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目金黄香百里，一方春色醉千山。”近日，在
鹿寨县中渡镇，油菜花已进入盛花期，一幅如诗如画的
春日美景画卷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
者慕名而来，或是漫步花海，尽情享受春日的浪漫；或
是拿起相机，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感受春天的浪漫与
生机。 本报通讯员 颜凯 王孝强 摄

游客在拍照游客在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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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
理念在鹿寨县得到了生动实践。近年
来，该县依托丰富林业资源，深入探索
林下经济发展模式，按照“全环节提
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的发展
思路，打造中药材全产业链集群发展示
范样板。截至 2024 年底，全县共种植
各类中药材约 3.7万亩，引进龙头 （规
上） 企业 2家，预计到 2027年中药材全
产业链产值可达 6亿元以上，中药材产
业成为富民强农的优势产业和加快推进
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科学布局：
为中药材产业“画骨”

鹿寨县以“大山经济”为引领，围
绕全域特色中药材产业乡镇建设，因地
制宜推动产业发展。

拉沟乡森林覆盖率高达 92.7%，被
选为全域特色中药材产业乡。该乡整合
各类中药材资源，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及
村屯发展。通过林下种植，提高土地使
用效率，鹿寨县实现了“不向农田抢
地，不负山青水绿”的生态循环效益，
开辟了助农增收新路径。

此外，鹿寨县全力构建“一园三区
七基地”产业格局，包括药王谷产业
园、企业综合服务区、中药材生产加工
区、商贸物流区以及草珊瑚、鸡血藤、
罗汉果、三叉苦、野菊花、吊瓜、瓜蒌
种植基地，项目总投资 6.04亿元，总用

地面积约 8.4 万平方米，打造集种植、
加工、交易、物流、研发、科普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为畅通产业发展“快车道”，鹿寨
县不断补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确
保产业路项目建设满足中药材产业发展
需求。2024年，投资 177万元兴建 3条
产业路，并启动中草药产业基地配套设
施等项目建设，有效改善当地生产条
件，受益人口达3000多人。

政策赋能：
为中药材产业“增肌”

鹿寨县通过政策扶持和科技创新，
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
印发 《鹿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明确肿节风 （草珊瑚）、三叉苦、
鸡血藤、橘红、栝楼 （吊瓜、瓜蒌）、
野菊花、红豆蔻等中草药种植奖补标准
和育苗基地建设补助标准，引导企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参与规模
化、标准化种植。在科技支撑方面，鹿
寨县以森林资源为依托，充分利用林木
和林下优越的自然条件，推广仿野生栽
培技术，生产原生态中药材产品。同
时，积极引导企业开展“三品一标”认
证，探索运用 5G物联网技术赋能种植
基地。针对中药材全产业链精准施策，
做好前端、中端、后端各个环节指导服
务，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
时查处使用禁、限用农药行为和农药、

兽药残留超标问题，确保中药材品质。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鹿寨县实现了从分散种植向企业带动、
合作社组织、专业大户生产的转变。同
时，强化金融服务，大力创新金融产
品，重点支持特色支柱产业。截至2024
年 12月，全县参与中药材种植、加工
的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达 31
个、农户 300余户，累计支持中药材贷
款1000多万元。

全链发展：
为中药材产业“活血”

鹿寨县通过延长产业链、拓宽增收
链、提升价值链，激发中药材产业发展
活力。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挖掘瑶
族少数民族文化，宣传推广道地瑶浴，
开发生产瑶浴包、药膳包、药茶包、药
妆等特色产品，推动中药材加工工艺改
造和技术创新，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条，
提高中药材产业附加值。同时，鹿寨县
全力推进药王谷产业园建设，推动“中
药材+旅游+康养”融合发展。近年来，
鹿寨县通过发展“中医药+文旅”“中医
药+康养”“中医药+膳食”等模式，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寻求健康与文化体验，
累计接待游客超 100万人次，旅游年收
入 1000多万元，带动“健康+养生”乡
村旅游产业发展，实现中药材产业和文
旅产业的深度融合，为地方经济带来了
活力。

自 2022 年 起 ， 鹿 寨 县 每 年 举 办
“药王节”，探索“中药材+文化创意”
“中药材+培训教育”等模式，深化中药
材文化内涵，在特色渔鼓戏表演中融入
中药材文化，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医
药文化亮点，实现传统与创新交融，擦
亮鹿寨中药材特色区域品牌。

