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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柳城县紧紧围绕“五个不发
生”“五升五降”的工作目标，持续深化戒
毒管理服务工作，切实提升毒品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截至今年6月，全县
现有吸毒人员同比下降17%；戒断三年未复
吸人员同比上升11.7%，现有吸毒人数连续
8年下降，戒断三年未复吸人数连续 8年上
升。

利剑高悬
严打涉毒违法犯罪

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
懈。柳城县始终保持禁毒严打高压态势，坚
持党管禁毒不动摇，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将禁
毒斗争推向深入。

以“打”开路、重拳出击。柳城县深入
推进“清源断流”行动，常态化开展大清
查，严查重点行业、场所、部位和重点人
群，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依法清理整治
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等行为，严厉打
击针对未成年人的毒品违法犯罪。同时加大

“毒驾”治理工作力度，对在岗营运车辆驾
驶人、校车驾驶人、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开展
毛发检测，把好毒驾治理源头关，坚决防止

“毒驾”肇事肇祸案 （事） 件发生。今年以
来，柳城县共出动警力 1000余人次，对全
县网吧、宾馆、KTV和私人住宅、出租房、
野外工棚等场所进行了8次治安大清查。

关爱帮扶
深化戒毒管理服务

“最近生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
难？”太平镇禁毒社工小陆 （化姓） 照常来
到戒毒管理服务对象大刘（化姓）家进行走
访。大刘是涉毒前科人员，在染上毒品后，
他一度意志消沉，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小陆
从日常生活入手，鼓励他振作起来，同时积
极联系相关部门为其提供免费的养殖技能培
训，帮助他申请用于发展养殖的贷款。在小
陆以及社区的关爱帮扶下，大刘摆脱了毒品
的阴霾，如今更是成为了村里的养猪能手，
生活也步入了正轨。

柳城县持续推进“平安关爱”行动，深
入推进戒毒管理服务工作，基层党员干部均
与涉毒人员结成关爱帮扶对子，用真情感化
吸毒人员，帮助他们早日回归正常的社会生
活。同时，柳城县还积极为吸毒人员开展各
类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心理咨询等，对病
残吸毒人员“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做好
强戒出所人员“无缝对接”工作。对于外出
务工吸毒人员，柳城县统筹组成工作专班到
多个城市，了解他们的生活及就业情况，全
面做好帮教帮扶工作。目前，柳城县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执行率达100%。

预防为先 推进禁毒宣传教育

近期，柳城县充分发挥禁毒民警和法治
副校长“排头兵”作用，按照“公安+教
育+护学”模式，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

用”主题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禁毒民警、全体法治副校
长们深入到辖区中小学各班级，为学生们上了一节节禁毒知识教育
课，重点介绍了依托咪酯的特征、吸食后的状态及其严重危害，以
及识别和防范依托咪酯的方法，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防范，
保持高度警惕。同学们在愉快的宣讲互动氛围中不断了解禁毒知
识，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

柳城县深入推进禁毒宣传教育，坚持把禁毒宣传教育置于优先
位置，全面落实中小学校毒品预防专题教育“五个一”“五落实，五
到位”；深入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认
知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滥用危害；结合全民禁毒宣传月、6 · 26国
际禁毒日等重要节点、重大节日积极开展禁毒宣传“六进”活动，
提高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今年以来，柳城县
累计开展各类禁毒宣传活动 60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13万余份。

本报通讯员 骆毅 黄思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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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消息（通讯员邓克轶、郭
晓明） 近日，柳城县行政审批局项
目投资审批专窗工作人员将当天受
理当天办好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道路运输证交到了申请人手
中，这是县政务服务办结的首例线
上高效开办运输企业的审批套餐业
务，开启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服
务套餐线上线下办理的服务新模
式。

据了解，以往群众在开办运输
企业时需要申办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和道路运输证两种证件。在这一
过程中，申请人需要在同一个办事
窗口提交两次申请，才能办理不同
的证照，手续较为繁琐且费时。今
年，县行政审批局聚焦企业和群众
办事需求，围绕高效开办运输企业

