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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刘心蕊报道摄影） 1 月 9
日，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了以“文明服务 ‘医’心为
民”为主题的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对窗口科室规范化服
务成果进行评比，引领广大医护人员不断提升业务能
力，提升医院诊疗水平，深化文明单位创建活动。

现场，业务标兵通过主题汇报、情景演绎的方式，
展现科室不同身份员工为患者提供文明沟通、文明礼
仪、优质服务、规范化服务的场景，分享各科室规范化
服务特点、举措及成效。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把规范化服务的理念及
行动落到日常，不断提升规范化服务能力，更加注重工
作细节，让每位患者感受规范、专业、高效、温情的服
务。”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康复科副主任护师黄丹萍说。

据了解，市妇幼保健院通过对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开
展培训，改善患者就诊体验。接下来，该院还将把职能
部门纳入其中，提升全院规范化服务水平，让市民就医
更舒心。

文明单位创建

提升服务能力 改善就诊体验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周仟
仟）“经研究决定，在国家法定节
假日 （含双休日） 期间，免费对外
开 放 市 老 年 活 动 中 心 地 面 停 车
场。”1月 15日，市委老干部局发布

《市老年活动中心地面停车场法定
节假日期间免费对外开放通告》

（以下简称 《通告》），于 1月 18日
起将市老年活动中心的 100多个车
位，在节假日免费供市民停放。

《通告》 中写道，市民可关注
“龙城秋韵”微信公众号，在相关
页面进行预约登记。此外，也可以
在市老年活动中心入口处现场扫码
登记后，进入该中心地面停车场停
车。该登记当日内有效，停车时段
为当日7:00-19:00。

为何会发布这样一个《通告》？
“马鹿山公园一直以来是市民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尤其是该公园
的大草坪更是火热，市民停车需求
旺盛。”市委老干部局局长、组织
部副部长 （兼） 韦小廷介绍，市老
年活动中心与马鹿山公园仅一墙之
隔，该中心地面停车场的车位在节
假日期间，大多处于闲置状态。

基于此，为给市民提供方便，
市委老干部局经请示相关部门和前
期充分研究评估，发布了此 《通
告》，让“位”于民。韦小廷表
示，希望通过让“位”，提升市老
年活动中心地面停车位的有效利用
率，一定程度上缓解附近市民“停
车难”问题。

需要提醒的是，通过公众号预
约登记，可提前获取停车位信息，
建议有停放需求的市民提前进行预
约登记。此外，停放车辆超过停车时段，且联系车主后
仍未驶离的，市委老干部局将联系相关部门实施拖离，
拖车、停车等费用由车主承担。停车场仅限停放 7座及
以下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停放车辆应在指定停车区域
内画线车位有序停放、文明停放，不得乱停乱放，不得
占用消防通道、人行步道、绿化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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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年活动中心的停车位。
（本文图片均为全媒体记者 吴祉婧 摄）

市老年活动中心。

“高效办成一件事，便捷
便利暖人心”，前段时间，柳
州兴源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将
一面锦旗送到柳城县行政审批
局，感谢该局按照“开办养殖
场一件事”工作流程提供上门
服务，将原本需要 7个工作日
办结的事项缩减至 3天，为企
业开展种猪生产调出与销售业
务送来了“及时雨”。

“这是我的微信，今后需
要办理其他业务，可以联系
我。”近日，柳城县行政审批
局“螺事帮”团队成员下到社
冲乡，利用半天时间同时为该
乡螺蛳粉原材料产业园内的 2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现场办理了
营业执照，为业主省掉了来回
跑的时间和精力，贴心服务赢
得了赞誉。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在
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中 ， 柳 城 县 探 索 “ 政 务 服

务+”新模式，整合社会侧、
市场侧服务资源，推动服务从
单一政府服务向多元社会服
务、便捷服务向增值服务转
变。为助力偏远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柳城县创设“政砦办”
服务品牌，下沉申请政务服务
事项 60 项到乡、 74 项到村，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由“窗口
办”变“家门口办”，目前提
供帮办代办服务超过500件次。

推出“政务服务+银行”
模式，在 7家农行网点和县政
务服务中心设立“易企办·融
易办”服务专区，专区实现企
业注册变更登记、社保查询补
领、养老等 21 项政务服务受
理，通过帮办代办、多点可办
的形式让涉企的政务服务、金
融服务变得更加容易办理。目
前，专区办件量超过 3790件，
帮助 11 家企业解决融资 5000
万元。

