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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以来，柳城县坚持
军地发展“一盘棋”思想，整
合 资 源 ， 创 新 品 牌 ， 多 措 并
举，军地共建，全方位多层次
推进双拥工作，呈现出军地合
力军民同心的良好氛围。

凝炼特色 创新品牌

柳城县结合双拥内涵和创
建目标，实施“八个一”双拥
主题工程，投入资金 8000多万
元建设“一园一院一街一基地
一廊一馆一碑一广场”，让红色
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构
建双拥文化传承体系，既保证
创建双拥主题鲜明，又突出柳
城特色，让“军”色全覆盖。

在全区县区中创新制定出
台 《柳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四
步工作法”》，探索构建县、乡
镇、村 （社区） 三级的“提、
议、定、办”工作机制，把新
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进一
步拓展和延伸。制定出台 《柳
城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常态化
联系工作方案》，由县、乡双拥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203 名副科

级 以 上 领 导 干 部 与 406 名 功
臣、老兵结对常态化联系，解
决急难愁盼的问题 706 个。建
立县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
组 结 对 联 系 军 创 企 业 工 作 制
度。创新推行柳城“崇军联盟+
后盾驻军+集体经济+农户”双
拥共建联合体项目，形成柳城
特色双拥品牌。

全 县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中 心
（站），100%落实办公场所；乡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100%完成了
全国示范服务站的创建；全县
退役军人服务站 100%挂牌“退
役军人之家”。加强“退役军人
之家”阵地打造，创新村级党
组 织 “ 兵 支 书 ” 四 个 培 养 工
程、“龙城军号”志愿服务队活
动载体，以“一站式”服务温
暖兵心，切实提升退役军人的
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

持续赋能 凝心聚力

柳城县在八一建军节、清
明 节 、 烈 士 纪 念 日 等 重 要 时
机，通过国防知识讲座、过军
事日、军民联欢文艺演出等形

式，广泛开展爱国拥军、革命
传统、拥政爱民教育进机关、
进村屯、进学校、进企业、进
部队等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全
县系统接受教育的干部群众、
官兵达30多万人次。

2019 年 以 来 ， 全 县 投 入
552万元，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开展抢救保护工作，抢救保护
工 作 完 成 率 100%； 2022 年 7
月，柳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
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
军人保障法》，划拨 20 亩土地
对县烈士陵园进行整体迁建，
划拨 50亩土地用于建设军人公
墓，军人荣誉制度体系逐步完
善。

柳城县还评选了“十佳最
美退役军人”“十佳退役军人创
业标兵”、50个双拥先进单位典
型，以先进典型事迹激发双拥
工作活力。在柳城政府网、柳
城县广播电视台等县级媒体开
辟双拥专栏，在 《广西日报》

《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上刊发
双拥文章。2019年以来，军地
在各类刊物、媒体上刊发双拥
文章 405篇 （幅），编写 《柳城

县双拥简报》 16期。

军地共建 融合发展

2019 年以来，柳城县聚焦
服务练兵备战，做好各类保障
工作。把落实拥军优抚安置政
策作为双拥工作重点，为官兵
和优抚对象排忧解难，坚持特
事特办、急事急办，集中解决
一批实际问题。3 年来，投入
380万元协调解决驻县部队实际
困难问题 12件；慰问优抚对象
约 22 万人 （次），发放慰问金

（品） 共计446.98万元。
柳城县落实了优抚对象抚

恤定补标准与社会经济发展同
步的自然增长机制，制定出台

《柳城县退役军人特殊生活困难
帮扶援助办法》。足额发放到位
各项优抚金 9555万元。全县优
抚对象医疗保险参保率 100%。
对重点优抚对象实施二次医疗
救助，救助率 100%。投入 3191
万元用于新建集医养结合的光
荣院。该县还聚力解决部队官
兵 后 路 、 后 院 、 后 代 的 “ 三
后”问题。积极促进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工作，投入培训经费
182.05 万元开展技能培训。接
收安置退役士兵 480 多名，投
入 601万元为 315名退役士兵解
决 养 老 、 医 疗 保 险 。 各 项 安
置、优待率均达到100%。

