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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劲吹扬正气“廉”韵激荡沁龙城
（上接一版）

同时，我市推行“一清单一承诺一
述职”模式，建立清廉民企建设“引导
清单”，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签订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承诺书，组织职能部门负责
人首次向民营企业家“开门述职”，收
集意见建议，优化改进工作机制。

“柳州企业日”“柳州工匠日”设
立，“龙城亲清在线平台”上线，柳东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不成事”反映窗
口开通……一个个创新举措，拼出千百
家企业的“幸福拼图”。

清风徐来——
完善为民服务体系

“阿婆这边坐，有什么问题您跟我
们慢慢说。”近日，在鱼峰区天马街道
柳开社区，一场群众公开接访活动吸引
了众多居民。面对来访群众，社区廉情
驿站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面对面听民
意，心连心解民忧，让基层廉情驿站真
正发挥“家门口的纪委”作用。

廉洁之花，绽放基层。今年以来，
我市深化基层“廉情驿站”监督模式，
打造“小微权力 e廉线”监督平台，开
展“三小”专项监督。同时实施“基层
社会治理信息化创新应用”专项行动，
投入 300万元建设“基层网格大数据智
慧系统”，不断激发基层治理新动能。

田间地头，清风拂面。我市深入开
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
项整治，严肃查处整治村级集体“三
资”、惠民补助、村级项目等重点领域
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打造一
批清廉乡村示范点、廉政文化示范点、
法治宣传阵地和教育基地，因地制宜打
造特色清廉文化品牌。

育人之基，清廉为要。我市加强对
学校“一把手”的监督，聚焦学校选人
用人、招生考试、基建后勤、经费管理
等重点环节开展廉政风险排查。推行师
德师风建设负面清单“十严禁”，严肃
查处教育乱收费、教师从事有偿家教、
违规兼职等行为，畅通社会监督举报渠
道，推进清廉学校建设工作走深走实。

清廉“药方”，锻铸医心。我市以
医德医风建设为主线常态化开展专项治

理，坚决破除行业“潜规则”。聚焦医
院权力运行关键环节、重点领域风险
点，加强对医院人事权、财务权、招标
采购权、基建工程等方面的监督制约，
进一步推进清廉医院建设落地见效。

清风化雨——
擦亮政治生态底色

“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
以永远吹冲锋号的坚韧和执着，全面深
化清廉柳州建设。”在市委大力推进清
廉柳州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年第一
次会议上，全年清廉柳州建设的号角声
激荡人心。

党心连着民心，党风引导民风。党
风正、政风清，方能社风良、民风纯，
而人心聚、万马腾，必将凝聚起柳州社
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

我市以涵养清风正气为结合点，统
筹推进清廉机关、清廉家庭和廉洁文化
建设，发挥全市各级机关单位在清廉建
设中“第一方阵”示范表率作用，深化
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全面提
升机关党建工作质量，引导领导干部明
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推行“一把
手”和领导班子监督“1+N”模式，通
过深化“纪委书记带头谈”推动“党委

（党组） 书记和班子成员主动谈”“一会
三单一报告”、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
工程建设项目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

“四项监督”统筹协同联动等工作机
制，抓好“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
数”严守廉洁底线、主动担当作为。

同时推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等重点
对象开展廉政家访，把监督从“工作
圈”延伸到“生活圈”。开展寻找“最
美家庭”、晒“家规家训”、评“孝贤之
家”等探索实践，推动家风教育实效
化、特色化，以清淳家教家风推动党风
政风更加清朗。

行至中途，路至未央。站在半年的
节点上，柳州将心怀向往、脚踏实地、
步履铿锵，不断巩固清廉柳州建设阶段
性成果，推动清廉柳州建设向纵深发
展，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奔驰向前。

全媒体记者 韦斯敏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李斌） 6月 30日
至 7月 2日，由中国糖业协会、自治区糖业
发展办公室、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联合
主办的 2023年中国—东盟糖业博览会在南宁
举行。展会现场，我市位于柳城县太平镇太
平园艺场的“数字蔗田”技术平台项目亮

相。
“数字蔗田”技术平台项目由广西农业

科学院、广西大学、广西凤糖生化股份有限
公司等联合构建，被列为 2022 年广西“十
四五”糖料蔗科技重大专项之一，通过信息
技术与基础学科有机结合，在甘蔗生产管理

过程中实现长势、土壤、气象的实时监测，
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推动我市甘
蔗生产跨入智慧农业新时代。

作为我国最大的蔗糖生产省区，广西有
着“中国糖罐子”的美誉。一直以来，我市
立足林果蔬畜糖等特色资源，高度重视蔗糖
产业发展。柳城县作为我市糖料蔗主产区之
一，近年来甘蔗种植面积逐年扩大，通过不
断改善耕地基础条件，提升糖料蔗生产能
力，为“甜蜜事业”提质赋能。

我市“数字蔗田”项目亮相糖博会

7 月盛夏，鱼峰区水南路三棉小区内，
蝉声鸣鸣。几名志愿者正抬着大箱子，赶往
89岁的退役老兵黄守基家中。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后，黄守基的老
伴陀柳芳开了门。

“陀阿姨，我们给黄老送折叠护理床来
了。”鱼峰区驾鹤街道天山社区工作人员李
程说。

“哎哟，辛苦你们了，快请进。”陀柳
芳一边招呼前来的客人，一边朝着房间里
喊：“老黄，社区看你来了。”

不一会，陀柳芳扶着黄守基慢慢地从房
间里走出来，坐在沙发上。一旁的志愿者和
安装人员忙着拆开箱子外包装，将折叠护理
床放置在房间内，并安装好。

“这是一张多功能折叠护理床，按旁边
的按钮就可以自动升降，另外还能清洁处理
大小便……”志愿者们耐心地给黄守基夫妇
介绍折叠护理床的功能，现场教会他们操作
方法。

看着眼前安装好的折叠护理床，陀柳芳
眼眶泛红，向志愿者们诉说这些年来她照顾
老伴的艰辛。

黄守基是一名退役老兵，也是一名老党
员，1960年入伍，1966年退役后成为一名火
车司机。十年前，他因患青光眼，双眼视力
模糊，后来又因脑梗，生活无法自理，穿
衣、洗澡等方面都需要老伴照顾。

“家里只有我们两人，老伴每天起身坐
卧十分不便，我 80岁了，照顾老伴越来越吃
力。”陀柳芳擦拭眼泪柔声地说，家里的收入

来源只有老伴的退休金，一张折叠护理床的费
用让他们一家望而却步。

天山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下沉基层，了解
到陀柳芳的困难后，就给黄守基办理折叠护
理床申领手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折叠护
理床就被送到家里了。

“有了这张床，我睡觉踏实了。”黄守
基说，这张折叠护理床帮老伴减轻了照顾他
的负担。他很感谢驾鹤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一直以来的帮助，实现了他们的“微心愿”。

“阿姨别哭，黄老也不要气馁，以后家
里有什么困难就找我们。”驾鹤街道退役军
人服务站站长郑明建安慰道。陀柳芳连连点
头。 全媒体记者 罗妙 报道摄影

“有了这张床，我睡觉踏实了”
——鱼峰区驾鹤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帮老兵实现“微心愿”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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