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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乡风的涵养和培育，是乡村
振兴的重要一环。开展移风易俗，是
柳江区委、区政府确立的改革发展重
点课题，也是一项培育文明乡风的社
会改革。柳江区按照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关于开展移风易俗试点工作的要
求，在落细、落小、落实上加大马
力，扎实推进文明柳江建设，让文明
新风浸润人心，奏响柳江乡风文明建
设的“好声音”。

凝聚合力 联动绘新貌

移风易俗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长期工程，既离不开身边群众榜样的
教育力量，更要广泛发动各个条块力
量，形成强大工作合力。柳江区坚持
党政引领、问题导向、群众为主，各
级党委书记带头抓，加强顶层设计，
将移风易俗工作列入地方党委政府的
工作部署，平稳有序推进，把党员干
部示范引领作为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
着力点。从各村实际情况出发，找出
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抓住“移什么
风”“易什么俗”的重点，对症下药。
依靠和发动群众，通过引导群众主动
参与，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自我约束。充分考虑群众的
内心向往和意愿要求，落实为民惠民
措施，把发动群众参与、凝聚群众实
践、惠及群众生活落到实处。

村规民约 “约”出好风气

3月 27日晚，柳江区成团镇成团村
莲花屯村口热闹非凡，村民们围坐在
村口空地上，就着移风易俗这一话
题，展开了夜间“热聊”。柳江区“村
口说事”移风易俗群众议事会成团镇
成团村莲花屯专场，在村民们你一言
我一语中拉开了序幕。

“ 现 在 不 是 为 吃 喝 发 愁 的 年 代
了，酒席简单点，菜品家常点，置办

酒席的主人家‘荷包’也轻松点。”村
民韦志兄说。大操大办，不止主人家
压力不小，吃席的亲友随多少份子也
是“老大难”问题。

“是啊，我们年轻人喜欢简洁的
仪式。”村民韦丽婷附和道。

“主要还是我们自己要把这个事
讲好、说实，大家一起遵守，讲移风
易俗，其实就是指平常这种身边事。”
村民韦应成高声表示。

议事会上，成团镇村干部现场讲
解了移风易俗“五个统一”工作法和
相关知识、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制
度等，发放了移风易俗倡议书和问卷
调查。针对群众呼声最强烈的嫁娶婚
事、厚葬薄养、大操大办酒席等农村
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现场征
集“金点子”“土办法”，村民纷纷提
出建议与意见，与工作人员频频互
动，反响热烈。

示范引领 “引”出新风尚

柳江区作为自治区推进移风易俗
的试点县区之一，目前已经确定拉堡
镇木罗村、进德镇乐山村、百朋镇怀
洪村、三都镇白见村、成团镇成团村
莲花屯 5个试点村屯。连日来，各个试
点村屯都陆续开展了“村口说事”移
风易俗群众议事会专场，全区其他各
村屯也同步展开。通过试点打造，探
索形成推行移风易俗“五个统一”工
作法的有效模式。试点村移风易俗工

作制度机制将更加健全，高价彩礼、
人情攀比、厚葬薄养、大操大办、铺
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在部分地区持续蔓
延势头也将得到有效遏制。

下一步，柳江区将以“村口说事”
为主线，开展“五个引领”行动，推行

“五个统一”移风易俗工作法 （即统一
操办规模、统一宴席标准、统一服务队
伍、统一礼金上限、统一监督管理），
形成“五个好”工作格局，打造队伍
好、管理好、村容好、乡风好、发展好
的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五好”路，以点
带面，点面结合，示范带动各村相互借
鉴、共同提高，让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孝亲敬老、勤俭节约等文明风尚更
加浓厚，不断改善农民精神风貌，进一
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
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柳江区委
文明办一位干部表示，“村口说事”的
形式能让更多村民参与进来，群众
事、群众说，群众有话语权和参与感
了，移风易俗这项工作才会有践行
者，文明新风才能落地生根。开弓没
有回头箭，写好了“上半篇文章”的
柳江毫不松懈，正在移风易俗改革的
道路上全面书写“下半篇文章”，为新
时代移风易俗改革实践书写新的“柳
江故事”。
本报通讯员 黎海燕 兰德波 罗春宇

“移”出好风气“易”出新风尚

村口说事·移风易俗

——柳江区大力推动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移风易俗事关党风政风民
风，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推动各层面以先进
带后进、以点带面，发挥典型
示范在弘扬时代新风、促进乡
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在柳江
区形成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乡风
文明工作的热潮。即日起，开
设“村口说事·移风易俗”专
栏，广泛宣传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厚养薄葬、培育文明新
风等好典型、好做法，推动柳
江移风易俗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