建设“政务服务+园区”
矩阵，在螺蛳粉、木材产业集
中区推行“点穴式”政务服
务，梳理下沉 61项依申请政务
服务事项，开通 7项跨省通办
业务。落实“企业诉求点单、
部门服务买单”机制，成立县
乡村三级帮代办团队，为企业
节省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

不管是柳州兴源牧业有限
公 司 的 经 历 ， 还 是 “ 螺 事
帮”团队的靠前服务，这些
都只是柳城县全面推进“高
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成功
破解营商服务不便利、产业
链资源分散、政企供需不匹
配等问题的一个个缩影。像
这样的好事、实事，在柳城
县还有很多。减少的不只是
办事时间，提升的不仅是效
率，更重要的是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

有利于群众的事，再多不

怕多，再小不嫌小。柳城县围
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将 385项行政服务事项办理整
合优化为 82 个“一张表单”，
推 行 “ 多 表 合 一 、 一 表 申
报”，统一办事指南、统一办
理流程、统一服务标准，细化
惠民惠企政策。在高质量推
行国家部署的 21 项、广西壮
族自治区部署的 26 项重点事
项基础上，在木材加工、螺
蛳粉原材料生产、日化化工
等行业，还梳理并形成 35 项
定制化、模块化、集成化审
批套餐业务，通过政务服务
减 流 程 、 减 材 料 、 减 时 限 、
减跑动，实现为企业和群众
服 务 环 节 更 少 、 周 期 更 短 、
流程更优、成本更低，平均压
减时限50%。

在 2023年度全区优化营商
环境评估中，柳城县政务服务
指 标 排 全 区 第 一 。 2024 年 4

月，柳城县被列为国家“高效
办成一件事”示范县，是广西
唯一入列的县份。今年全市两
会，柳城县被列为国家“高效
办成一件事”示范县，被写进
了政府工作报告，这让柳城各
界备受鼓舞。

“一流的营商环境，是企
业成长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沃土。”柳城县行政审批局
局长李苗介绍，2024年，该县

“高效办成一件事”办件量累
计达 5582 件，群众满意率为
100%。下一步，柳城将进一步
探索“政务服务+”新模式，
通过减负、提速、增效，创优
集成服务，以“高效办成一件
事”改革为抓手提升服务品
质，助力柳城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李书厚
通讯员 陈圆媛 邓克轶

柳城“高效办成一件事”去年办理5582件群众满意率100%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朱
柳融报道摄影） 1月 14日，正
值三都香葱收获季节。在柳江
区万亩香葱产业核心示范基地
核心区三都镇觉山村，当葱农
忙着拔葱、择葱、洗葱、卖葱
时，三都镇农业科技工作者也
在香葱种质资源圃忙碌起来。

拉开香葱种质资源圃大棚
的门，葱香溢出，冬日的阳光
穿过塑料薄膜，绿油油的香葱
泛着光泽。“小米葱”“帅葱”

“田东花葱”“红头葱”……白
色牌子上标记着每个香葱的品
种。

“1、 2、 3……12， 一 共
有 12株分蘖。”三都镇农业服
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滕色林蹲在
帅葱旁的畦沟，小声地数着一
棵葱的分蘖数，用手扫了扫葱
叶，顺势拔出，伸开右手大拇
指和食指，量了量葱白长度，
又掂了掂。

“葱管粗细合适，葱叶有
弹性，葱白长度超过 10厘米，
重量大约 0.2 斤……”已有 30
年工作经验的滕色林，转头向
一旁的三都镇农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韦俊平说。

韦俊平点了点头说，去年
9 月，香葱种质资源圃种植了
20多个品种香葱，有本地的帅
葱、小米葱，也有来自云南、
贵州等地的品种。“希望通过
种植筛选，选择更适合三都种

植的香葱品种，再向葱农推
广。”

为何农业科技工作者会如
此关心香葱品种？

据悉，三都镇独特的气
候、土壤、水质、日照等条
件，涵养了具有植株高、葱白
长、质地脆嫩、辛香味浓等特
点的三都香葱。2022 年，“三
都香葱”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去年，“三都香葱”
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

“三都香葱种植已经有几
十年的历史，品种不断更新，
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韦俊平

