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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5日，广西柳州市产业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柳州产业
集团”） 传来好消息，经中诚信国际信
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新世纪资信
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两家评级机构分
别综合审定，柳州产业集团主体信用等
级均被评为“AA+”。该集团成为我市
首家同时获批双“AA+”主体信用评级
的产业类市属国企，评级展望为“稳
定”。这充分体现了资本市场对柳州产
业集团综合实力、资产质量、盈利能力
和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

据悉，信用评级是在资本市场活动
中 塑 造 企 业 信 用 形 象 的 有 效 “ 身 份
证”，也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分水岭。本
次参与评级的两家机构，均拥有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监管
部门认可的信用评级资质，是国内权威
的信用评级机构。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市国
资委的悉心指导下，作为主体信用等级
均达“AA+”的“优等生”，柳州产业
集团自 2022 年新领导班子组建以来，
持续聚焦主责主业，践行国企担当，主

动服务和融入柳州重大发展战略，加快
重点产业投资优化布局，推动化工、日
化、医药、商贸等集团实业板块转型升
级。柳州产业集团打造了总规模达 137
亿元的基金集群，助力柳州传统产业升
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不
断开创集团资产规模和综合实力显著壮
大、改革活力和创新动能持续释放、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022 年至 2023 年，该集团连续在
市国资委市属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中
排名第一。2024年，柳州产业集团经营

业绩再创新高。
市产业集团董事长周云祥介绍，此

次柳州产业集团获评双“AA+”主体信
用等级，不仅为柳州产业集团降低融资
成本、拓宽融资渠道、提升综合竞争力
打下坚实信用基础，也为集团发挥资本
运作专业优势，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开
展大规模项目投资、拓展多领域业务、
支持产业做强做优做大提供有效保障，
助力柳州产业多元化发展，为奋力谱写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柳 州 实 践 贡 献 国 企 力
量。 （荀诗媛）

柳州产业集团主体信用等级被评为双“AA＋”

获得资本市场高度认可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韦斯敏）

融媒汇智连龙城，感恩一路常相伴。
为感谢“最佳伙伴”的关注和支持，
即日起，柳州市融媒体中心 2024年度
新闻报道优秀通讯员、新媒体“宠
粉”、优秀通联单位评选活动正式启
动，期待见到你的身影。

近 年 来 ，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坚 持
“融”字当头，建立全新的全媒体传
播体系，打通互通协同环节，实现全
媒体矩阵间共融互通，最大化发挥一
体效能，不断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
主流思想舆论。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进
步，都离不开广大通讯员、新媒体

“宠粉”和通联单位的关注与支持。
你们敏锐捕捉线索，精心创作报道，
为市融媒体中心注入活力，是新闻事
业发展的坚实依靠。感谢有你！

凡是刊发时间范围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间，在无虚
假失实报道、无抄袭现象、无重大责
任差错的前提下，在市融媒体中心所
属媒体平台上提供稿件材料、发表通
讯稿件的通讯员，均可参加优秀通讯
员评选 （小记者另外评选）。市直各
单位和各县 （区） 单位均可参加优秀
通联单位的评选。新媒体最佳供稿人
和优秀拍客将另行评选奖励。

需要注意的是，全年获市融媒体
中心各平台采用稿件 30篇以上的通讯
员，方可参评优秀通讯员 （同一题材
稿件在多个平台发布，发稿量不重复
统计，仅计算 1次）。单位领导重视宣
传报道工作，积极支持市融媒体中心
的采编通联工作，建立新闻报道通讯
员队伍，提供新闻报道稿件和线索，
单位全年获市融媒体中心采用稿件 45
篇以上，即可参评优秀通联单位。

【参评须知】
参评时间：即日起至 2025年 3月

31日
参评方式：参评者可扫描下方二

维码，下载《柳州市融媒体中心 2024
年度积极通讯员发表稿件登记表》

《柳州市融媒体中心 2024年度优秀通
联单位申报表》，填写后用 A4 纸打
印，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可通过
以下 3种方式提交材料：1. 邮寄至柳
州市城中区潭中东路 72号柳州市融媒
体中心指挥调度部，邮编：545006，
并在信封上注明“2024年积极通讯员
评选材料”。2. 送至柳州市融媒体中
心 （潭中东路 72 号） 门卫处。3. 将
登记表电子版和盖了章的扫描件发送
至邮箱 lzrbzbs@lzrb.com。

