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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 年榨季，柳城
县进厂原料蔗总产量 228.375
万吨，平均蔗糖分16.11%，混
合产糖率 14.06%，同比上升
2.73 个百分点，共产混合糖
32.109万吨，产糖总值约19.19
亿元。

作为国家级重点糖料蔗生
产基地县与广西“双高”基地
建设重点县，柳城县凭借独特
优势，统筹推进糖料蔗稳产提
质增效，不断提高糖业产业发
展水平，在糖业发展上持续发
力。

良种“芯”动力
驱动产业升级

蔗种是糖业的“芯片”。
柳城县借助县甘蔗研究中心这
一全国少有、广西区内唯一的
县级甘蔗科研技术力量，致力
于本土甘蔗品种的更新与繁
育。

柳城县与广西大学携手，
签订联合开展甘蔗品种选育、
技术推广及成果转化合作协

议，构建长期稳定的校地合作
关系；在太平园艺场建成“十
四五”广西科技重大专项“糖
料蔗突破性新品种选育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基
地，全力投入甘蔗杂交育种科
研工作。历经选株、杂交繁
育、试验苗筛选、田间实验、

“ 五 圃 ” 选 育 等 繁 杂 程 序 ，
2024年，该县成功组配甘蔗杂
交花穗25个、23个组合，种植
甘蔗实生苗 3.7 万株，打造出
具有本地特色的“桂柳系列”
新品种选育体系。目前，该县
已育成桂柳一号、桂柳二号、
桂柳05136等6个甘蔗新品种。

其中，桂柳 05136表现尤
为突出，因具备适应性广、抗
旱、稳产、高糖、强宿根等优
势，被列入广西蔗区优质蔗加
价品种。如今，该品种在全国
范围内累计种植超过 3000 万
亩，带动众多蔗农增收致富。
桂柳 05136于 2022年被农业农
村部列为全国糖料蔗主推品
种，2023年“甘蔗新品种桂柳
05136 选育与应用”项目荣获

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24年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主
导品种。

坚守种植红线
稳固产业根基

稳定种植面积是甘蔗产业
发展的基石。柳城县全力推进
甘蔗高标准农田 （蔗田） 建
设与“桉退蔗进”工作，严
守糖料蔗生产保护区和甘蔗
种植面积“两个不减少一个
稳步提升”底线。 2025 年，
该 县 计 划 种 植 糖 料 蔗 60 万
亩，有望实现糖料蔗种植面积

“四连升”。
柳城县糖业发展服务中心

项目股股长王立程介绍：“政
府出资修建水渠、路网，清理
地头碎石，农户劳作更便捷，
效率大幅提升，有效解决了种
植规模‘小零散’、管护技术
不统一、经济收益不均衡等问
题，减少了耕地撂荒与粗放低
效现象。”

为稳定全县糖料蔗种植面

积，该县持续推进糖料蔗高标
准农田 （蔗田） 建设工作，以

“一平、两通、三提升”（田块
平整，通水、通路，提升地
力、单产、效益） 为基本标
准，不断改善蔗田基础设施条
件，进一步提高蔗农种蔗积极
性。2019年至今，该县累计投
入各级资金 3.49亿元，落实高
标准农田 （蔗田） 建设面积
21.8万亩、共116个项目片区。

同时，该县适时出台《柳
城县2025年耕地恢复及“桉退
蔗进”工作方案》，利用甘蔗
改扩种补贴、长效作物钩蔸补
贴、“桉退蔗进”专项补贴等
政策，推进流入耕地种植糖料
蔗工作。2024年10月以来，该
县累计清理桉树及其他绿化苗
木 23759.68亩，在流入耕地种
植糖料蔗18224.88亩。

优质服务赋能
护航产业前行

优质服务是糖业发展的核
心支撑。柳城县在糖料蔗产业

推进中，全方位提升服务质
量，为糖料蔗产业发展保驾护
航。

在生态环保与资源利用
上，该县通过购机补贴、机械
化作业补贴等政策，引导蔗农
参与蔗叶禁烧和综合利用。在
推广分布式机收模式，该县在
六塘镇、社冲乡、太平镇、柳
城华侨农场等地开展分步式机
收试点建设，降低秸秆残留，
减少收集成本，提高资源利用
率。在补贴发放方面，该县严
格执行糖料蔗新植健康脱毒种
苗补贴流程，2020年以来，全
县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2.75 亿
元。

此外，柳城县还推进糖料
蔗购销订单化，坚决维护糖料
蔗市场良好秩序；通过组织联
合执法，取缔私设地磅、非法
收购原料蔗行为；利用司法宣
传警车，到各乡镇循环播放

《致广大蔗农朋友的一封信》，引
导蔗农按订单合同售蔗，保障
砍、运、榨购销秩序正常运行。

本报通讯员 韦成成

日报消息（通讯员陈婕） 近
日，柳城县太平镇江头村的蔗田
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甘蔗种
植机来回穿梭，一天就能完成 30
亩甘蔗的种植。

