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
在柳城县，有

这 样 一 群 年 轻 人 ：
有 想 法 、 敢 创 新 、
肯 实 干 ， 爱 农 业 、
懂 技 术 、 善 经 营 ，
是新时代的有志青
年。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叫“新
农人”。即日起，笔
者将走近他们，讲
述 他 们 向 下 扎 根 、
向上生长的故事。

新青年新青年 新农人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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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医保经办服务提质
增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柳城县医疗保障局
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党
对医保工作的领导，全力以
赴，积极作为，逐步探索出

“三个一，零距离”的工作新
思路。以“一整套”服务措
施、“一体化”经办体系和

“一网通”战略布局打造运行
高效的县、乡镇、村三级医
保服务体系，实现全县 12 个
乡 镇 2 个 管 理 区 、 138 个 村
（社区） 医保经办服务下沉业
务办理“全覆盖”和惠民服务

“零距离”。

提升医保经办服务效能

对照自治区标准化建设要
求和围绕“全县医保经办服务
标准化示范窗口”创建目标，
柳城县共投入 107.6 万元，共
为 12个乡镇、2个经济管理区
及 138个村 （社区） 配置电脑
及打印机。在各乡镇便民服务

中心设置医保服务窗口，统一
制作医保标识和医保便民服务
站牌，摆放办事指南、明确业
务办理流程，张贴工作制度、
公示岗位信息，有力推动了经
办窗口标准化建设。柳城县医
疗保障局选派县级业务骨干到
各乡镇开展医保经办服务下沉
工作培训，从政策到实操，

“手把手”讲解具体业务，逐
条通过，切实提高基层经办人
员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确保
乡镇、村两级实现“可受理，
能出件”的工作目标。建立常
见问题反馈机制，迅速排查解
决。通过微信、QQ 建立业务
沟通交流群，为医保经办工作
人员提供政策业务咨询平台，
一项政策、一个问题、一人询
问全员了解，实现县、乡镇、
村三级政务服务联动和无缝对
接。截至当前，到乡镇开展医
保经办业务培训12场次，为参
保群众办理异地备案、参保查
询、参保缴费、政策咨询等业

务共计10.3万人次，为15.87万
名参保群众激活开通电子医保
凭证。

打通医保经办服务壁垒

柳城县严格执行全区统一
的医保服务事项清单和办事
指南，结合工作实际和内控
风险等，将参保群众迫切需
求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
等至少 26 项医保政务服务事
项向乡镇、村级医保服务站
下沉；实现了“简单事项不
出村、复杂事项可代办”。切
实将医保经办服务事项由县
级下沉至乡镇级和村级，为
群众提供精细化、便捷化的
医保经办服务。

柳城县积极与定点医疗机
构、农商行对接，在 4家二级
医院、14 家一级医院和 18 家
农商行建立医保服务站，进一
步健全柳城县基本医疗保障经
办服务体系。通过规范场所设
置、配齐工作人员、服务事项

下沉、后台服务前置，实现了
医疗保障经办服务窗口前移，
为参保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
保障服务，做到政策咨询在身
边、医保服务在身边，切实增
强参保群众的体验感、获得感
和幸福感。充分发挥县、乡
镇、村三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作用，以开展医保政策宣传等
工作为契机，公告医保经办基
层服务点，宣传经办服务事
项，注重发现实际工作中的典
型事例，引导群众到基层服务
网点办理医保业务，让群众享
受“就近办、马上办”的优质
服务。

打造“全覆盖”医保
经办网络

柳城县坚持将基层医保经
办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县镇村公
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由县政府
统一安排，共同推进。建成以
县医保经办机构为中心、乡镇
2 个管理区医保服务站为枢

纽、村（社区）医保服务站为
终端的三级联动医保经办服务
网络体系，将医保专网接入村
一级，上线广西壮族自治区医
保信息平台，给乡镇、村医保
经办人员分级赋码授权，有效
落实“家门口医保”服务目
标，建立更加便捷、高效的医
保服务网格。利用“互联网+
医保”服务理念，将村级医保
经办人员作为医保微网格的协
办员，各村（社区）医保协办
员主动对各网格内群众进行包
办服务，对困难群体实施精准
帮扶，开通老、弱、病、残、
孕等人群业务办理绿色通道，
有效提升“适老化”服务和双
拥服务能力。坚持从细节着
手，通过手机“掌上办”“网
上办”主动为参保群众提供参
保登记、异地备案等业务办
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路”，用“微服务”向千家
万户送去“微幸福”。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张磊

近年来，广西凤糖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推行对甘蔗
产业的服务举措，与生活困难的脱贫户结对子提供就
业岗位，截至目前，为脱贫户提供就业岗位 120 多
个。该公司荣获第一批扶贫基地企业、广西脱贫攻坚
先进单位、全国糖业扶贫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本报通讯员 张琳 摄

