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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日晚，暮色渐浓，柳
州的街灯次第亮起。

“有人晕倒了！”当94路公
交车平稳进站时，车厢中部突
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听到声
音，52岁的驾驶员韦荣科立即
靠边停车。只见一名中年女乘
客瘫倒在地，浑身抽搐，嘴角
溢出白沫。不容多想，韦荣科
赶紧拨打 120、110，并跪地托
起乘客头部，找来袋子垫住，
用纸巾清理乘客嘴边的分泌
物，为其按压人中等穴位。

监控画面显示，在等待救
护车的 10 分钟里，这位有着
军旅经历的党员司机始终半蹲
守护，直至女子恢复意识。当
家属赶到现场时，他已悄然返
回驾驶座，继续执行末班车任
务。

涓涓细流，可汇聚成大江
大河；小小善举，可托举起文
明之城。在柳州，类似的镜头

还有很多——
龙潭公园保洁员谭官金拾

金不昧，发现游客失物后在原
地等待未果，便主动将失物
拿到公园保卫科登记，帮助
来自广东的游客梁先生挽回
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
重要证件以及 3300 元现金的
损失；

热心市民“推车哥”，偶遇
环卫工人莫志的垃圾清运车发
生故障，于是主动上前帮助莫
志推车，一直从五一路推到了
弯塘路，之后事了拂衣去，连
姓名都不曾留下；

市民黄永成、高飞燕、李
军厂上演“生死接力”，在羽
毛球场发现一男子晕倒后，立
即用AED为其电击除颤，配合
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一系列
施救措施，成功抓住救助的

“黄金 4 分钟”，合力挽救了一
条生命……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如
你我一般的平凡人，却以“小
我”之善举，托起“大爱”之
温暖。

回溯往昔，柳州这片热土
从来不缺凡人善举——

2018 年 ， 卢 明 华 、 韦 绍
明、郭浩彦于柳江大桥之上挺
身而出，那瞬间的果敢决绝，
仿若划破长空的闪电，照亮了
人们的心房；

2021 年 ， 朱 天 林 、 巫 国
威、张树泽见义勇为，提起灭
火器，飞奔冲向着火的楼房，
上演“教科书式救援”，他们的
专业与无畏，如同教科书般展
示了何为勇毅担当；

韦巧云、洪钢等社区中的
助人楷模，他们宛如春日暖
阳，以点滴善举润泽邻里；

罗瑞可、陈仕航等热心人
士，恰似传递希望的火炬，用
自身行动生动诠释了“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的至理……
他们的精神力量化作无形

的旗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
柳州人在向善之路上昂首阔
步、不断前行，让这座城市的
文明底色愈发浓郁。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精神
文明建设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
核心主题，积极发挥先进模范
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以一城好人点亮
文明之光，持续建设精神文明
高水平发展的首善之城。

凡人善举，微光成炬。而
微光之所以成炬，是因为道德
的种子一颗一颗播撒下去，成
就了奋斗之美、奉献之美、向
善之美，撬动了全市群众的磅
礴力量。

为了让先进典型的事迹和
故事温暖更多人，我市构建以

“感动中国 2022 年度人物”杨
宁、“大国工匠”郑志明等为代

表的先进典型矩阵，推动先进
典型事迹宣讲进单位、进校
园、进企业、进社区，让群众
在与先进典型面对面的沟通交
流中，零距离感受先进典型的
精 神 力 量 ， 实 现 情 感 共 鸣 。
2024年以来，我市共开展道德
模范宣讲报告会、专题展览等
近200场次。

如今的柳州，好人辈出，
好事频现。越来越多的平凡
人，接过“好人接力棒”，用坚
守诠释担当，以善行温暖人
心，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柳州实践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提供丰厚道德滋养。

全媒体记者 韦斯敏

连 日 来 ， 柳 州 处 处 可 见
“雷锋街市”，人人争当“活雷
锋”。“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
不可估量的。”在暖意融融的春
日，我们重温《雷锋日记》，依
然能看到其中闪耀着的真理光
芒，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螺丝
钉精神蕴含难与易的辩证法，
难在日复一日精进，数十年如
一日坚守；易在人人皆可为
之，时刻都能践行。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
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

活的岗位上？”我们应该常以
“雷锋之问”扪心自问：是否甘
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是否拿出了“挤”和“钻”的
劲头，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是否常怀赤子之心，扎根
人民、服务人民、奉献人民？

将“小我”融入“大我”，
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
里，才永远不会干涸。”立足岗
位学雷锋，身边就有好榜样，
如“感动中国 2022 年度人物”

