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种脆蜜金桔

近日，在柳江区土博镇甘贡村板贡屯的脆蜜金
桔示范基地，脆蜜金桔扩种如火如荼进行。挖掘机
挥舞着铁臂将泥土翻松，为今年脆蜜金桔打造更加
优质的生长环境。种植户们也在忙碌着，一边平整
土地，一边种下新购买的金桔树苗（见上图）。

近年来，土博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坚持差异化发展思路，通过多元化举措引导群
众参与特色产业种植，持续扩大特色农产品的种植
规模，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本报通讯员 王海力 黎雨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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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朋荷苑景区

百朋荷苑景区是以荷莲
文 化 为 核 心 ， 依 托 独 特 的
山 水 田 园 风 貌 和 双 季 莲 藕
现 代 农 业 观 光 ， 建 成 的 集
农 业 观 光 、 休 闲 养 生 、 文
化 体 验 、 科 普 教 育 、 学 生
研 学 、 乡 愁 民 宿 等 多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乡 村 旅 游 综 合
体。该景区为国家 AAAA 级
旅 游 景 区 、 全 国 和 自 治 区
农业旅游示范点。

广西三月三假期，该景
区 将 推 出 春 日 研 学 活 动 ，
活动内容主要有春日植树、
土灶野趣、石磨豆浆等。在
这里，游客可以化身“生态
小卫士”探索自然奥秘，还
可 以 用 柴 火 香 气 唤 醒 童 年
记 忆 ， 感 受 传 统 技 艺 的 魅
力。

岜公塘公园

岜公塘公园位于柳江新
城 南 部 ， 占 地 面 积 约 1610
亩 ， 2020 年 获 评 为 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是山水
柳江的新地标。该公园由湿
地栈道、鸟岛、岜公塔、公
园广场、石拱桥、花谷区、
驼背山、龙桥山景观带等多
个景观点串联而成，是具有
鲜明特征的城市生态旅游景
区。

三月的岜公塘公园，树
木 抽 出 嫩 芽 ， 草 坪 返 青 ，
湿地沿岸的水生植物开始生
长，满眼清新绿意。木质栈
道蜿蜒于湿地之间，游客可
走在 栈 道 上 近 距 离 观 察 水
生 植 物 ， 感 受 大 自 然 的 宁
静与美好。

成团镇莲花屯

成团镇莲花屯 2021年被
评为“全国十大最美乡村”，
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文化
村、红色村。

近年来，莲花屯坚持共
建 共 治 共 享 原 则 ， 探 索 出

“党建引领，村民主体，贤治
助发展，智治促管理”的乡
村治理“莲花模式”，并在此
基础上整合村屯资源，深挖
文化特色，打造窑香·莲花
庄园等集体经济项目，承办
各类节日活动。同时，该屯
引进芦笋、富硒小番茄、草
莓等种植产业，打造农文旅
融合的莲花系列品牌。

“在莲花屯不仅可以体
验烤窑鸡的乐趣，还可以到
地里采摘小番茄和草莓，吃
饱后漫步在乡村道路上，十
分惬意。”市民熊莉彤说。

三都香葱基地

三都镇为全国最大的香
葱连片种植基地。春日，在
三都镇觉山村的万亩香葱基
地里，一派田园丰收景象。
在此漫步，浓郁的葱香扑鼻
而来，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乡
土气息和朝气蓬勃的氛围。

近年来，“葱满幸福”香
葱产业 （核心） 示范区所在
的觉山村于 2021年获评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2021年
和 2022年连续两年获评全国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产 值 超 亿 元
村。除了香葱，村民们还通
过“轮种+套种”的方式，种
植生姜、豆角、黄瓜、青菜
等，实现“一田多用、一年
常收”，年产值高达10亿元。

晋航农业生态园

晋航农业生态园占地面
积 1000多亩，园区的核心区
主要划分为特色四季果蔬种
植区、四季果蔬采摘园区、
特色水果种植区、果蔬自摘
区、生态特色养殖区、农业
体验区、休闲观光娱乐活动
区等七大功能区。该园强化
休 闲 观 光 娱 乐 配 套 设 施 建
设，重点建设了游客接待中
心、园区大门、生态餐厅、
产品展示区、大型会议室、
烧烤场、垂钓区、游泳池、
儿童乐园、停车场等配套设
施。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尽
情体验彩虹滑道、农耕文化
等，享受别样乐趣。

刷子摄影基地

刷子摄影基地位于柳江
区进德镇泗浪村小平屯。这
里有美丽的田园风光，是游
玩拍照的胜地。3月，该基地
400亩油菜花盛开，非常适合
拍摄田园风光、人像写真。
该基地周边还有连绵起伏的
丘陵、农田和蜿蜒的小路，
风景怡人，适合拍摄具有清
新风格的摄影作品。

该基地负责人陈光基说：
“我们这里还有吊锅螺蛳粉、
簸箕宴、窑鸡、烧烤等美食，
微风佛面，吃着美味的食物，
欣赏着美景，十分享受。”

除了上述景点，柳江区
的体育公园、古岭龙景区、
古坝观光园等各具特色，市
民、游客可以在这里度过一
个愉快的假期。

本报通讯员 王海力

在柳江区，提起养猪能
手，同行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韦
爱艳。她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第
十三届人大代表、柳州市第十
五届人大代表，也是柳江龙潭
生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深耕
养殖产业20多年，她不仅实现
了创业梦想，更带领周边群众
走上了致富路，成为群众增收
致富的引路人。