“现在全程机械化作业非常
高效，还有糖料蔗机械化耕作补
贴，我刚领到了 4000多元，干劲
足！”村民莫先认高兴地说。

当下正值春耕关键时期，柳
城县纪委监委紧盯农业生产重点
环节，聚焦农业补贴发放、农资
供应保障、农业技术指导等工作
落实情况，统筹“室组地”监督
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农资市
场、职能部门，采取“监督+服
务”的方式，靶向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护航春耕，助力
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局、起好步。

农业补贴是春耕的“及时
雨”，也是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的

“定心丸”。该县纪委监委将农业
补贴发放作为监督重点，通过数
据比对、入户核查、跟踪问效等
方式，对涉农资金的申请、审
核、拨付等环节跟进监督，严防
补贴资金被截留挪用、虚报冒
领、滞留延压等问题。针对合作
社、蔗农反映 2024年度糖料蔗良
种良法补贴发放不及时的问题，
该县纪委监委通过约谈县财政
局、县糖业发展服务中心及县农
机中心主要负责人，督促其多方
筹措资金 1500余万元，用于兑付
糖料蔗良种良法补贴，惠及蔗农2
万余户。

良种是春耕的关键。该县纪
委监委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某村村
委会副主任覃某某收受“好处
费”，推销无法溯源的甘蔗脱毒种
苗，导致群众利益受损。该县纪
委监委给予覃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督促相关
部门帮助111名蔗农挽回经济损失18万余元，并制发
监察建议书，推动开展97家次农资市场检查，立案查
处1起违法违规销售农资产品案件，保障农资供应质
量和价格稳定。

为解决部分农民农业知识不足、农机使用不规范
等问题，该县纪委监委督促农业农村部门履职尽责，
通过举办培训会、派遣科技特派员等方式提供技术指
导。各乡镇村务监督委员会也充分发挥监督“前哨”
作用，宣传惠农政策，收集问题建议。截至目前，已
收集20余个问题建议，解决16个春耕春种问题。

日报消息（通讯员邓涛、韦雨桐）近日，柳城县
残联工作人员到太平镇实地探访“阳光家园计划”居
家托养服务项目，了解其如何为重度残疾人群及其家
庭“减负增能”。

2021年，太平镇山咀村竹山屯村民罗曾旭因意外
成为植物人，肢体一级残疾，生活全靠年迈的父母照
料。太平村龙寨屯村民陈少雄因中风瘫痪，肢体一级
残疾，经济压力突然增大……

针对这些特殊家庭的困境，柳城县残联于2024全
全面启动“阳光家园计划”居家托养服务项目。该项
目投入 36.75万元，采用“家属服务+专业介入”模
式，为全县245名重度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务。服
务涵盖生活照料、能力训练、健康监测等7大类，全
年上门不少于12次，每次不低于2小时。

为确保服务质量，柳城县建立“一人一档”电子
档案，详细记录服务内容、时长及家属反馈。太平镇
残联工作人员表示，会通过随机抽查、电话回访跟踪
服务效果；项目资金采取“分期支付”，服务机构需
通过中期评估和年终验收才能领取全额补助。

柳城县细化落实“阳光家园计划”，为残疾人
家庭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未来，随着项目推进，
将有更多残疾人家庭从中受益，感受到“家门口”
的温暖与支持。

日报消息（通讯员梁琪） 3月14日，柳城县开展
非法捕捞工具集中销毁行动，现场销毁27艘涉渔“三
无”船舶、21 套电鱼工具，以实际行动打击非法捕
捞，保护融江水域生态。

活动现场，收缴的地笼、电捕器等非法捕捞工具
分类摆放。一声令下，工作人员采用烧、破、拆、压
等方式进行销毁，随后将其运往指定地点处理。

柳城县水域 （养殖水域除外） 3月 1日至 6月 30
日禁渔。今年以来，当地已开展3次打击违法捕捞专
项行动，查处 1起电鱼案件，暂扣 1套电鱼机，清理
20条河道地笼和1张刺网。

近年来，柳城县重视水生生物资源和水环境
保护。推行“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打击危害
水生态的违法犯罪，修复受损水生态。该县相关
部门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严格执行禁渔期制度；同时，借助官方媒
体、发放手册、设置举报电话等宣传渔业法规，
提升群众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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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城县精细落实“阳光家园计划”

为重度残疾人群“减负增能”