“一件事”的目标，主动与上级部
门对接，开通线上受理和集成化办

理模块。办件过程中，办事窗口工
作人员认真落实一次性告知和帮办
代办服务，指导相关申请人按照网
络办件管理系统的相关流程，将若
干个申办事项的申请材料整合在一
起在网上一次性提交，便可实现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等
申办事项“当天提交、当天受理、
当天发证”。

今年，柳城县围绕木材加工、

柳州螺蛳粉原材料生产、日化化工
产业等行业，梳理了 40余项重点事
项，整理形成 35项定制化、模块化
审批套餐业务，推进“一件事”事
项标准化管理，使企业、群众申办
的若干关联事项得以集成化办理，
进一步推动审批服务提速增效，以
便捷、高效、规范、智慧的政务服
务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
度，助力县域营商环境优化。

县行政审批局开启服务套餐线上线下办理的服务新模式

实现当天提交当天受理当天发证

眼下，正处于水稻灌浆关
键期。7月4日，六塘镇农业农
村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到六塘
镇拉燕村大潘屯，察看极端天
气对水稻灌浆的影响，同时指
导农户做好防倒伏措施。

柳城县是国家800个产粮大
县之一，广西 50 个产粮大县之
一。为稳定粮食生产，柳城县
聚焦稳面积、提单产、增效益
目标，把粮食增产重心放到大
面积提高单产上，全面落实国
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以古砦、太平、马山、

六塘等乡镇为核心实施水稻高
产攻关行动，打造100亩以上连
片高产攻关示范片 5 个、500 亩
以上连片高产攻关示范片 1 个。
同时，该县还大力推广选用良
种、合理密植、配方施肥、绿
色防控、一喷多促等粮油绿色
高产高效栽培管理技术，强化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
制配套，将典型产量转化为大
田产量，辐射带动全县粮油作
物大面积均衡增产增效。

本报通讯员 韦成成
赵伟 摄

廖双梅是谁？冲脉镇冲脉社区
农家妹！20多年来，她致力于扩大
桑蚕种养产业，成为十里八乡有名
的创业致富女带头人，被大家亲切
地称为“蚕娘”。她先后荣获全国百
名新型职业农民、广西乡村企业家
人才、柳城县优秀共产党员等荣
誉。她经营的桑蚕基地获评广西桑
蚕种业示范基地、柳州市示范家庭
农场、柳州市农业示范合作社等。
近期，廖双梅被评为 2024年柳州市
乡村工匠。

2003 年，廖双梅开始种桑养
蚕，家底是 6 亩桑地、2 张蚕。如
今，她拥有自己的家庭农场，农场
内有标准的蚕房、现代化的自动养
蚕器具，还聘请了专业技术员，每
年向农户大量提供蚕种、传授技
术，成为本地有影响力的致富能手
和致富带头人。

国家东桑西移工程是廖双梅发
展的东风。目前，廖双梅的“双秀
小蚕共育基地”面积 1500平方米，
每年共育约 4万张小蚕，服务蚕农

800 多户，年产值达到 440 万元；
“双秀标准化大蚕饲养基地”的标
准化大蚕房面积 2000多平方米，年
产茧量 5.5 万斤左右，产值 138 万
元。

廖双梅致富不忘身边人，积极
带动农户种桑养蚕致富。她经常给
农户免费培训，还发动群众抱团成
立专业合作社，形成了从种养到销
售，并逐渐延伸到蚕品深加工的一
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户后顾之忧。

2018年，廖双梅成立了柳城县

恩惠桑蚕养殖专业合作社。2020
年，该合作社获得了商务部规模
化、集约化桑蚕示范基地建设资金
的支持，被广西水产畜牧业协会评
为广西桑蚕种业示范基地，是柳州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桑蚕试验示范基
地、人工饲料养蚕示范点，也是柳
城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
秉持工匠之心的廖双梅已成为我市
桑蚕种养行业一面旗帜。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日报消息（通讯员盘练） 7月
4日至 7月 5日，柳城县新闻出版
局、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联合开展出版物市场专项检查。

