源县统筹安
排涉农资金 120 多万元，根据
土地复耕复垦和粮油作物播种
情况给予每亩最多250元的奖
补，为冬种生产筑牢资金屏障。

从“自己干”到“处处帮”
“下周降温幅度比较大，

这批蔬菜现在正处于生长期，
要注意做好盖膜灌水防冻害。”
一位农技人员提醒菜农当前注
意事项。近日，翁源县农业部
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农户开展冬种生产，以
技术赋能农民增收致富。

翁源县目前已累计开展技
术指导 300 多次，技术培训 9
次，有效解决农户冬种生产所
面临的技术难题。水利部门
积极协调技术力量兴修水利
设施，为冬季稳定种植提供有
利用水条件；气象部门适时发
布天气预警信息，抓准时机开
展人工增雨作业；市场监管部
门强化种子市场监管，保障农
民合法权益……有了多个部门
的“保驾护航”，农业企业负责
人和种植户在冬日忙碌的同
时，对这片土地未来的丰收也
显得底气十足。

“现在办理城乡居民‘两险’
方便多了，在村委会就有便民服
务点，有问题可以通过‘湛税易’服
务平台咨询，村干部还会辅导我们
使用‘粤税通’缴费，我们这些农村
老人就不用担心生病住院报不了
销的问题了！”日前，雷州市客路
镇林排村村民陈延有高兴地说。

“电子税务局虽然方便，但大
部分农村老人没有智能手机、不
会上网，经常因为医保扣费不成
功或录入信息错误等问题无法享
受住院报销，一旦遇上紧急情况，
麻烦就大了！”陈延曾经有过这样

的烦恼，这也是许多群众特别是农
村群众社保缴费的“堵点”问题。

民之所呼，政之所向。“对于信
息化服务在农村‘水土不服’的问
题，必须扛起责任，通过服务创新
化解服务‘痛点’，为百姓群众挺起
最强的生命‘保障线’。”在国家税
务总局湛江市税务局指导下，雷州
市税务局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

绷紧“党建链”，前移“宣传
链”，下沉“援助链”，牵稳“亲友
链”，延伸“站点链”，连通“数据
链”，拓宽“税银链”，加速“开通
链”……随着一系列创新实招相

继打出，形成“大厅优先办+网上
自助办+村委就近办+干部上门
办”服务新格局，让“快时代”的

“慢人群”搭上为民便车、赶上时
代快车，“足不出户”就可办妥社
保医保缴费、开通、报销等，为雷
州市 142 万缴费人带来大便利。
很快，社保医保“八链”服务模式
在湛江市全面推行，惠及 300 多
万百姓群众。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部
门组织党员一线攻坚，创新推行
集体缴款服务模式，为霞海社区、
梧阔社区、龙潮社区等 3 个社区

1400 多个居民办理集体缴费参
保26.66万元，并推广到经开区各
社区、各自然村去，让4万多居民
足不出户就可缴费参保。

沉下身子听民声，挑起担子
解民忧。今年以来，全市税务系
统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开展
进企业、进园区、进乡村“三进”
问需活动，找准摸透纳税人缴费
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并建
立问题清单，明确工作责任，问题
不解决坚决不销号，共走访企业
21780户，收集涉税问题1010个，
已解决976个。（袁增伟 林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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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传承人”

林志明：

“传承一门手艺必须紧跟时代”

距离恩平城区大约二十公
里，有一处名为“墨砚坑”的山
沟，沟内乱石密布，崎岖难行，平
日里少有游人踪迹。但茶坑石雕
刻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林志明每个
月都要来这里“寻宝”。因为沟内
石头便是茶坑石原石。

据清代文献《端砚记》记载：
“恩平坑，石出恩平，色类龙尾
坑，又名茶坑，茶山所产也。”

经过现代地质考察与研究，
科研人员判断，在 5 亿年前的一
次地壳运动中，地球发生了火山
爆发，演变出横贯恩平的火山岩

断裂带，从而形成极其丰富的岩
石资源。其中，藏于当地寒武系
地层的凝灰质板岩，经过岁月洗
礼，部分裸露于地表。古籍有云：

“岭南县南二十余里，溪尽处，入山
又二十余里，有岩曰茶坑，产石。”

古代恩平先民发现，这种岩
石质地柔韧、缜密，温润、细腻，
纹理清晰丰富、色泽多姿多彩，或
黄如霜叶，或红如榴皮，或绿如蕉
叶；有的岩石藏有生动的天然图
案，有的则通透耀目，是雕刻工艺
品的绝佳材料，于是把这种岩石
称为“茶坑石”。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彭纪宁 马勇 通讯员 江宣 李渊深 谭耀广

A 地壳运动造就奇石

亿万年前的地质运动，造就了独特的凝灰质板岩，在江门恩
平形成茶坑石。清朝中期开始，茶坑石被当地能工巧匠雕刻成
墨砚等物，因色泽瑰丽被称为“恩州奇石”。

昔日雕刻茶坑石的技艺，如今成为恩平著名的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继续创造出一件件精致巧妙的工艺品。