转行投身生猪养殖产业

2002 年，韦爱艳敏锐地
察觉到生猪养殖产业的广阔
前景。尽管当时她对养猪技
术一无所知，但毅然决定从
服装制造业转行，投身生猪
养殖产业。创业之初，她面
临着诸多挑战，但她凭借一

股不服输的劲头，白天学习
养殖技术，晚上研究市场运
行规律，经过无数个日夜的
坚 持 与 努 力 ， 逐 渐 从 一 个

“门外汉”成长为一名技术娴
熟的行家里手。

如今，她的柳江龙潭生猪
专业合作社已成为柳江区现
代 化 生 猪 养 殖 的 标 杆 ， 常
年 存 栏 400 头至 500 头种猪，
年出栏生猪约 11000头，年销
售 额 达 2400 万 元 。 通 过

“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
模式，她引导本地农户创新
创业，共同发展致富。柳江
龙 潭 生 猪 专 业 合 作 社 获 评
为 “ 柳 州 市 巾 帼 现 代 科 技
农 业 示 范 基 地 ” 和 “ 广 西
巾 帼 现 代 科 技 农 业 示 范 基
地”。

携手村民共同致富

在发展生猪养殖的同时，
韦爱艳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总结自己的养殖经验和管
理办法，以柳江龙潭生猪专业
合作社为平台，主动承担起周
边养殖户的技术培训工作，向
群众传授生猪养殖技术，增强
群众发展养殖产业的信心，为
养殖经济升级发展打下良好基
础。从生猪的挑选与培育到饲
料的调配与投喂，再到疫病的
预防与治疗，她都倾囊相授，
培训人数达上千人次，有效提
高养殖场、养殖户的生产管理
水平，切实增强盈利和抗风险
能力。

提起韦爱艳，合作社务工

人员钟永奇赞不绝口：“韦爱艳
不仅是养猪领域的技术导师，
也是我们致富路上的带头人。
在她的帮助下，我们的养殖产
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日子越过
越红火！”

履职尽责作贡献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在发
展产业、助农增收的同时，韦
爱艳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与使
命。她深入基层，广泛倾听民
意，了解群众需求，为乡村发
展献计献策。

乡村振兴不仅要注重产业发
展，还要结合文旅资源，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她建议，在提升
农产品品质的同时，要将“米袋
子”“菜篮子”“果盘子”的生产

过程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具
有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

2025年，韦爱艳提出《关
于在柳来路 （百朋段） 安装路
灯的建议》和《关于建设酒壶
山景区及周边村屯配套设施的
建议》等，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并积极回应，进一步助推柳江
区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全
面振兴积极贡献力量。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
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
关键。”韦爱艳表示，她将坚守
初心，不断提高生猪养殖技术
水平，扩大养殖规模，助力生
猪养殖产业发展。同时，满怀
履职热情，倾听民意，积极建
言献策，以实际行动为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

本报通讯员 梁旎旎

3 月 19 日，“传承良好家风，共筑文明家庭”
2025年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家庭文明建设系列活动
在农贸社区举行，吸引众多群众参与。

活动在活力满满的舞蹈表演中拉开序幕。之
后的家风家训主题宣讲成为全场焦点，文明家庭
代表、青年代表依次走上舞台，分享他们在生活
中的点滴故事，讲述如何通过言传身教，将尊老
爱幼、诚信友善等传统美德根植于家庭成员心
中。台下听众深受触动，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互动问答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家踊跃
举手，积极发言，在互动中加深对家风家训的理
解。活动还设置了手工制作环节，大家发挥丰富的
想象力制作物品，享受创意乐趣。

此次活动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
增强了居民传承良好家风、共筑文明家庭的意识。
下一步，柳江区将持续开展相关活动，不断推动社
区精神文明建设，让好家风在柳江区蔚然成风，为
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本报通讯员 韦新娜 覃鹏 摄

阳春三月，柳江区里高镇保仁村的梨花如约绽
放（见上图），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踏青赏花，尽
享春日的浪漫与美好。

3 月 20 日，里高镇保仁村板汪屯梨园花语基
地的一树树梨花迎春绽放，簇簇白花堆叠如雪，
在蓝天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素雅。梨树下，游客们
三五成群，或驻足观赏，或拍照留念，欢声笑语
不断。

近年来，里高镇充分发挥青花梨产业优势，不
断延长产业链，积极探索“旅游+”模式，深入推进
农旅融合，助力农民增收。

本报通讯员 韦新娜 覃鹏 摄

梨花迎春绽放

传承良好家风
共筑文明家庭

工作人员向居民宣传移风易俗知识工作人员向居民宣传移风易俗知识。。

推进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

——记柳江龙潭生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韦爱艳

养猪能手变身致富带头人

——广西三月三假期柳江区特色旅游推介

游客在刷子摄影基地游玩拍照游客在刷子摄影基地游玩拍照。（。（柳江区融媒体中心供图柳江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百朋荷苑景区百朋荷苑景区。。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韦善信韦善信 摄摄

广西三月三的喜庆
鼓点渐近，柳江区以山
水为幕、民俗为笔，精
心绘就了一幅多彩的文
旅画卷，充满蓬勃生机
与无限活力。这里既有
纯朴独特的壮乡文化，
也有如诗如画的田园风
光，更有令人垂涎的舌
尖美味，期待市民、游
客来柳江区体验一场民
族风情与自然野趣交融
的春日之旅。

三都香葱基地三都香葱基地。。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欧阳健欧阳健 摄摄

湖光映塔湖光映塔。。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覃海南覃海南 摄摄

于山水田园间邂逅“诗与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