农 时 不 等 人 ， 春 耕 备 耕 忙 。 眼
下，天气逐渐转暖，万物复苏，正是
春耕备耕的黄金时期。位于柳江区进
德镇泗浪村小平屯的柳江区区域性水
稻产业中心，水稻智能化育秧流水作
业线等一批现代化农机设备闪亮登
场，争分夺秒抢抓农时，为春耕生产
和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3月 29日，在柳江区区域性水稻产
业中心的田间地头，旋 耕 机 、 插 秧
机、植保无人机轮番上阵，以田野为
舞台，各显神通，上演了一场精彩的
春耕春种“秀”。在该中心的全自动
智能水稻育秧工厂，智能化育秧流水
线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供盘、铺床
土、喷水、播种、覆土等工序一气呵
成，全程不到一分钟，一个个均匀播
有稻种的育秧盘被快速制作完成。工
人将育秧盘送入自动控温的暗室催芽

房进行 24 小时催芽，待稻种发芽后，
再将育秧盘送入炼苗保温大棚进行 15
天左右的控温控湿标准化管理。

柳江区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是
柳州市目前唯一一个区域性水稻产业
中心，建有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
基地、育秧中心、烘干中心、仓储中
心、加工中心等。其育秧中心以先进
的工业化标准生产秧苗，具有生产规
模大、育秧成本低、秧苗质量好、节
种省工等优点，可以规避恶劣天气对
育苗阶段的不良影响，从而提高水稻
的产量和质量，有效解决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过程中，育插秧水平较低这
一瓶颈问题。目前，柳江区区域性水
稻产业中心，每季稻能生产 15000亩水
稻所需要的秧苗量。据该中心经理覃
国庄介绍，机械化育秧与传统人工育
秧相比，时间缩短了 7 到 10 天，有利

于抢抓农时，省时又省力。
水稻种植大户姚仁起就是机械化

耕种的受益者，“我种植 800 亩水稻，
从育秧到种植完毕，人工作业需要 2个
月才能完成，机械化作业 20天就可以
种完。机械化生产不仅效率高，还十
分便利，我今年计划增加水稻种植面
积2000亩。”

乡 村 振 兴 、 农 业 优 先 、 农 机 先
行。近年来，柳江区采取项目建设扶
持、社会化服务补助等措施加快农机
推广应用，助力农机装备优化升级，
农机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促进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稳步提高。去年，
该区水稻种植面积约 24万亩，主
要种植早、晚双季稻，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达92.3%。

“今年柳江区将加大水稻生
产全程机械化推广力度，包括育

秧、机耕、种植、收割、烘干等流
程。我们将以柳江区区域性水稻 （产
业） 中心为基地，辐射带动全区水稻
生产机械化。”柳江区农业机械化服务
中心副主任韦海龙表示。

为做好今年的春耕备耕工作，柳
江区动员合作社、农机手积极参加春
耕生产，并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
进行指导，同时强化农机物资供应保
障，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截至目
前，柳江区春耕生产共投入农机 2359
台 （套）。

本报通讯员 梁彩鸾 黎海燕

科技赋能助春耕 不误农时不负春
柳江区全力推进农耕全程机械化

日报消息 （通讯员傅丹琳、韦玉莲报道摄
影） 义卖有价，爱心无价，奉献爱心，代代相
传。3月 27日，2024年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举
行“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红领巾壮苗行
动”公益活动。

平日的操场变成了热闹欢乐的集市，同学们
以班级为单位，搭建充满童趣的小店铺，摊位上
摆满了商品：精美的课外读物、各种学习用具、
新颖的玩具、自制的手工艺品……每一件物品都
蕴藏着一份爱心，等待着自己的新主人。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好书有优惠，买一送
一！”“全部 1元，全部1元，全场样样是精品！”不
少同学担任小店主，热情地叫卖；更多的同学穿梭
在各个小店，与小店主讨价还价，选购心仪的“宝
贝”，一片片爱心在一笔笔“交易”中传递。

“把家里的闲置物品卖给有需要的人，将义
卖所得捐给困境儿童，我感到很有成就感。”学
生韦俊辰说道。

“通过这堂生动的‘小店主’实践课，不仅
培养了孩子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及
团队协作精神，更增强了他们从小关爱弱势群体
的意识，是充满正能量的爱心接力。”柳江区拉
堡小学校长黄其凤表示。