D 精湛技艺顽强传承
茶坑石雕刻技艺以

工艺美术表现丰富、工具
独特、重皮顺纹俏色、因
皮因纹因色施艺等特点而
为业界所赞誉，2013年被
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但这种独特的技
艺在上世纪曾经历一段几
乎失传的蒙尘岁月。

据介绍，经历清中
期的辉煌后，当时仍以
墨砚为主要产品的茶坑
石雕刻，因各种原因退
出珍品行列。在清末和
民国期间，茶坑石雕刻
技艺虽然一直在民间流
传，但不断式微。到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恩
平旧的石砚厂因经营不
善而停产，其中师傅等
相关人员被遣散。在市
场上，因现代化工艺品
对传统工艺品形成冲
击，茶坑石雕刻工艺品
生存空间不断萎缩；加
上茶坑石雕刻技艺学艺
周期较长，对从业者的

文化修养要求较高，年
轻人不愿学艺，人才呈
现断档的趋势，种种因
素让茶坑石雕刻技艺一
度被埋没。

所 幸 在 改 革 开 放
后，时任广东省地质局
704 队地质工程师的郑
缵浓被调回恩平。郑缵
浓作为茶坑石雕刻技艺
的第三代传承人，师承
姑父梁文。为保护茶坑
石雕刻技艺不被失传，
郑缵浓成立恩州公司经
营茶坑石雕刻工艺品，
并动员鼓励亲属学习茶
坑石雕刻技艺。跟随学
艺者中，就有其外甥林
志明。

而 在 郑 缵 浓 去 世
后，林志明将这门手艺发
扬光大。目前，林志明已
成长为茶坑石雕刻技艺
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他
创作的《君子》和《文明再
现》等作品更被中国工艺
美术馆永久收藏。

从清朝嘉庆年间起，恩平当
地就有采集、雕刻茶坑石的记
载。根据《恩平茶坑砚石记》等文
献记录：“嘉庆初，山民始掘之。”
自此，茶坑石崭露头角。由于茶
坑石产自恩 平 ，恩平古 称“ 恩
州”，因而又被誉为“恩州奇石”。

据悉，当时用茶坑石制作的
墨砚，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清
代文献《履园丛话》记载：“近日
阮云台宫保在粤东，又得恩平茶
坑石，甚发墨，五色俱有，较端州
新坑为优，此前人之所未见。”其
中记载的“阮云台”，是清朝乾、

嘉、道三朝著名的学问大家阮元。
阮元，字伯元，史载其治学涉

猎甚广，在金石方面造诣极高。
他曾收藏由茶坑石制作的墨砚，
并极为珍爱。据《端砚记》记录：

“（茶坑石）石璞外层五色斓斑，
阮伯元制命工刻为砚山，有霜林
一幅，丹黄相间，极为工致。”阮
元所写的其中一首砚铭描述：“此
恩平茶坑绿石，质润而坚，有黄龙
气，与端溪北石之绿端，枯而无气
不同”。得到学问大家如此礼赞，
茶坑石“身价百倍”，据传此后还
被定为贡品。

B 茶坑绿石堪比端砚

而从制作墨砚开始，恩平能
工巧匠根据茶坑石的纹理特点，
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雕刻技
艺。而且茶坑石可用于制作砚雕、
印章雕刻和摆件等多种工艺作品，
因此技艺与作品相得益彰，成就了
恩平独特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记者了解到，茶坑石雕刻主
要有片雕、镂雕、浮雕、磨刻等。
其中片雕是半圆雕或立体雕，是

恩平茶坑石雕刻技艺中的基本；
浮雕又分为浅浮雕、高深雕；磨
刻是从浮雕中结合恩平茶坑石
独特的材体逐渐衍变形成的。

据介绍，茶坑石雕刻技艺的工
艺流程有采矿、养料、选材、设计、
勾图、除浮、大雕、精修、抛光、捺蜡
等，每个流程各有要求和特点。

其中，在设计环节有“敲、
观、描、定、修”5 个步骤，即“敲

击闻声防裂变、观颜察纹量身
裁、描龙绘凤腹中空、气定神闲
见山水、修身养性显真章”。

到了大雕环节，需要用到茶
坑石雕刻技艺的独特工具“肩
铲”，其使用的铲法主要包括推
（波）、刨（平）、犁（深）、转（角）等。

而精修环节，则是用手工刻
刀将细节精雕细琢，加强观感和
美感。据悉，茶坑石雕刻的刀法

融汇了南北石雕、玉雕的刀法，主
要技法有镂、戳、角、刺、挑、磨等。

不少雕刻专家表示，茶坑石的
设计、雕刻重视石材的皮层。因茶
坑石皮层有多重黄色，并随着雕刻
的深度不同而层次分明，雕刻艺人
们善于用其表现古币的锈迹、霜染
的树林、远山秋色、大漠风沙、谷穗
的金黄、衣襟的黄缎、黄土的暗
红、宫廷的华丽、动物的毛色等。