联农益农：
为中药材产业“助力”

鹿寨县推广“林下+中药材”“油
茶+中药材”套种模式，增加种植多样
性，以短养长，弥补发展林下经济周期
长、见效慢的缺点，打造多种中草药种
植示范区齐头并进的“1+1+N”现代中
草药综合示范区，实现经济生态双赢。
目前，全县推广套种面积约 1.9 万亩，
每亩可额外增收 3000元至 5000元。此
外，通过中药材生产加工基地项目建
设、村级集体经济入股等方式，鹿寨县
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土地出租、劳动务
工、入股分红等多种增收渠道，带动
2800余人就业。

鹿寨县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为指引，通过科学布局、政策赋
能、全链发展和联农益农，推动中药材
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未
来，鹿寨县将继续深化中药材产业发
展，实现经济生态双赢，助力农民增收
致富。

本报通讯员 龙金伟 郑浩洁

林下生“金” 生态富民
——鹿寨县探索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实践

日报消息 （通讯员韦娟）“这
笔补贴是否进行公示？未发放成功
的是否已核实补发？”日前，鹿寨
县纪委监委驻县农业农村局纪检监
察组联合乡镇纪委对县内劳务补
贴、双季稻补贴等惠民资金发放情
况开展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
督促整改。

用好用足用到位惠民资金，关
乎民生福祉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
局。2024年以来，鹿寨县纪委监委
紧盯惠农资金审批、发放等关键环
节开展精准监督，深化标本兼治、
系统施治，拓宽监督渠道，以强监
督护航惠民资金精准落实。

“惠民资金监管链长，点多面
广。我们联合财政、民政、农业等
职能部门建立民生领域资金排查机
制，凝聚监督合力。”该县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强化“室
组地”联合、“组局”联动，通过
查阅资料、实地走访、大数据分析
比对、个别访谈等形式，对项目资
金审批、拨付、发放等环节开展精
准监督、全程联动监控。

该县纪委监委结合日常监督、
案件查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制发
问题反馈单、整改建议单、纪检监
察建议书等，督促行业部门深入分
析问题根源，排查薄弱环节，开展
系统整治，推动相关单位建立完善
城乡低保、残疾人补贴等民政救助
对象动态管理制度的机制。强化闭
环管理，建立问题清单，将其列入
监督检查和巡察重要内容，对问题
整改情况跟踪开展“回头看”，逐一对账销号，防止问
题再次发生。

此前，针对适龄老人应享未享高龄补贴的问题，四
排镇纪委在查办案件后，及时制发监察建议书，督促该
镇为民服务中心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各村民政助理开展
业务培训，入户宣传政策，为行动不便的适龄老人提供
上门服务。

线上线下齐发力，拓宽渠道提升监督质效。该县纪委
监委依托廉情驿站、“微权力”监督平台，创建“码上
监督”直通端口。群众通过扫描二维码，可在线对各项
民生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可一键举报，实
现政策“码上”知晓、问题“码上”反映。线下，发挥村
级网格廉情监督员“探头”作用，加强对村“两委”民主
决策、民生资金收支使用等小微权力运行监督，切实打通
民生政策落实落地“最后一公里”。

又是一年春来到，草木新生、万物复苏，春耕正当
时。2月25日，在鹿寨县拉沟乡民主村的五指毛桃育苗
基地里，工人们在进行育苗作业。近期，有不少村民前
来购买五指毛桃种苗回去种植。

民主村三见屯的村民潘康奇也从五指毛桃育苗基地
购买了种苗。近日，在潘康奇的五指毛桃种植地，他与
村民们分工合作忙碌着，有的挖坑，有的放苗，有的放
肥料，很快就将一株株五指毛桃种下地。对于种植五指
毛桃的前景，潘康奇充满了信心与期待，他说：“种植
五指毛桃，经济效益比较高，亩产可以达到 2000 多
斤，按市场价有 7000 元左右。而且管理比较简单，一
年锄一次草、放一次肥，基本上就可以了。”

五指毛桃的种植周期为2-3年，由于种植管理成本
较低，效益不错，很多村民都开始种植五指毛桃。据了
解，目前民主村的五指毛桃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0亩。