民爱军，军也爱民。2019
年以来，县人武部协调县消防
和应急救援大队共开展消防督
查 315 次，查处各类火灾隐患
1200 余 处 ， 抢 险 救 援 100 余
起，共挽回经济损失 1000余万
元。驻柳部队积极参与全县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行动。2019
年以来，31651部队、91436部
队和县人武部先后为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协调项目资
金 308 万元，为群众办实事 30
余件，提高了全县双拥创城质
量。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周尚佳

赓续军民鱼水情 书写双拥新篇章
——柳城县争创自治区双拥模范县“四连冠”工作综述

柳城县冲脉镇有个远近闻
名的“种菌大王”兰彩军。兰
彩军口气不小，说想要找他，
最好提前预约。平时总在占线
的电话加上两次上门采访，笔
者总算是见识到了，他真不是
在吹牛。

兰彩军是土生土长的冲脉
人，今年 58岁。就这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经常开口就是：农
民天天都找我“开会”，我哪
得空。兰彩军怎么那么受欢
迎？还不是他那近 10000平方
米的木耳基地有搞！

木耳基地建在冲脉镇冲恩
村洛王屯。兰彩军的木耳确实
种得好，这些木耳菌棒，都是
他自己粉碎木头、桑树杆配菌
种加工出来的。兰彩军瘦瘦
的，讲话不急也不慢：你以为

我过去 30年的种菌经验是白种
的吗？

兰彩军算是柳城最早种蘑
菇的那一批人。秀珍菇、双孢
菇、姬菇，什么有效益他就种
什么。冲脉镇、古砦仫佬族乡
的村民利用冬闲田跟着他干，
一年超过 1000吨的蘑菇被卖向
广东、河池等地。新鲜蘑菇和
罐头蘑菇他们都卖过。农民得
钱快，规模又大，兰彩军很快
变成了村民和干部眼里的“明
星”。兰彩军把一个仓库门打
开，“广西创新计划种养科技
能手”“柳城县十大流通青年
能人”“先进农民专业合作社
组织”等牌匾，都记录了那些
辉煌。

随着市场需求的改变，兰
彩军种上了现在不愁销的木

耳。政府每个木耳菌棒补贴
1.5元，木耳批发价约 3.4元/公
斤。几十万棒种下来，就是一
笔可观的收入。2020年，木耳
补贴政策一出台，兰彩军就联
系上广西科学院、广西科研
所。那些由实验室专家研发出
来的新品种，兰彩军都大胆拿
来实验。高、中、低温的品
种，兰彩军每样亲自种 3000
袋。种出来了，还对比产量、
口感、卖相。选出适合当地种
植的品种后，兰彩军大手一
挥，去年年底就生产了 50万袋
木耳菌棒，30万袋自己种，20
万袋卖给农民种。

人怕出名猪怕壮。每天
都有一波接一波的村民到基
地参观学习技术，也有来考
察木耳菌棒的，重复的话兰

彩军一天要讲很多次。为了
“套”到兰彩军的核心技术，
老友带来的农民还会和兰彩
军在饭桌上交流。哦，原来
兰彩军的“会”是在木耳基
地和饭桌上开的。

卖菌棒、学习木耳种植的
基地到处有，农民为什么总找
兰彩军？因为兰彩军这个人太
爽快了。今年 2月，老友带龙
头镇的村民唐焕能过来，在基
地购买了 7万袋木耳菌棒去种
植。因为资金紧张，唐焕能只
支付了 7万元，剩余的 10.5万
元，要等卖了木耳才能结账。
兰彩军也不扭捏，与唐焕能签
好合同就让他把菌棒拉走了。
5月初，木耳基地的木耳大量
上市了。兰彩军发话，聘请 20
个脱贫户来厂里做工，每天

