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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重本，国之大纲。过去半
年，柳江区农业农村工作迈出铿锵
步伐，交出一份亮丽的答卷：稻田
丰收，遍地金黄粮满仓；荷花盛
开，喜迎游客香满塘；葡萄成熟，
开启甜蜜“致富路”……夏季的柳
江大地，瓜果飘香，硕果累累，处
处可见色彩斑斓的丰收图景。1～6
月，预计柳江区一产增加值同比增
长 5.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4.77
亿元，同比增长5.6%。

“三农”稳，则天下安。稳住
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是
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今
年以来，柳江区以“乡村振兴提质
年”为抓手，突出高质量发展主
题，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任
务，主动作为、真抓实干，以乡村
振兴统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
作，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沃野平畴“丰”景美 宜居宜业满目新

近日，柳江区建设路生活
垃圾中转站正在进行“大扫
除”。收运回来的可回收物怎
么处理？只见环卫工人拿出手
机拨打电话，几分钟后，一辆
车身有“助力垃圾分类，共创
文明城市”标语的小绿车如约
而至，将所有的可回收物运
走。“现在处理可回收物真方
便。”环卫工人小李高兴地说。

让环卫工人小李方便处理
可回收物的新功能，出自柳江
区环境卫生管理所与社会第三
方公司联合构建的“两网融
合 ” 体 系 。 所 谓 “ 两 网 融
合”，就是将“生活垃圾分类
收运网络”和“再生资源网
络”打通，让生活垃圾分类各
个环节做到无缝衔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居民家中的可回收物产生量
日益增加，面对生活垃圾分
类后出现的新情况，柳江区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所 通 过 搭 建

“专业+职业”的回收渠道，
实行“区中转+再生资源公司
集中收集”的收运方式，建立
生活垃圾分类“两网融合”回
收服务。一方面，柳江区环境
卫生管理所与有资质的再生资
源回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由
柳州绿巨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定期到柳江区可回收物暂存点
收运，或居民、个体工商户预

约，该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收
运，可回收物统一收运至分拣
中心完成分拣、打包，形成

“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
资源”循环，实现可回收物的
资 源 化 、 减 量 化 。 另 一 方
面，由柳江区环境卫生管理
所环卫工人开展专业收运，
通过预约收集和定期收运的
方式，将柳江区建成区范围
内街道、单位、小区所产生
的可回收物收运至可回收物
暂存点，以解决社会资本对低
值可回收物收运力量不足的问

题，实现“全域垃圾分类+可
回收物兜底回收”。

环卫工人收运的可回收物
存放在哪？走进柳江区拉堡镇
基隆村下屯生活垃圾中转站，
可回收物暂存点是这里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20平方米的厢房
内，废纸、废泡沫、废塑料、
废玻璃……应有尽有，分类存
放在不同的储物柜内。

据了解，柳江区共有 2个
可回收物暂存点，均在今年 5
月建成，分别位于拉堡镇基隆
片区、拉堡镇老城区，环卫工
人每天将可回收物运至暂存点
暂存。

“可回收物暂存点作用很
大。”柳江区环境卫生管理所
业务股负责人介绍，在可回收
物暂存点没有建立之前，环卫

工人收运的可回收物不知放
哪，如何处理。现在可回收物
有“家”了，环卫工人可将
可回收物运至暂存点存放，积
累至一定数量后，再集中处
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后的
末端处理减量化和再生资源回
收增量化。

生活垃圾分类是城市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处理的有效手段，也是
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环
节。柳江区环境卫生管理所
通过“两网融合”模式，让
再生资源从源头分类投放到
末端处理形成完整体系，使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现“1+
1>2”的效益，照亮生活垃圾
分类“最后一公里”。

本报通讯员 谭雅元

日报消息 （通讯员马
盼盼、莫金月） 近日，柳
江区新兴工业园柳石路附
近 新 增 机 动 车 停 车 位 62
个 ， 免 费 提 供 给 市 民 使
用，有效缓解园区附近停
车位不足、停车难问题。

据了解，此前新兴工
业园柳石路附近停车位不
足，出现园区附近车辆乱
停乱放、占用公共通道的
现象，再加上园区大车进
出频繁、上下班车辆多，
导致交通高峰期常堵车，
不 仅 造 成 园 区 交 通 秩序
混乱，还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

为 规 范 车 辆 停 放 秩
序、缓解停车泊位紧张局
面，柳江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积极发挥城市管理

职能作用，深入研究和筹
划停车泊位施划工作。本
着 “ 合 理 布 局 、 规 范 停
放、方便员工”的原则，
按照不能占压盲道、消防
通道和市政井盖，不得影
响正常通行等规则进行点
位设置和标线施划，做到
应 划 尽 划 ， 增 加 停 车 泊
位 ， 免 费 提 供 给 市 民 使
用，进一步弥补停车泊位
供应短板，努力满足园区
周边的停车需求，切实解
决企业的“急难愁盼”问
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科学施划机动车停车
泊位的有效举措，使园区
道路更加畅通，过往居民
的安全更有保障，企业、
司机、员工、居民对该举
措交口称赞。