本报通讯员 李林洪 摄

村民分拣五指毛桃种苗村民分拣五指毛桃种苗。。

近日，柳州市工商联公布“2024
柳州市民营企业 100强”“2024柳州市
民营企业制造业 50强”名单，鹿寨县
域企业——柳州钧达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入选。2月 26日，笔者在该公司
车间内看到，工人们精力充沛、干劲
十足，车间里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氛围。

柳州钧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
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专业厂家，也是东

风柳汽的战略供应商，主要配套汽车
仪表板模块总成。公司具备汽车内饰
件产品生产的完整工艺，拥有先进生
产工艺和现代化设备，是鹿寨县首批

“鹿商卡”持有企业之一。
2024年，柳州钧达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年产汽车仪表板模块总成 7.6万
套，年产值约 6.9亿元。该公司综合办
主任曹彤阳介绍：“今年，我们公司的

核心任务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对
工艺流程进行优化，提升产能。同
时，我们正在加速推进新项目——右
舵驾驶舱组合模块的开发，目标是在
6 月份实现量产。在 2024 年的基础
上，我们力争产值稳步增长，目标是
达到7亿元。”

本报通讯员 王孝强 报道摄影

日报消息（通讯
员覃跃） 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鹿寨县苗
木经营户们抢抓有利
时机，积极投入到苗
木的培育、管护工作
中。近日，笔者来到
位于鹿寨镇角塘村
查比屯的柳州市笑
缘林业股份有限公
司苗木基地，看到
一排排枝繁叶茂的
油茶苗，充满了生
命力。柳州市笑缘
林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苗木基地管理员张小
明告诉笔者：“我们
这里有 250 万株苗，
种植面积 3 万多亩，
销往本县 （鹿寨县）
和玉林、河池、来宾
等地。”

据了解，鹿寨县
共有苗圃 38 家，可
培育各类造林绿化苗
木 1200 多万株。今
年以来，鹿寨县林业
部门积极指导各苗圃
加强管理，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移 苗 、 炼
苗、防治有害生物
等工作，以提升苗
木 的 活 力 和 质 量 。
同时，推广使用良
种壮苗，努力提高合
格苗木的出圃率，确
保植树造林任务的苗
木供应。鹿寨县林业
发展中心副主任梁丽
珍介绍：“我们县今
年培育油茶苗木 250
万株，可供 3 万至 4
万亩的造林；桉树苗
培育了 300 多万株，
可供 2 万至 3 万亩的
造林。”

近日，笔者走进位于鹿寨镇石路村的
广西荣胜农牧有限公司鹌鹑养殖基地，看
到一排排养殖笼里挤满了鹌鹑，它们或觅
食或嬉戏，时不时发出“啾啾”声。笼架
下方，鹌鹑蛋整齐摆放在待捡栏里。看着
盛满“金蛋蛋”的待捡栏，基地负责人余
荣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每斤鹌鹑蛋
按 6元来计算，除去成本后，一年就有 100
多万元的利润。”

余荣介绍，鹌鹑生长周期短，一只母
鹌鹑一般生长到 40天左右即可产蛋，产蛋
高峰期可持续数月，一年产蛋 280枚左右，
产蛋总量颇为可观。“我们与多家大型商超
和批发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目
前，我们的产品不仅在本地市场供不应

求，还销往广西区内其他地区的农贸市
场、螺蛳粉厂等地。”

为了提升鹌鹑养殖的经济效益，该基
地配备了先进的自动化养殖设备，实现了
自动喂料、自动饮水、自动清粪等功能。
同时，精准控制养殖舍内的温度、湿度、
光照等，让鹌鹑全年都处于最佳生长状
态。从鹌鹑饲养员、蛋品分拣员到物流搬
运工，基地还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机
会。“在这里工作，每个月有稳定收入，还
能照顾家里，比在外打工强多了。”鹿寨镇
石路村村民胡丽群说。

本报通讯员 廖红梅
龙金伟 报道摄影

小鹌鹑变成“致富鸟”

基地负责人查看鹌鹑生蛋情况基地负责人查看鹌鹑生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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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进新项目 全面发力开新局

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忙碌。

油菜花开醉游人

春回大地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