120 元到 130 元，手脚慢点也
没关系。这样的老板，农民怎
能不爱？

看着基地价值 100多万元
的设备，兰彩军向笔者“发牢
骚”：他身兼数职，当老板、
当技术员不算，还要当工人，
挣钱真不容易呀。

采访手记

兰彩军有思想，懂技术，
有销路，还有人情味。在农
村，他带着农民干，做给农民
看。这样“接天线又接地气”
的致富带头人已越来越多，正
活跃在乡村振兴第一线。

本报通讯员
冯艳芳 韦晓平 麦玉婵

日报消息（通讯员张琳） 5月 16日，柳城县 2023
年“百万大奖惠柳城·春季购房抽大奖”活动在紫荆花
酒店举行，进一步宣传购房利好政策，增强房地产市场
信心，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本次抽奖活动主要针对今年 3月 20日至 5月 6日，
在柳城县辖区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进行网签的前
100名购房者，参与抽奖的购房者均能获得实物奖励。

抽奖分 5轮进行，分别抽取特等奖 1名，奖励 3万
元；一等奖 2名，奖励 2万元；二等奖 3名，奖励 12000
元；三等奖 15 名，奖励 6000 元。共奖励购房者 100
名，奖励金额 102.2万元，其中网签礼品 10万元，抽奖
奖金92.2万元。抽奖号码在屏幕上滚动，工作人员随机
叫停，抽中号码的对应购房者上台领奖，并拿着获奖牌
到兑奖处登记获奖相关信息。活动安排了两名公证人员
对抽奖活动进行全程监督，确保抽奖活动的公平公正。

近年来，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决策部署，推动房地产销
售，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柳城县结合房地产
市场实际情况，相继出台了《柳城县关于进一步实施优
化营商环境加快新型城镇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等一系
列购房优惠政策，让更多的惠民红利政策落地见效，提
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眼下正是枇杷收获的季节，在柳城县龙头镇瓦窑村，
一棵棵枇杷树生长茂盛，一串串金黄色的枇杷格外诱人。

村民冯海燕和家人们正在忙碌地装卸、剪枝，挑选
刚从自家果园里采摘回来的新鲜枇杷。挑选出来的枇杷
整整齐齐地装在箱子里，等着收购商来采购。冯家共种
植了10亩枇杷果，其中6亩枇杷果已进入丰产期，总产
量预计达5000多斤，按8元每斤的批发价计算，总产值
预估达40000元。

近年来，龙头镇因地制宜引导村民发展精品枇杷种
植。通过不断摸索学习，瓦窑村村民种植出来的枇杷果
大，易剥皮，果肉厚，汁多味甜，口感浓郁，含糖量
高，深受市场欢迎。目前瓦窑村全村枇杷种植面积高达
300多亩，枇杷于 5月初开始成熟上市，采摘期可持续
到6月底。 本报通讯员 龙慧珍 摄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5月
11日，柳城县沙埔镇上雷社区开展了社区书法公益活动。

活动通过公益课堂的形式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
艺术，一方面丰富了居民的文体娱乐生活，提高审美情
操，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文化艺术教育，营造良好的社
区文化氛围。 本报通讯员 邓克轶 罗尧 摄

近日，柳城县第一批春茧陆
续上市。各乡镇茧站陆续开秤收
购。雪白的蚕茧颜值在线，价格
喜人。广大蚕农喜迎今年桑蚕生
产“开门红”。

冲脉镇冲脉社区的蚕农黄灵
美家里，方格蔟上结满了蚕茧。
蚕茧形状饱满，雪白如霜。黄灵
美和工人们正忙着收茧、装袋，
准备拉去收购站点销售。黄灵美
说，她一共种了 6亩桑树。4月中
旬，她就采购回3龄蚕养殖，20天
后，就可以摘茧了。当天聘请工人
采摘的蚕茧，是今年收获的第一
批。由于管理到位，上半年气温也
相对凉爽，黄灵美一共获得 115.5
公斤蚕茧，收入将近7000元。

蚕农们迎来丰收的同时，收
茧站内也是热火朝天。工作人员
们忙着搬运、称秤、挑选、定级
定价，全力做好蚕茧收购服务工
作。今年蚕茧的行情比较好，价
格也比较稳定，蚕茧的收购价在
每公斤60元上下浮动。