下一步，该校将持续在学习与实践中，提升
学生的道德修养，让孩子们从点滴入手，搭起爱
的桥梁，增强社会责任感，弘扬正能量，传承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

3 月 27 日，“我们的节日·广西三月三——同心共育
石榴籽 非遗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在柳江区新兴第二
小学幼儿园举行，孩子们品尝寡酸，喜迎“广西三月三”。

活动中，柳州寡酸制作技艺传承人向师生和家长讲解
制作寡酸的工序、注意事项以及寡酸的特色。孩子们尝试
自己动手制作，家长和老师在一旁协助指导。

近年来，穿山镇深入挖掘当地民族特色传统文化，探
索实施“民族文化+”模式，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民
族文化传承，不断激发创建活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 本报通讯员 梁林峭 单龙飞 摄

日报消息（通讯员韦蒙玲、练思宝）时下，各地春耕
备耕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而在柳江区成团镇，村民种
植的芦笋已进入采收期，大家正忙着在地里采摘芦笋，感
受“春收”的喜悦。

3月 25日，在成团镇莲花屯的芦笋产业种植基地，一
株株鲜嫩的芦笋破土而出，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于田间
采收成熟的芦笋，随后进行装筐、分拣、裁切、打包、运
输……基地里一派繁忙的喜人景象。

据基地负责人韦应成介绍，2023年底，莲花屯围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思路，发挥乡村人才作用，因地制宜，
采取“公司+基地+村级集体经济+农户”的产业发展模
式，引进芦笋产业，公司免费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并
订单回收芦笋。目前该屯芦笋种植面积近 20亩，芦笋是
多年生植物，可一年种植，多年产收。今年是迎来丰收的
第一年，预计丰产期每亩年产量达 1000至 1250公斤，批
发价每公斤 12至 16元。“目前基地安装了滴灌带，下一
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芦笋产业逐步
规模化发展，并以‘笋’为媒，结合农文旅融合发展，打
造芦笋研学基地，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韦应成说。

莲花屯芦笋产业的发展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
业和增收，村民通过流转土地或在基地务工获得收入，基
地通过规模化种植，示范带动更多村民参与，该产业也成
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的“香饽饽”。“我们村现在发展得越
来越好，不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还引进了特色产业种
植，我每天早早就来到基地干活，收入比较稳定，生活更
有奔头。”村民韦美云开心地说道。

近年来，成团镇莲花屯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思路，不
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积极发展新兴农作物种植，打
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引导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以产
业兴旺引领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产业和特色农产品产业
发展注入新动能。

日报消息（通讯员廖媛媛） 临近清
明节，为有效防范辖区森林火险，保障
群众安全，柳江区各纪检监察机构深入
一线，围绕森林防灭火宣传、监测预
警、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重要环节精
准监督，扎实推进防火责任落实，共同
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筑牢安全“防火
墙”。

3月 29日，柳江区纪委监委驻区工
信局纪检监察组与区应急管理局组成联
合检查组，到土博镇开展森林防灭火检
查工作。

“目前森林防火值班如何安排？灭
火设备是否齐全？”

检查组详细了解了该镇森林防灭火
工作开展情况，检查了森林防灭火物资
储备与装备维护情况，要求该镇进一步
压实森林防灭火主体责任，时刻绷紧森
林防火这根弦，统筹做好宣传、人员值
守安排等事宜，及时补充当前紧缺物资
装备，更加周密细致落实森林防灭火各
项工作。

4月 1日，柳江区纪委监委驻区人
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与区民政局、
区消防大队组成联合检查组，到进德、
成团等镇开展清明祭扫防火安全检查工
作。

“清明节马上到了，大家一定要做
好防火阻隔带点烧检查工作，务必采取
巡查、观察等方式严密监控点烧区域，
坚决不能留下火险隐患！”

当天，检查组到进德凉帽山迁坟集
中安置点实地查看森林防灭火卡点、防
火阻隔带情况和人员值守情况，详细了
解群众知晓度、防灭火宣传普及度等，
发现安全隐患问题要求限期整改，督促
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宣传劝导，完
善清明节应急保障机制和应急预案，加
强安全排查整改，严防使用明火、燃放
烟花爆竹引发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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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促发展
柳江芦笋“春收”忙

自制特色美食
喜迎“广西三月三”

义卖集市助实践义卖集市助实践
爱心无价代代传爱心无价代代传

↑学生们开展书籍义卖。

→买卖双方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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