以“小支点”撬动“大民生”
（上接一版）

2025 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今年董月琳将关注
重点放在青少年、女性等群体上，并提出建议。“一
条 正 在 完 善 的 建 议 是 关 注 青 少 年 常 见 病 的 筛 查 预
防，例如脊柱侧弯和青少年近视。”董月琳说，另
外，她还聚焦减少生育压力的内容，从与育龄女性
切身相关的生育成本、养育成本、机会成本出发，
保障育龄女性在就业、求职方面的正当权利。

记者手记：“责任”是采访过程中董月琳一直挂在
嘴边的一个词。如何履职？如何提建议？董月琳说，这
是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董月琳作为来自基层的全国人
大代表，人民关注什么、急需什么，正是她调研的方
向。但同时，董月琳的履职视野又不局限于眼前，她希
望做好群众的“代言人”，以“小支点”撬动“大民生”。

全媒体记者 周仟仟

山歌情深深
经典代代传
（上接一版）

“我是看着电影《刘三姐》长大的，因
为刘三姐才对山歌产生了兴趣，便开始学唱
山歌。”年轻的山歌手韦莉莉向记者分享了
她与山歌结缘的故事。

近些年，韦莉莉成为一名山歌博主，乘
着直播和短视频浪潮，她将山歌唱“活”
了，让更多人在“云上”感受山歌魅力，吸引
了许多热爱山歌的年轻人来到柳州学唱山歌。

“山歌是灵活的、有生命的，需要新内
容、新血液的加入。”韦尚烈说，如今，山
歌融入了不少时代元素，他的孙女受其影响
也爱上了山歌，并能演唱不少歌调，令他很
欣慰。

艺术的升华

“五进中南海、四入怀仁堂”，说的便
是柳州原创彩调剧 《刘三姐》。1958年，柳
州创造性地将山歌与戏剧相结合，塑造了刘
三姐动人的艺术形象。

1959年3月28日，彩调剧《刘三姐》在
柳州首演，并迅速风靡全国。1960年，彩调
剧《刘三姐》全体演员受邀晋京演出。年过
八旬的庞绍元，曾在彩调剧中饰演李小牛一
角，回忆起《刘三姐》在全国巡演时的热烈
场景，他依旧热泪盈眶。

柳州人对刘三姐的一片赤忱，还促成了
彩调剧《刘三姐》的复排演出。2023年6月
17日，经过复排提升后的彩调剧 《刘三姐》
经典片段焕新登台。而这距离上一次柳州国
有文艺院团主导的彩调剧 《刘三姐》 演出，
已过去40余年。

在当晚的演出中，《说媒》 片段里王媒
婆的饰演者周江荔一人撑起了一场戏。退休
后有幸再次登台表演，她的基本功依旧扎
实。周江荔说，这源于融入骨子里的热爱。

这场戏，汇聚了以原柳州市第二文化馆
馆长曾昭文为代表的柳州彩调剧创作组的文
艺工作者们，以及担任彩调剧《刘三姐》复
排演出艺术指导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柳州彩调） 代表性传承人彭荣
青的智慧与力量。

市民覃菊艳深受刘三姐舞台剧、影视剧
的熏陶，对山歌十分喜爱，年近 60 岁开始
学唱山歌，她想着以后去外地旅游可以唱山
歌介绍柳州。长辈喜欢的时代经典也影响着
青少年莫雯月，她慢慢开始了解、喜欢上了
刘三姐。

柳州人对刘三姐的情与缘，一直以来似
滔滔柳江水，源远流长。

全媒体记者 刘心蕊 韦苏玲

（上接一版）
2019年3月，洪龙金与两名退役战

友扎根社冲乡。他们引进福建的先进技
术，联合成立了绿星农业。从军事化管
理车间到科学化培育流程，他们将部队
作风融入田间地头，建成 60 亩菌菇工
厂化基地。当第一批杏鲍菇破土而出
时，废弃的甘蔗渣真正变成了“金疙
瘩”。

创业初期，洪龙金遭遇了意想不到
的困境。当地农户对食用菌产业充满疑
虑：“种甘蔗几十年了，蘑菇能当饭
吃？”为打消大家的顾虑，他自掏腰包
组织 40 余名农户和新员工赴福建杏鲍
菇厂考察，新员工带薪培训两个月，农
户全程免费学习。“看到人家一年挣十
几万元，乡亲们的眼睛都亮了。”村民
覃茂回忆道。