柳城县销毁27艘涉渔“三无”船舶

维护休渔期良好秩序

——柳城县2024/2025年榨季糖业发展综述

以糖为基，让“甜蜜事业”更甜蜜

小螺母“拧出”
数千万元产值

3月12日，位于柳城产业园
区沙埔片区的柳州正铆精密五金
制品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
工人们忙碌有序 （见右图）。这
家企业是全国首家攻克冷镦成型
技术生产压铆螺母的企业。

该企业专注于压铆螺母、五
金零件等产品生产，对螺母生产
工序和技艺的要求非常严格，特
别是成型、攻牙和冷镦等。在新
能源汽车等高精度要求场景中，
牙纹不能有一丝铁屑，要做到

100%契合。为此，该企业在生产
各环节对尺寸、硬度等进行严格
检测，还配备高清显微镜、硬度
计等专业仪器，保障产品达标。

该企业客户涵盖比亚迪、特
斯拉等新能源车企，以及华为等
通信巨头。目前，该企业日产量
已达230万颗零配件，产品主要
销往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年产
值约6000万元。

本报通讯员 张琳
凌诗 报道摄影

3月12日，在柳城产业园区
沙埔片区内，广西航宇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
繁忙景象 （见左图）。作为汽车
密封条研发生产的科技型企
业，它是柳州汽车产业链的关
键一环。

该公司副总经理欧阳建华
透露，该公司极为重视研发创
新，今年投入的技改资金从每
年 50 万元提升至 100 万元。目
前，该公司已申请 8 项专利，
获 5 项实用型专利，主要产品

为整车“五门一盖” 密封条，
稳定供应东风柳汽和上汽通用
五菱。

今年年初，该公司通过优
化人员结构、调整工艺流程节
能降耗，成功实现逆势增长。
预计今年一季度生产总值达
1000 万元，同比增长 30%。该
公司以技改赋能，在困境中开
辟出增长新路径，也为当地汽
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提供了可借
鉴的样本。
本报通讯员 雷昕 报道摄影

“推窗见绿，出门闻香。
移步皆景，四季有花。”这就
是甘和贵家的真实写照。近
日，笔者来到凤山镇对河村塘
进屯甘和贵的家中，刚进入庭
院，扑面而来的是满目翠绿中
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

甘和贵家是一栋两层半的
小别墅，庭院配有欧式黑色铁
艺大门、黄白色园艺栏杆，院
子干净整洁。甘和贵、余婵芳
夫妻俩空暇时就喜欢养花弄
草，庭院内外种着许多花木，
既有低矮的菊花、蝴蝶兰，观
赏性强的山茶花、吊兰和绿萝
绿植，也有高大、香气扑鼻的
桂花，各种花草高低错落，生
机勃勃，处处给人清新雅致之
感，令人赏心悦目。

“我从养花到现在，已经

有 20 多年了。最开始是养菊
花，后来慢慢增加其他品种的
花草，到现在院子里养了几十
种花。只要是好看的花，就会
忍不住买回来养。”余婵芳告诉
笔者，自己年轻时就喜欢花花
草草，一直想拥有一个小院，
打造属于自己的小花园。2020
年，甘和贵、余婵芳夫妻俩搬
进现在的家，并开始不断增添
庭院内的花草，坚持对其进行
定期修剪，使得整个庭院生机
盎然，理想中的院子已悄悄成
型。2024年，甘和贵、余婵芳
夫妻俩精心打造的庭院荣获广
西壮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颁发
的 2024 年 度 广 西 “ 美 丽 庭
院” 称号。

在余婵芳的影响下，甘和
贵也慢慢喜欢上了侍弄花草。

每次妻子买回来新的花草，甘
和贵都会找来泥土，细心地移
植到新的花盆中。夏天多暴雨
天气，为了不影响花草的生
长，甘和贵会在下暴雨前把花
草搬进家中，等雨停后再一一
搬回院子里去。

“精心栽种的鲜花盛开
了，给人一种愉悦的感觉。”甘
和贵说，养花也可以磨炼一个
人的耐心，打理花草的过程也
是一种提升自我修养的过程。

“有了这个庭院，每天最
开心的就是和花草树木打交
道。”甘和贵、余婵芳夫妻俩
表示。打理植物并不是一件轻
松的事，施肥、修枝、整理花
形、补充营养，一年四季都要
忙活。但因为心中喜爱，他们
从不觉得麻烦，精心为自家院

内的花朵和绿植进行浇灌修
剪，装扮着庭院里的每一个细
节，如今他们的庭院已经成为

村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本报通讯员 梁琪
覃韵 报道摄影

柳城这对夫妻，打造出“自治区级庭院”

技改赋能
企业逆势上扬

甘和贵的庭院一角甘和贵的庭院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