检查人员先后来到书店、印
刷 厂 等 多 家 出 版 单 位 开 展 检
查，重点检查经营场所持证情
况、进货单据保存情况，是否
超出范围经营、是否存在违规
印 刷 行 为 、 是 否 存 在 安 全 隐
患、是否销售非法盗版书籍尤
其 是 少 儿 读 物 和 教 材 教 辅 等 ，
并就经营场所内的消防器材设
施 等 逐 一 进 行 了 排 查 。 同 时 ，
工 作 人 员 向经营者宣传“扫黄
打非”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引
导经营者合法经营。

此次专项行动，检查人员共
检查 2家印刷企业、4家出版发行
单位，抽查 2 家复印店，未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柳城县
将通过随机抽查方式继续对县域
出版发行单位、农贸市场开展检
查，营造健康、安全、和谐的文
化环境。

日报消息 （通讯员骆毅） 柳
城县是广西书法之乡，书法文化
源远流长。7月 4日，由县总工会
举办的柳城县 2024年职工书法提
升培训班在县文昌小学教育集团
总部举行开班仪式。本次开班仪
式 邀 请 了 广 西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柳州
市书法艺术院院长廖炳智作开班
培训。

课上，廖炳智院长结合自身
学习书法的经历和感受，以幽默
风趣、通俗易懂的语言，从练习
书法的意义、画风理解、书法作
品的章法和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带大家领略了书法艺
术的独特魅力，调动大家的学习
兴趣。这也是廖炳智连续第 9个年
头受邀到柳城授课。

据了解，当天共有来自各个行
业的 110 多名书法爱好者到场听
课。培训班开设了一个书法基础班
和一个书法师资班，同时还分别在
东泉、沙埔、凤山和六塘四个乡镇
开设了公益培训班。

近日，在凤山镇大塘村孟村屯的
山岭，黄皮果树上挂着成串成串的黄
皮果，色泽金黄，沉甸甸地缀满枝
头。韦秋新是大塘村孟村屯的果农，
今年她种植的 20 亩黄皮果喜获丰收，

亩产约5000斤，批发价3.5元每斤。韦
秋新种植的黄皮果以其浓郁独特的果
香，酸、甜、涩的口感，获得不少消
费者的喜爱。

本报通讯员 张琳 凌诗 摄

7月10日，东泉镇雷塘村北岸屯的红心火龙
果种植地迎来采摘季，预计在本月 14、15 日大
批量成熟。

村民陈忠是红心火龙果种植大户。他一共种
植了50亩。在陈忠的精心护理下，一个个红心
火龙果个大饱满，每个重量都在0.7斤左右，50
亩产量预计在 20 万斤，按照 1 元/斤的市场价，
纯收益15万元～16万元。

本报通讯员 韦成成 赵伟 摄

7 月8 日夜晚，社冲乡平村村柴山屯的村
民蒙英绣和家人戴上了头灯穿梭在葡萄藤下，
剪下成熟的巨峰葡萄，装筐、搬运。

社冲乡种植巨峰葡萄面积1600多亩，亩产
在2500斤左右。近年来，社冲乡安排农业技术
人员上门指导农户对葡萄进行科学管护，同
时，还不定期带领全乡葡萄种植户外出参观学
习，引导村民科学化发展葡萄产业，争取形成
早、中、晚熟品种错峰上市和葡萄品种多样化
发展，进一步实现葡萄产业增产增效，促进农
民增收。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龙玉文 摄

送技术到田间

这个工匠是名“蚕娘”
——冲脉镇农家妹廖双梅带领农户种桑养蚕致富的事迹

开展出版物
市场检查

职工书法
培训班开课

时令水果正飘香

黄皮果
喜获丰收

火龙果红红火火

巨峰葡萄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