杨宁扎根苗乡、力拔穷根，带
领乡亲蹚出振兴路；“大国工
匠”郑志明干在实处、精益求
精，助推“中国智能制造”走
出国门。我们要见贤思齐，自
觉将个人追求与党的事业、国
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联系起
来，像螺丝钉一般钉在实处、
干在实处。无论职位高低、任
务轻重，钉得准、钉得牢，把

“枝叶小事”落实落地，就是为
“国之大者”添砖加瓦。

积“小善”成为“大善”，

时代之卷才能越答越好。
柳州百年工业史，正是由

无数颗“螺丝钉”共同铸就的
惊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柳州加
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
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市，呼唤
更多雷锋式的模范和标杆。柳
州常态化长效化推进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和建设工作，也需要
更多凡人善举。每班岗、每件
事，都是“螺丝钉”的舞台，
当我们把学雷锋活动融入日

常、化作经常，坚持实干为
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
让人民评价，在看见光、追随
光的同时，也能成为光、散发
光。微光点亮星河，当万千建
设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境界接续奋斗，
柳州的明天定会更好。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
宋美玲报道摄影） 3月 5日
是第 62 个学雷锋纪念日，
当天上午，一场特别的志愿
服务活动在金沙角观瀑广场
拉开帷幕。市委社会工作
部、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
局、自治区柳州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等部门携手举行“共
护美丽柳江，续写五冠惊
奇”全民护河志愿服务启动
仪式，呼吁更多市民用“志
愿红”守护“生态绿”。

活动吸引“亲清柳江
河”志愿服务队、“河小
青”志愿服务队及来自我市
企业、学校、协会的近百名
志愿者参加。现场，一辆内
有乾坤的汽车吸引了志愿者
们的注意。“这是柳州水质
应急监测车，它就像是一个
移动的实验室，可以第一时
间掌握水域水质数据，帮助
生态环境部门在处理突发性
水污染事件时能有效缩短处

置时间，尽早控制污染影响
范围，减少事件损失。”来
自自治区柳州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的志愿者韦帮立打开车
门，介绍水质监测的科学方
法和日常保护水资源的实用
知识，增强大家的环保意
识。

志愿者代表们还共同向
广大市民发出环保倡议宣
言，并现场开展防溺水急救
教学。现场活动结束后，志
愿者们自发巡河，沿河开展
净滩行动，以实际行动保护
水环境。

据了解，2024 年全市
5.2万名志愿者累计巡河 30
多万人次，积极反映涉水污
染问题线索，助力消除生态
安全隐患。目前我市已有

“亲清柳江河”“河小青”等
巡河护水志愿服务队，本次
活动旨在吸引更多市民加入
志愿者队伍，打造更多的生
态环境志愿服务品牌。

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飞
速发展，为城市管理工作提供
了新的解决方案和创新思路，
市城市管理局积极响应上级部
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发展的相
关要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
城市管理融合，2 月 28 日，市
城市管理信息中心城市运行管
理服务平台接入DeepSeek、YO⁃
LO等智能模型，推出五项应用
新场景，为城市管理部门提供
科学决策依据，有效提升城市
管理工作效能。

AI数智助手：城市管理一
智即联。平台运用历年汇聚的
442万条城市管理相关数据以及
政策法规、知识库等内容，通
过本地部署 DeepSeek 模型推出
城市管理“AI数智助手”，实现
城市管理知识库查询、数据分
析、业务指导等功能，进一步
提升城市管理工作效能。

AI 智能抓拍：城市“鹰
眼”一拍即识。平台部署的人
工智能算法可实现固定监控设
备、移动采集车、无人机飞巡
等多类别终端的快速部署，实
现城市管理问题的自动抓拍识
别，为探索城市管理人工智能
化提供新的路径。平台接入AI
运行以来，抓拍城市管理问题
3541件。

AI智能立案：问题立案一
点即传。平台利用YOLO模型实
现城市管理问题智能立案，该
功能可对采集到的城市管理问
题信息进行智能立案登记，迅
速处理大量的城市管理问题信
息，实现问题的快速流转，优
化城市管理流程，大幅减少人
工立案的时间和工作量，提高
问题处理效率。目前平台已实
现无证经营游商、“五车”问题
等 8 类城市管理问题的自动立
案。

AI智能派遣：案件流转一秒即达。平台运用
大数据技术对业务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实现城市
管理问题的智能分拨，构建“运转高效、交办精
准”的扁平化新模式。功能启用以来已实现 81类
城市管理问题的自动办理，智能分派数已达平台
业务量一半以上，准确率达 99.65%，做到“过站
不停车、办理全留痕”，城市管理问题处置效率大
幅提升。