洪龙金推出“三包”政策：公司提
供菌棒、全程技术指导、保底价收购产
品。在菌菇大棚里，洪金龙手把手教农
户控温控湿，像带新兵般严格。他说：

“菌丝生长差 1℃，产量就可能减半。”
村民韦大姐最初操作时战战兢兢，如今
已能独立管理 3 万棒菌包，“洪总派技
术员驻点指导，种出来的菌菇公司全

收，去年我家增收了4万元！”
随着“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

模式成熟，绿星农业形成产业集聚效
应，带动 20 个合作社、1000 余名村民

发展食用菌产业链。2023年，企业年产
值突破 8000 万元，帮助种植户人均年
收入从3200元跃升至1万元，社冲乡悄
然崛起成为“桂北菌乡”。

走进绿星农业的检测中心，墙上
“百术不如一诚”的书法作品格外醒
目。洪龙金将部队的纪律意识转化为企
业信条：建立 58 项标准化流程，从育
种到产品全程可追溯。2020年，公司的
杏鲍菇通过香港优质正字印认证时，他
却连夜召回一批包装瑕疵产品，“信誉
是企业的生命线，军人的字典里没有

‘将就’二字。”
这种对品质的坚持让“绿荣星”品

牌在国内外市场广受欢迎。2022年，企
业入选“广西好嘢”农产品品牌，产品
远销东南亚。当客商提出高价包销时，
洪龙金坚持预留 30%产能保障农户订
单：“带乡亲们致富的承诺，比黄金更
贵重。”

站在二期工程施工现场，洪龙金描
绘着新蓝图：258 亩的“联农助农孵化
基地”将集成种植、教学、科普功能，
建成后产能将实现翻番，可带动 3000
人就业。更令他骄傲的是，这里将设立
退役军人创业孵化中心。“我们要打造

‘退伍不褪色’的创业样板，让更多战
友在乡村振兴中再立新功。”洪龙金说。

全媒体记者 陈粤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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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里，我市各县区企业生产
加工按下“快进键”。2月 19日至
20日，记者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
乡江门村乡村振兴产业园、融安县
桂北农产品电商园看到，大苗山的
山泉水被灌装成瓶装饮用水，融安
的金桔被分装成盒，加工“柳州
味”的企业忙生产赶订单。

位于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江
门村乡村振兴产业园内的青云峰山
泉水厂，今年 1月开业投产，这也
是江门村首个村办企业。源自大苗
山的优质水资源通过生产线，变成
瓶装、桶装饮用水，走出大苗山。
目前，企业正在赶第一季度的订
单，每日从生产线灌装的瓶装饮用
水达 5万瓶，桶装水每小时能灌装
600桶。

除了山泉水，在融安县桂北农
产品电商园的广西融安桔乡里农业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通过生产
设备将一颗颗金桔进行挑选、分类
包装。包装好的金桔将发往北京、

上海、广州等地，还会出口到其他
国家。这些“柳州味”通过物流运
送到国内外，让不同城市的居民都

能品尝到这份来自柳州的独特风
味。 全媒体记者

覃科 韦斯敏 报道摄影

从军旅硬汉到“菌菇司令”

洪龙金正在教授农户猪肚菇种植技术洪龙金正在教授农户猪肚菇种植技术。。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江门村乡村振兴产业园内的青云峰山泉水厂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江门村乡村振兴产业园内的青云峰山泉水厂，，
机械臂正在将灌装好的饮用水装箱机械臂正在将灌装好的饮用水装箱。。

在融安县桂北农产品电商园的广西融安桔乡里在融安县桂北农产品电商园的广西融安桔乡里
农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农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挑选金桔工人在挑选金桔。。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韦斯敏） 有了劳动争议纠
纷，应该怎么办？这样的烦恼将得到有效化解。近日，
市总工会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座谈会，就《柳州市关
于进一步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及纠纷多元化解的工作方
案 （草案）》进行讨论，针对劳动争议纠纷多元化解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研究改进提升措施。

会议指出，双方将加强协调，保证沟通顺畅，完善
联席会机制，提高劳动争议调解率；充分发挥“法院+
工会”化解劳动争议纠纷职能作用，做好人财物保障，
做好“调解员”。双方负责同志将深入一线，掌握实
情，敢于攻坚克难，促进劳动争议案件妥善解决，合力
擦亮“法院+工会+人社+N”劳动争议多元解纷机制品
牌，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坚决维护劳动领域安全稳
定，为柳州职工队伍和谐稳定、助力平安柳州建设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据了解，过去一年，市总工会在关口前移、预防化
解、及时有效处置上下功夫，切实维护好一线职工、农
民工、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的合法
权益。2024年市总工会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80件，成
功调解劳动争议纠纷案件120件。

市总工会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座谈会

研究改进劳动争议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

按下“快进键”生产“柳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