说。
2024年，柳江区农业农村

局、三都镇政府从建立香葱种
质资源圃，推广水肥一体化、
绿色防控技术、增施有机肥等
方面着手，以此提升三都香葱
品质。

韦俊平和滕色林从葱叶、
葱茎等方面，细细地观察了每
个品种的生长情况。“目前看
来，本地选育的帅葱、小米葱
长得更好些。”韦俊平说。

“是啊，它们是三都香葱
的‘王牌’，现在种得最多的
也是它们。”滕色林说，帅葱
的选育多亏了育种“土专家”。

滕色林口中的育种“土专
家”是三都镇里贡村里贡屯葱
农韦明宏。

“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
种葱花。最开始种两三亩，现
在种 10 亩。” 53 岁的韦明宏
说，几年前，他将小香葱与大
帅葱进行杂交，经过三年选
育，育出有葱头白、长短
适中、葱叶翠绿等特征的
帅葱，受到市场欢迎，葱
农都选择种植。

市场是否喜欢，香葱
经纪人韦文景更能感知。

“秋冬季的香葱五六元一斤
的价格维持了一个多月，

这几天才有所下降。”韦文景
说，他每天都会收购大量香
葱 ， 发 往 上 海 、 广 东 等 地 ，

“三都香葱”品牌越叫越响。
据三都镇统计，目前，该

镇香葱种植面积 3.4 万亩 （含
复种），年产量约 6.8万吨，预
计总产值超5亿元。

跟着农业科技工作者下葱田
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技术，“三都香葱”品牌越叫越响

韦俊平 （右）、滕色林 （左） 在种质资源圃查看香葱生长情况。 村民们分拣经过自动清洗机清洗的香葱。

1月 4日至 5日，融安县潭头
乡培村村河口屯的一间瓦房外，
整齐地堆放着一捆捆甘蔗。屋顶
上炊烟袅袅，空气中弥漫着香甜
的味道。

这间瓦房是 60岁村民沈家宽
的“糖寮”，记者走近一看，大家
正忙着赶制红糖供应春节市场。

“今天要制作 500斤红糖，用
甘蔗汁熬制而成，不添加任何食
品添加剂，1吨糖蔗能做 200斤红
糖。”沈家宽说，制糖的甘蔗为自
家种植，每年春节前，根据市场
需求，至少要制作 2000 斤红糖，
预计收入2万元以上。

古法制糖要经历4道工序：榨
汁、过滤、熬煮和风干。其中，使
用电动榨汁机榨汁是整个土法熬制
红糖过程中比较“现代化”的一
步。

当天，沈家宽的儿子沈亮亮
将一根根甘蔗塞进电动榨汁机，
经过两层过滤后，甘蔗汁随着管
子流入铁锅。

榨汁之后的熬糖环节最为重
要。煮炼处有 5口连灶铁锅，灶下
只有一个燃火点，用木材生火，
以大火熬制。首锅装有鲜榨的甘
蔗汁，待煮出泡沫后，依次舀至
后面的锅中进行蒸发，其间不断

过滤浮渣提纯，熬制过程中需要
不停地搅拌。

根据沈家宽的经验，掌握火
候和糖蔗汁煎煮最考验技术，煎
煮时间过长糖浆焦煳变苦，时间
太短糖浆难以凝固成块。

经过数小时熬制后，蔗汁由
青色转至棕红，变成黏稠的糖
浆。在一旁围观的村民拿起手中
的甘蔗，在锅里绕一圈沾上浓稠
的糖浆，即变成“糖棒”，舔上一
口，直呼：“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随后，沈家宽把黏稠的糖浆
倒至干净的席子用工具摊凉。在
红糖冷却前，沈家宽用刀切割分

块，待其完全冷却，红糖块就做
好了。

“我从小就跟着父母自制古
法红糖，如今我儿子也跟着我学
习，希望这门手艺能一直传承下
去。”沈家宽说，以前村里人在春
节前都自制红糖，如今只有他们
一家人仍然坚持手工制糖。

现代化机械生产的便利，让
很多人摒弃了制糖手艺，但沈家
宽守正创新，古法制糖工艺也不
断改进，研发出生姜等口味的红
糖，满足了不同客户的需求。

全媒体记者 罗妙
覃科 报道摄影

村民古法制糖 供应春节市场

熬糖过程中需要不停地搅拌熬糖过程中需要不停地搅拌。。

切割凝固的红糖切割凝固的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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