AI智能服务：智服惠商一呼即晓。通过数据
的互联共享，平台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市容管理
应用场景，实现“门前三包”商户智能提醒服
务。平台在发现商户出现“门前三包”问题时，
系统自动推送提醒短信至涉事商户通知自行整
改，并提醒执法人员关注该问题，实现前端服务。

市城市管理局将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优势，
积极践行“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持续拓展
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应用，挖掘人工
智能多元潜力，探索更多智能应用场景，为城市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辜奕斌 李斌）

日报消息 （全媒体见习记者吴倩雯） 近期，
我市天气复杂多变，气温犹如坐过山车般起伏不
定，大家还没从回南天的升温与潮湿中缓过神
来，新一轮降温过程便接踵而至。

市气象局预计，在此轮强冷空气带来的降温
期间，我市南部早稻遭遇低温冷害的风险较低，
而北部地区则面临中到重度风险。“一般情况下柳
州的春耕春播是在3月份，甘蔗和玉米这类耐寒性
较强的作物在 3月初便可着手种植。”市农业气象
试验站副站长、农业气象高级工程师吴炫柯介
绍，当下正值春耕春播的关键时期，3月气温起伏
不定，我市早稻一般在 3月中下旬冷暖转折时播
种。目前，我市早稻正处于紧锣密鼓的备种阶
段。据市农业信息中心统计，截至 2月 27日，全
市早稻已备种 113.48万公斤，已备稻种达预计需
用量的83.3%。

“近期我市降雨较多，从去年 11月以来的干
旱情况已得到缓解，预计 3月降雨仍然偏多。”吴
炫柯提醒，鉴于3月气温偏高，极易滋生和诱发各
类病虫害，地势低洼的田块务必提前做好排水设
施的疏通与维护工作，避免田间积水，降低病虫
害滋生的风险。

基于当前气象条件和农事进程，农业生产
人员应做好早稻浸播的各项准备工作，抓紧进
行备种、备肥、整理秧田、加固水利设施等春
耕备耕工作。同时还要做好库塘蓄水，满足春
播用水需求。

“我的证办下来了！”3月5
日上午，在柳北区沙塘镇上垌
村新村屯 18号的柳州真味种养
专业合作社里，负责人覃开忠
开心地通过电话向老友分享喜
讯：他向柳州海关申报的 《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供
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出口食品
原料种植场》 三份资质已经办
下来了。该合作社因此成为全
市首个获得酸笋作为出口原料
种植场备案的经济组织，同时

也是全市唯一一家供港澳蔬菜
种植基地。覃开忠笑着说，渠
道已打通，从此以后他的酸笋
可以“全球卖”了。

覃开忠取得这份成绩，源
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告诉笔
者，2021年的夏天，一家预包
装螺蛳粉企业的老板到他家附
近钓鱼，他做了一盘酸笋焖鱼
给这位老板品尝，老板尝过之
后赞不绝口，建议他大胆尝试
生产酸笋，一步步做大。他按

照这名老板的建议，先小批量
生产，然后成立合作社，再开
公司……如今，他腌制的酸笋
越卖越好，已经供不应求了。

坚持使用本地笋、坚持传
统腌制、坚持自然发酵、坚持
使用老菌种，是覃开忠腌制好
酸笋的四大法宝。“虽然发酵时
间慢一些，但我们的酸笋口感
脆嫩，口味独特，回头客都是
闻香而至。”覃开忠说，2024年
初，有一批香港客商来到柳

州，拿一批酸笋回去检测，检
测过后对方反馈酸笋品质很
好，想与他们签订合同，可由
于他们缺乏出口港澳的资质，
合同签约事宜一拖再拖。

从种植、采摘到切制、腌
制，覃开忠实现了柳州酸笋加
工的全产业链生产。为了让酸
笋基地生产出来的柳州酸笋在
本地实现出口零的突破，覃开
忠和自己的妹妹覃丽娥开始着
手准备相关资料填报。花了近

半年的时间，终于拿到了柳州
海关颁发的 《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备案证明》《供港澳蔬菜种植
基地》《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场》
三份资质。

“未来，我们的柳州酸笋
将向东南亚市场进军，不断丰
富种类和形式，肩负起柳州酸
笋‘全球卖’的责任，助力柳
州美食文化向世界传播。”覃开
忠坚定地说。

（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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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科学规划早稻
春播，加强病虫害防控与水利
设施维护工作

天气多变 春耕不歇

——从一系列好人好事看柳州文明底色

你我皆凡人 小善聚大爱

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一小鹿

柳州真味种养专业合作社成为全市首个获得酸笋作为出口原料种植场备案的经济组织

这家合作社的酸笋可以“全球卖”了

呼吁“志愿红”守护“生态绿”
我市多部门携手启动全民护河志愿服务

志愿者代表共同发出护河倡议志愿者代表共同发出护河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