茶坑石雕刻技艺：

恩州山中出奇石
精巧雕刻夺天工

记 者 ：
很多同行

都 称 您 为
“一铲明”，这

其 中 有 什 么 缘
故？

林志明：学习茶
坑石雕刻，要学会用

肩铲，这是我们独有的
雕刻工具。它依靠肩膀，

发动全身的力量对茶坑石
进行打磨和铲平，同时还要

在石头上进行图案雕刻。而
发力的力度多少和雕刻的深

浅掌控，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娴
熟掌握的，需要不断地重复练

习，所以我觉得使用肩铲雕刻特
别不容易。有些人练习几个小时
后，回家连抓筷子的力气都没
有。虽然我每次用肩铲都大汗淋
漓、肩膀酸痛，但用得多、练得多，
就比较熟练，能够用同一把肩铲
雕琢整件作品，所以同行便叫我

“一铲明”。
记者：跟茶坑石打了这么久的

交道，您觉得茶坑石最大的特点
是什么？

林志明：茶坑石最难得的就是
丰富的石品，能够给我们创作者
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想象力，例如
田园风光，飞禽走兽等主题，可以
令整个主题作品表现得非常丰
富、非常完美。另外，茶坑石既可

以作为文房砚、印之石料，又可以
成为摆件、首饰、把玩件的原材，
还可以成为制作茶壶、茶杯、茶台
等茶具。这是很多珍贵石材都没
有的特点。

记者：正因为这些特点，所以
您近年来创作、开发了很多不同
的作品和产品。

林志明：我认为雕刻技艺作
为一门手艺，除了传承好技能
外，还需要适应时代，不能总局
限在以往的创作题材内打转，
也要不断探索创新。最重要的
是要紧跟时代，紧贴市场，这样
除了产生经济效益外，也可以
让茶坑石雕刻艺术走向更广阔
的未来。

用 茶
坑 石 雕 刻 而
成的工艺品
通讯员供图

▲

▲工匠对茶坑石原石进行设计
通讯员供图

茶坑石雕
刻的墨砚

通讯员供图

阳茂高速开启双向八车道
改扩建项目正式通车，打通粤西融湾交通大动脉

C 精雕细琢流程繁复

▲

湛江：“八链”服务模式打通群众社保缴费堵点

羊城晚报讯 记者全良波、詹翔
闵、王丹阳，通讯员沈高、刘志浩摄
影报道：12月16日，广东省交通集
团所属阳茂高速改扩建项目发布消
息，作为粤西地区融入湾区建设的
高速公路主骨架，阳茂高速16日全
线开放双向八车道通行，广大车主
可以体验更加宽阔舒适的新道路。

双向八车道体验更舒适

“我刚从茂名运送货物回来，现
在阳茂高速双向八车道路面视野很
开阔，通行非常顺畅，运输时间也节
省了，比原来快了近半小时。”一位货
运司机经阳西站驶出高速时说道。

阳茂高速改扩建项目起于阳
江市江城区白沙街道，止于茂名市
电白区观珠镇，全长 79.76 公里。
新升级的阳茂高速采用双向八车
道标准改扩建，路基宽度由原来的
28米增加到42米，通行时速120
公里，车辆通行能力显著提高。

为保障司乘行车安全，项目还
将中分带原波形护栏升级为混凝
土护栏，最大程度避免车辆因事故
导致穿越、骑跨护栏的情况；采用
道路视频事件检测系统，实现路面
异常情况全自动检测和精准施策。

新建2处互通1对服务区

“项目新建蒲牌和沙垌两处互

通及所属收费站，将为沿线村镇提
供更便利的出行选择。”阳茂高速
改扩建项目负责人邓敏维表示，蒲
牌互通可通往阳西县沙扒镇，沙垌
互通可达茂名市电白区沙垌村，对
进一步改善区域交通条件，促进当
地农业及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以前运输农作物需绕行几
公里才能进入高速，蒲牌站开通，
在家门口就可以上高速了，非常
方便。”种植户陈先生说。目前，
蒲牌互通已同步开通，沙垌互通
待地方路连接线完善后将于近期

开通。
项目还将新建省内首个以风

筝与蚝为主题的新阳西服务区，
同时对原阳西服务区进行扩建，
并更名为新墟服务区，预计于明
年正式投入使用。

打通粤西融湾交通大动脉

阳茂高速连接阳江和茂名两
地，日均车流量近5万车次，车流
高峰期最高可达约 13.5 万车次。
项目开放八车道通行后，将进一

步打通粤西融入湾区建设的交通
大动脉，对加快推进粤西滨海新
区开发建设，带动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极，助力广东构建“一核一带
一区”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阳茂高速沿
线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尤其以温
泉、海洋和海岛风光等尤为突
出。行驶阳茂高速，轻松就能到
达享誉全国的咸水矿温泉、月亮
湾、放鸡岛、浪漫海岸等景点，还
可享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程村生
蚝、鹅乸饭、米粿叶贴等美食。

扩 建 完
成 打 通 粤 西
交通大动脉

茂名

冬种“北运菜”
超70万亩
产值占全年蔬菜产

值60%以上，成农民增
收重要途径

冬种正当时 沃野无闲田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钟海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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