7月 20日，“弘扬传统
文化 传承非遗技艺”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暨
非遗“新说”武术进校园
活动启动仪式，在柳江区
进德镇四连小学举行。150
多名师生近距离观赏传统
非遗文化，感受中华武术
的独特魅力。

活动现场，四连村木
岸屯曾家拳武术队进行客
家武术展示。在武术教练
的一声指令下，队员们昂
首、伸臂、出拳、踢腿，
一举一动利落起势，一招
一式张弛有度，显现出中
国武术的刚柔相济，赢得
现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见
图）。仪式结束后，武术教
练还组织学生开展武术训
练，手把手教学生基本的
动作要领。

“我很喜欢武术，每
周都跟着教练训练。练习
了武术之后，我感觉身上
更有劲了，精神面貌更好
了。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刻
苦练习，强身健体。”四
连小学六年级学生曾玉连

表示。
据四连小学校长凌秀

莲介绍，此次武术进校园活
动，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集
体训练，教练统一指导，训
练时间为：暑假连续训练
15天；开学后，星期一至
星期五课后时间训练。“学
校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载
体，将武术融入学校课余活
动中，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
体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还能让学生学习中华武
术的文化精神，开阔视野，
进 一 步 传 承 ‘ 非 遗 ’ 技
艺。”凌秀莲说。

近年来，进德镇高度
重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
载体，创新工作思路，开
发出了非遗文化“新唱”

“新说”“新舞”，开展“客
家花灯舞”“舞狮武术”等
传统技艺展演，举行“舞
狮武术”公益培训班，使
非遗文化成为新时代乡风
文明建设的“助推器”。
本报通讯员 王海力

单龙飞 报道摄影

7 月 19 日，国家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专家基地及
柳州市人才驿站在柳江人
才之家揭牌，将为柳江人
才 和 企 业 打 造 全 新 的 创
业、服务平台，加快推动
杂交水稻国际育种中心项
目落地。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
投资 2.6亿元，首期单体单

元水稻合作制种面积 1 万
亩，可年产 300 万斤优质
种子。项目实施运营后，
将建立一个集杂交水稻种
子科研、制种、生产、销
售及推广于一体的综合基
地，推动区域生态改良、
绿色开发及杂交水稻产业
高质量发展。

（牙春柳 练思宝）

新增停车位 好秩序到“位”

武术进校园“非遗”“活”起来

短短消息消息

水稻基地揭牌 推动项目落地

日 前 ， 柳 江 区 “ 双
减 ” 办 组 织 相 关 成 员 单
位，分为 2 个检查组，出
动 4辆车共 16人次，采用

“四不两直”方式，开展暑
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工作。

此次专项治理，通过

对全区 10多家校外培训机
构突击抽查，取缔了无证
无照经营 1 家，发现超范
围经营 1 家，发现问题 4
个 ， 下 达 整 改 通 知 书 2
份，进一步督促指导校外
培训机构规范办学行为。

（韦祖依）

开展专项治理 守护孩子成长

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
——记柳江区构建“两网融合”助力垃圾分类深入开展

夏日炎炎，走进柳江
区成团镇成团村莲花屯，
只见道路整洁宽敞，庭院
花 团 锦 簇 ， 村 民 热 情 好
客……昔日的“脏乱差”
小村屯，刷新颜值，变身
为 “ 全 国 十 大 最 美 乡
村”，积分制管理功不可
没。“这几年我们村变化
很大，有了新的足球场、
篮球场，环境整洁卫生，
村民团结友爱，大家都力
争 将 家 园 建 设 得 更 加 美
好。”6月 19日，村民胡秀
兰拿着刚刚兑换到的奖品
笑盈盈地说。

在推进乡村建设过程
中，柳江区着力打好“文
明牌”，开设乡村振兴文
明实践积分超市，制定积
分管理制度，把村民的文
明行为汇集为积分，让村
民可以在积分超市兑换实
物 奖 励 ， 并 根 据 积 分 情
况，授予村民先进户、示
范户等奖励，有集体经济
收入条件的村屯还可以将
积分转换成为股权或者分
红，激发村民干事创业的
激情。同时，该区全面深
化 “ 三 会 兴 屯 ” 治 理 模
式，目前，“三会兴屯”
覆盖率为 52%，建成 20个

“三会兴屯”工作示范点。
莲花屯是该区深入开展乡
村治理、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美丽乡村的真实写照。