柳城县有着悠久的种桑养蚕
历史。桑蚕养殖每年 4 月前后开
始，10月底结束，其间可养 10到
12批。桑蚕养殖具有成本低、周
期短、利润高等优势，能充分吸
收农村闲散劳动力，带动群众实
现增收致富。近年来，柳城县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打造建设
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村屯、专
业户，持续扩大桑蚕养殖规模，

不断提升桑蚕生产科技化、规模
化、集约化水平。为加速蚕桑业
发展，柳城县农业部门多次组织
蚕农开展栽桑养蚕、桑园低产改
造、蚕房建设、小蚕养殖等技术
培训。今年以来，柳城县共开展
集中培训 6场，累计培训蚕农 300
多人次，进一步提高了小蚕成活
率、缩短养殖周期、提高单产及蚕
茧品质，还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种
桑养蚕的积极性。目前，柳城全县
桑叶种植面积15.5万亩，辐射带动
2.5 万户农户种桑养蚕。2022 年，
全县产茧 2.05 万吨，蚕茧年产值
10亿元，蚕农户均收入约4万元。

日报通讯员 冯艳芳
韦晓平 麦玉婵 报道摄影

枇杷产业富村民

公益书法惠群众

乡土人才有担当 撑起助农致富伞
——走近柳城县冲脉镇“种菌大王”兰彩军

柳城举办“百万大奖惠
柳城·春季购房抽大奖”活动

百名购房者喜获奖励

桑蚕生产喜迎“开门红”
日报消息 （通讯员骆

毅、罗馨湘） 5月 16日，柳城
县召开 2023 年政务服务工作
会。会议总结 2022 年工作开
展情况，部署 2023 年工作。
其中，柳城县政务服务工作
去年在柳州市县区级一体化
政务服务能力综合排名第一。

2022 年 ， 柳 城 县 围 绕
“放管服”改革，在办事平
台、流程、服务、降成本等
方 面 大 力 实 施 “ 微 改 革 ”。
2022 年全县发布各类政府信
息 9012 条，政策解读 46 条；
推出企业全生命周期事项清
单 21 项，个人全生命周期事
项清单 28 项；为新办企业免
费刻制印章 2148 枚，免费邮
寄证照 1403件，减免费用达
21.48 万元；全县 12 个乡镇、
137个村 （社区） 便民服务网
点均设立了“全城通办”窗
口，实现了 320个事项全城通
办。

2022 年度的柳城县政务
系统集体和个人获得表扬。
其中，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
综合服务厅等 5 个集体获得
2022 年度柳城县“最美服务
大厅”称号，柳城县社保就
业 服 务 厅 等 22 个 集 体 获 得
2022 年度柳城县“文明服务
窗口”称号，刁柳元等 22 名
个 人 获 得 2022 年 度 柳 城 县

“政务服务明星”称号。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交
警分中心、沙埔镇便民服务中心等4个获奖代表
上台作经验交流发言。

下一步，柳城县将继续构建崭新、普惠、
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推动企业群众办事便利
度持续提高、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提升、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下好政务服务发展先手棋，用心
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推动柳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日报消息（通讯员韦定迪）今年2月，柳城县大埔镇
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由镇人大代表无记
名票决产生了5个民生实事项目。会议过后，项目陆续开
工建设。如今刚过3个月，便收获第一份项目建设成果。

第一个竣工的项目是洛崖社区上村屯石狗洞道班路
口至牛过路路口产业道路项目。洛崖社区上村屯石狗洞
道班路口至牛过路路口产业道路由于年久失修，路面坑
洼，如遇雨天道路积水，严重影响群众生活和生产。道
路全长 600米、宽 4米，累计投入资金 30万元。项目建
成后，极大改善了上村屯 162 户 547 人的生产生活条
件，保障了运蔗道路畅通，促进了乡村产业发展。

下一步，大埔镇人大将对其余 4个项目开展集中监
督，全面把握项目施工进程，紧跟项目建设每个阶段要
点，并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确保人大监督工作与党
委同向、与政府同力、与群众同心，实现人大监督做一
项成一项的目标，推进人代会上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从
纸上“落地开花”。

柳城县大埔镇人大代表票决
产生5个民生实事项目

首个项目已“落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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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袋子”。

↑蚕农摘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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