日报消息（通讯员韦成成、韦晓平）连日来，柳
城中回农业观光集散中心十分热闹，不少来自柳州市
的游客聚集在这里，享受美食、观赏风景，共享美好
时光。

柳城中回农业观光集散中心位于柳城县大埔镇中
回村回龙屯，占地 55亩，距离县城6公里，设有休闲
区、餐饮区、儿童娱乐区、花海草坪区、小超市等区
域。游客可以在这里露营、烧烤、散步、下棋，是一个
集休闲、文化、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

柳城中回农业观光集散中心的负责人莫荣记是回
龙屯人，早年在外务工。每次回屯里，他都会望着屯
里几棵百年古树思考：如何发挥百年古树的作用？慢
慢地，他心里有了在古树周围打造一个观光旅游中心
的想法。

2020年，莫荣记结束在外务工的生活回到村里，
租用古树周围的土地，打算建设一个观光旅游中心。

百年古树周围土地是村集体土地、村民自留地和
部分水田。莫荣记按照每年 8000元的价格租用村集
体土地，按照每年500元的价格租用村民土地，租用
时间均为20年。2023年，他共计投入180万元动工建
设柳城中回农业观光集散中心。如今，该中心已建
成，并于10月开始试业。

“建这个中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给忙完农
活的村民提供一处休闲的地方；另一个是附近村屯有
特色产业，可以让游客来这里体验种桑养蚕、摘慈姑
的生活。”莫荣记说，该中心不仅让乡村环境变得更
美，吸引游客，带动乡村游，还将带动村民致富。

日报消息 （通讯员班钰、郑
双凤） 近日，柳城县领取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待遇人员享受到“调
资红利”。根据今年调资政策，自
2024年 7月 1日起，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在原基础上
提高 20元，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为：60-64周岁由每人每月 146元
提高到 166 元；65 周岁以上由每
人每月 151元提高到 171元。此次
调资涉及全县 51652名城乡居民养
老待遇领取人员，调资金额为
307.07 万元，调资增加的养老金
已全部发放到位。

“对于满 60岁以上领取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人员，今年在
原基础上将最低标准提高 20 元，
同比增长了 13.69%，是近 10年来
调资力度最大的一次。”柳城县社
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柳城县落实完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和基础
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水平稳步提升。一方
面，基础养老金标准不断提高。
自 2011年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以来，已先后 10次提高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调整后的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达到 166元。
另外，还建立对 65岁及以上参保
城乡居民予以适当倾斜政策，其
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分别高于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 5元。另一方面，
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不断提升。开
展基金委托投资运营，鼓励居民早
参保、长缴费、不断保，引导参保
人员主动选择更高档次缴费、长期
持续缴费，增加个人账户积累，逐
步提高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实现惠民服务“零距离”
柳城县着力打造医保经办“三个一”服务体系

——记柳城县冲脉镇双秀家庭农场负责人葵建炜发展桑蚕产业

90后小伙“桑田造梦”

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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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了乡村 来了游客
富了村民

村民投资建设农业观光集散中心

10月 28日，随着一声声鞭炮礼花齐鸣，
位于柳城县东泉镇境内的永柳高速公路桂林
至钦州港公路 （永福三皇至柳州段，简称

“永柳高速”） 青山隧道顺利贯通 （见右
图），这也是该条高速全线 8条隧道中第一个
贯通的隧道，为项目如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青山隧道全长763米，隧址区地质条件复
杂，属于溶蚀峰林、构造剥蚀丘陵地貌。隧
道整体为较小净距加小净距离结构，开挖过
程中还面临溶洞、围岩差以及众多地质突发
因素等难题。永柳项目三分部工人们在施工
过程中，采取三班倒的施工模式，不断调整
围岩级别及开挖工法，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
提下提高施工效率。

该隧道从2023年12月9日开工，历经300
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终于顺利贯通，不仅
为当前抢抓旱季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
后续工程的物料运输和资源调配提供了便捷
路径。同时，作为第一个贯通的隧道，也为
后续隧道的施工提供相应的经验和参考。

永柳高速公路全长 78.968千米，是 《广
西高速公路网规划 （2018—2030 年）》 中

“纵 7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柳州市融安
县、柳城县、鹿寨县、柳北区以及桂林市永
福县境内等地，起点位于融安县泗顶镇山贝
村拉正屯北侧，与在建的桂林至柳城高速公
路及“联 2线”融安经永福至阳朔公路相接，
向南与G78汕头至昆明高速公路连接。青山
隧道的顺利贯通对于完善广西高速公路网
络、改善区域交通运输条件、促进沿线地区
经济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通讯员 张琳 报道摄影

永柳高速青山隧道顺利贯通

工人在检查设备。

10 月 16 日上午，位于柳
城县冲脉镇冲脉社区的双秀家
庭农场，时不时有人开车进
出。

当天上午 10 点半左右，
90后小伙葵建炜动作麻利地搬
着几个装有小蚕的蓝色塑料筐
走出蚕房，放到车上。这些小
蚕是送到村上一户蚕农家的三
龄小蚕。葵建炜是双秀家庭农
场的负责人，他说，这是双秀
家庭今年出售的最后一批小
蚕。头一天来买小蚕的蚕农很
多，排成长队。