环 境 友 好 ， 生 活 美
好！柳江区在乡村治理中
坚持“内外兼修”。今年
以来，该区实施农村卫生
厕所改造提升 955 户，农
村 无 害 化 户 厕 普 及 率 为
94.07%；完成 16个行政村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接续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
目实施，持续开展村庄清
洁和绿化美化行动，推动
村 容 村 貌 整 体 提 升 。 同
时，该区不断推动农村基
建进行提档升级，大力支
持 农 村 地 区 电 网 改 造 升
级 、 乡 村 电 气 化 提 升 工
程，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加快补齐水利基础
设施短板；稳步实现现代
化农业农村设施建设，扎
实推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
链物流设施建设，加快数
字乡村建设，20户以上的
自然村屯光纤网络覆盖率
提高到 95%，行政村 5G网
络覆盖率达到 70%。农村
人居环境显著改观，更加
宜居宜业。

本报通讯员 梁彩鸾

6月 28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早安中国》 栏目
播出《喜瞰“三夏”》专题，聚焦柳江区百朋镇万亩
莲藕丰收景象；7月 5日，央视新闻频道 《新闻直播
间》栏目“大美中国·览夏”系列，以“荷花进入盛
花期 一步一景美如画”为题，报道柳江区万亩荷花
盛景……央视频频关注的背后，是柳江区“荷”产业
的不断发展壮大。

产业兴则农村兴，产业旺则农村旺。柳江区是我
国知名的双季藕种植基地，莲藕总种植面积6.4万亩左
右，预计年产量达 12万吨以上，年产值约 6亿元。近
年来，该区通过莲藕产业项目创建，不断完善全区莲
藕产业的基础建设、品牌创建及品质提升和技术创
新，做大做强莲藕产业，莲藕产业已成为当地特色产
业之一，为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该区
百朋镇享有“中国玉藕之乡”称号，种植双季莲藕面
积4.2万亩，依托独特的山水田园风貌和万亩双季莲藕
现代农业观光示范区，打造“旅游+产业”双驱动特
色小镇。每年夏季荷花绽放期，能吸引到数以万计的
各地游客，实现旅游收入上亿元。

此外，柳江区抓住柳州螺蛳粉产业快速发展的机
遇，推进柳州螺蛳粉原材料产业发展，投入 1100万元
用于发展柳州螺蛳粉原材料产业项目，建立稻田生态
综合种养示范基地，扶持柳州螺蛳粉原材料加工企
业，助推柳州螺蛳粉原材料基地飞速发展。同时，该
区还优化水果品种，建立“三新”技术试验示范基
地，成功实施水果“新品种、新技术、新栽培”模式
试验示范项目 8个；推进畜渔两业发展，指导中丹、
华六等大型生猪企业建成投产，推动“公司+养殖基
地”的肉猪代养模式落地生效，大力支持鼓励陆基圆
形池、工厂化养殖车间等设施渔业发展等，聚焦壮大
优势特色产业，有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奋力开创柳江‘三
农’工作新局面。”7月 5日，柳江区
委书记玉秋静在中共柳江区委农村工
作 （乡村振兴） 领导小组 2023年全体

（扩大） 会议上，对“三农”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要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拓展群众增收渠
道，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美丽乡村，加强乡村治理等。

今年，柳江区坚持高位推动，始
终将“三农”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
议事日程，突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重
要位置，制定了 《中共柳州市柳江区
委农村工作 （乡村振兴） 领导小组
2023年工作要点》，全面压实“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的政治责任，执行好
区委书记到一线调研指导和定期听取

“三农”工作汇报制度，区委书记当好
“一线总指挥”，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

粮稳天下稳，粮足天下安。连日
来，柳江区 12.2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
熟收割期，各镇全面开镰，确保颗粒
归仓，预计 7 月底可以完成收割任
务。该区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聚焦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保
障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让“粮袋
子”更充盈、“菜篮子”更丰富。区
委、区政府及时将粮食安全目标任务
分解到镇、村、屯，做好粮食监测区
春播春种指导，监测区粮食播种面积
比上年同期增长 19.1%。同时，该区
强力推进耕地撂荒、“非粮化”清理腾
退复耕复种粮食整治工作，1～5月完
成撂荒复耕复种治理 1203.3亩，其中
完成复耕复种粮食作物 585.99亩，其
他清园复种玉米 78.96亩，清桉复种玉
米面积 2000亩以上。上半年，柳江区
完成春种粮食面积17.5836万亩。

发力“五个年”
奋进新征程

高位推动
筑牢“三农”压舱石11

内外兼修 美丽乡村换新颜33

——柳江区高质量推进“三农”工作侧记

产业兴旺 土地生“金”促增收22

莲花屯一角莲花屯一角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练思宝练思宝 摄摄

机械收割稻谷机械收割稻谷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谢灿敏谢灿敏 摄摄

万亩荷塘万亩荷塘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罗春宇罗春宇 摄摄

——进德镇传承发展非遗文化小记

努力满足新兴工业园周边停车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