秋风虽至，高温却迟迟不
肯退场，就如同这个 90 后小
伙的创业热情一般，热火朝天
且生机勃勃。

勇于挑战

小葵成为养蚕人的机缘还
要从5年前说起。

冲脉镇是柳城县种桑养蚕
的主要乡镇之一，全镇超过
85%的农户从事桑蚕产业，小
葵家也养蚕。摘桑叶、喂蚕、
捡蚕，小葵从小就会。2016
年，他大学毕业到外面闯荡，
两年后决定回家乡创业。他家
有四五百亩桑田，自己可以大
展拳脚干一番事业。

最初，小葵的父母放手让
他自己做，可是养蚕是个技术
活，有很多讲究，小葵因能力
不足，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

小葵印象最深刻的是，
刚开始，自己因消毒工作不
到位和用药不正确，被“上
了一课”。他以为蚕室、蚕具
以及地面都消毒了，就算彻
底完成消毒工作了，哪知道
天花板、蚕架上的钉子等也
要消毒，结果因为消毒工作
不到位，导致蚕宝宝死亡。
还有病虫害管理，比如什么
药 物 可 以 直 接 喷 洒 在 蚕 身
上，如何正确买药用药防治
病虫害，以及市场销售、如
何与蚕户打交道等方面的知
识，都要学习掌握。

“有人喜欢刺激，有人喜

欢冒险，而我就喜欢挑战。很
多同龄人觉得做农业投资时间
长、回报低，都往大城市跑，
可我觉得把农业做好完全可以
实现增收，实现经济自由。”
小葵笑着说。

努力创业

小葵铁下心接受挑战，希
望 通 过 努 力 实 现 “ 桑 田 造
梦”。在父母的协助下，他接
手管理两个占地共 1500 平方
米的标准化小蚕共育室，进行
现代化、专业化管理，让蚕宝
宝健康成长，并将蚕苗发送到
蚕农家中进行后续养殖。

“进行小蚕共育，一定要
把质量做到最好。因为这种养
殖模式不仅提高了蚕宝宝的成
活率和质量，还能有效减少蚕
农的养殖风险，降低养殖成
本，为蚕农们带来更多的实
惠。”小葵说。

蚕苗从 1龄到 3龄大概需
要 10 天时间。双秀家庭农场
的小蚕发育整齐、发病率低，
蚕农领回去只需喂养 15-20天
便可以结茧出售。

“造梦”的底气仅限于
技术过硬吗？远不止！小蚕
共育是现代蚕业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环节，为避免农户损
失，小葵把市场、销售与服

务这 3个环节放到了与技术同
等重要的位置，将农场与蚕
农捆绑发展。首先，订单灵
活。如果蚕农在养殖过程中
遇到养殖计划、环境变化等
问题，可以订蚕退蚕补蚕，
解决蚕农后顾之忧；其次，
技术服务到家。不管是新手
还是养蚕老手，只要遇到问
题都会得到小葵的及时指导。

小葵创新养殖和经营模
式，蚕农们受益匪浅，柳城县
冲脉镇龙村蚕农陶艳丽就是其
中一名受益者。她养蚕 4年多
了，一直向小葵领三龄蚕回去
养，无论养殖过程出现什么问
题，小葵都会第一时间上门指
导解决问题。她从一开始养一
张蚕只收获十几斤茧，发展到
现在种桑养蚕近 30 亩，年收
入可观。

收获满满

接近午时，双秀家庭农场
的工人们还在忙着采摘桑叶，
搬运回农场。蚕房里，有的工
人在绞碎新鲜的桑叶，有的在
喂蚕，动作娴熟。

“我还要补点哦。”一位
开着三轮车来买蚕的阿叔，
一进到农场就急着找小葵买
蚕。他说自己从柳城县马山镇
五塘村龙兴屯赶过来，养过小
葵的蚕，很好养，很放心。

“我们自己不会孵蚕蛋，
蚕茧成活率低，在他这里领小
蚕回去养，有保障。”柳城县
冲脉社区蚕农何女士说。

多年来，双秀家庭农场每
年育小蚕 12 批次，为蚕农提
供蚕苗近 4万张，服务 800多
户蚕农。小蚕不仅供应给冲脉
当地，还销往寨隆、马山、六
塘及宜州、罗城等周边和邻近
地区。桑蚕产业“短、平、
快”效益优势凸显，有力促进
了蚕农增收。

“一定要让蚕农看到利
益，让蚕农觉得养蚕相对容易
而且收益稳定。他们愿意养、
养得好，一个地方的产业才能
稳定发展。”小葵说，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带动家乡蚕桑
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通讯员 冯艳芳
吴再丽 韦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