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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积分兑换的遮阳伞，撑着
它就像撑起了新的生活。”拉堡镇兴柳
社区居民张凤珍拿着刚用积分兑换的商
品开心地说。从南宁市宾阳县来帮女儿
带孩子的她，如今已是该社区“嬢嬢说
理”调解队的骨干。在柳江区，像张凤
珍这样从“被服务者”变身“治理者”
的随迁老人已有 1700 余人，他们正在

“第二故乡”书写银发生辉的温暖故事。
近年来，柳江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以破解“城市迁徙之困”为
切口，实施“资源联动·银发共治”机
制，在“嵌入式银辉驿站”里栽梧桐，
于“银龄互助课堂”中育能手，源源不
断地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注入银发动能。

资源联动织密服务网，
候鸟落地即归巢

在农贸社区纵横交错的巷道里，网
格员钱咸茜的民情日记本里密密麻麻记
录着：柳堡小苑 1栋 1单元韦叔需要代
购放大镜、2栋 4单元谭阿姨需要活动
场地练习舞蹈，民族新区集资楼 4单元
覃叔想学抖音直播……这些记录正是拉
堡镇“1+N”助老服务制度的生动写
照。“我们构建了由楼栋长、网格员、
党员组成的‘一长两员 N 陪伴’关怀
网，每个网格配备专属服务团队，通过

‘日走访、周汇总、月研判’机制，精

准服务每位老人。”农贸社区党委书记
朱江妮指着墙上的网格图介绍。

目 前 ， 柳 江 区 共 有 2310 名 楼 栋
长、街巷长开展定期走访，326名网格
员动态收集居民需求，为随迁老人提供
居家上门服务 600余次，家庭矛盾、环
境适应等难题迎刃而解。柳江区人民医
院、中医医院等驻区单位每月轮流到社
区开展“一条龙”义诊，为老人们提供
量血压、中医理疗、慢性病管理等健康
服务。柳江区委党建服务中心主任陈雪
娜表示：“通过联动 83家共建单位、5
所社会机构及19次资源协同，我们打造
医疗、法律、教育‘服务直通车’，让

‘老漂族’落地即享‘本地待遇’。”

多元课堂破解融入难，
乡音未改心已安

柳江区委组织部依托“家门口”老
年大学教学点，精准设置系列关爱课
堂，开设声乐、舞蹈、摄影、书法等28
项课程，邀请老师开展健康养生、育儿
指导、烹饪烘焙等讲座 45次，形成辖
区统筹全覆盖的“半小时学习圈”，切
实做到让随迁老人就近老有所学。

“桂柳话课堂让我能教孙子唱山歌
了！”在方言课堂上，随迁老人黄永冬
打开手机相册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在
智能设备培训课上，银发学员使用手机

登录“龙城市民云”App，学习生活缴
费等实践操作。“以往看到年轻人点几
下屏幕就能打车，觉得自己落伍了像

‘老古董’。”参加培训的居民周云，如
今已能熟练使用语音输入法编辑抖音视
频。

今年广西三月三假日期间，柳江区
推出“结朋友解乡愁”主题活动，助推
随迁老人进一步融入社区。本地居民与
随迁老人结成“老友记”，通过唱山
歌、跳竹竿舞等环节打破隔阂。在民俗
手工课堂里，党建组织员指导辖区随迁
老人制作艾草锤；67岁的北方老人佐永
芳运用冰凌花剪纸技艺，带领居民制作
融合铜鼓纹样的创新窗花。天南地北的
乡音，汇成了一首和谐交响曲，异乡渐
成新故乡。

银龄治理激活新动能，
余热生辉映晚晴

“过去总觉得自己是‘外来户’，
现在社区有课程、有活动，还能为街坊
们做点事，我这名‘老漂族’终于有了
用武之地！”在柳堡社区“银丝议事
坊”，正参加火电小区排污管道改造议
事会的陆桂安激动地说。

柳江区创新实行“志愿积分+存储
兑换”互助模式，组建社区志愿服务
队，400余名“老漂族”成为治理生力

军。“这些‘新柳江人’正用经验和智
慧反哺社区。”拉堡镇党委书记杨臣感
慨地说，随迁老人贡献的 137 条建议
中，已有76条转化为惠民实事。

由 低 龄 老 人 组 成 的 “ 伯 伯 帮 帮
团”，定期在背街小巷为街坊邻居免费
修理简单的五金电器等；广场舞普法队
用山歌传唱反诈知识；“和事佬调解
组”已化解邻里纠纷 45起；银龄互助
社开展“微心愿”认领，208个邻里互
助小组开展探访、助洁等服务，为随迁
老人们实现学南北特色菜肴、找棋友、
修收音机等质朴愿望。

四月的柳江区，大街小巷紫荆花绽
放，小区楼栋干净整洁，广场公园游人
惬意……柳江文明新风扑面而来。正如
参与环境整治的退休教师韦仕金所说：

“这里不仅能让我们安享晚年，更点燃
了生命的第二春。”

本报通讯员
韦蒙玲 潘惠芳

——柳江区推进基层治理成效综述

日报消息（通讯员覃鹏、韦莹芸报道摄影） 4月 2
日，柳江区进德消防救援站在长乐物流园举行揭牌进驻
仪式 （见上图），这标志着柳江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取
得重大突破。该站的设立是柳江区统筹安全与发展的重
要实践，将显著提升区域火灾防控和综合救援能力。

据了解，该消防救援站辐射范围广泛，涵盖周边社
区、学校、医院、物流仓储、石油储存、工业园区等重点
单位。针对初期中小型火灾，消防救援站能够迅速到达现
场进行快速灭火，有效控制火势蔓延；在重大火灾或灾害
事故中，消防救援站还可作为大型消防站的补充力量，及
时提供人员和设备支援，为柳江区平安建设筑牢坚实防线。

应急救援筑牢防线

日报消息（通讯员兰德波、曾晶晶报道摄影） 近
日，“寿如青松 乐享晚年”长者集体生日会暨“弘扬雷
锋精神 关心关爱老人”志愿服务活动在柳江区拉堡镇
碧桂园小区温馨进行 （见上图）。50 多名老人齐聚一
堂，积极参与投壶、丢绣球、跳竹竿舞等趣味活动，在
温馨与欢乐的氛围中集体庆祝生日。

近年来，拉堡镇持续开展移风易俗系列活动，通过
长者集体生日会、文化讲座、志愿服务等形式，积极倡
导文明新风，引导辖区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消费
观，有效推动移风易俗蔚然成风。

集体庆生欢乐温馨

日报消息（通讯员刘玉钰） 近期，柳江区纪委监委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采用“室组”联动机制，
就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及膳食经费管理工作开展专项监
督。检查组通过抽查走访柳江区里高中学、柳江区进德
中心小学、柳江区教育幼儿园等单位，将其中发现的 12
项具体问题整理成问题清单，并对区教育局下发监督工
作反馈单和建议单，督促该单位牵头进行排查和整改。

为打造党风优良、校风清净、教风清正、学风清新
的清廉学校，柳江区纪委监委通过强化日常监督、深化
专项监督，聚焦廉政风险点及薄弱环节不定期查找问题
线索，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惩处教师队伍违纪违法行
为，督促教育系统依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多点发
力，推动标本兼治，不断促进清廉学校建设提质增效。
2024年至今，共开展入校监督 5次，督促清退学生节余
伙食费140余万元。

推进清廉学校建设

在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成团村，有
一位被村民亲切称为“葡萄姐姐”的市
人大代表——覃梅丽。她既是果蔬种植
领域的行家里手，也是情系百姓的基层
代表。14年来，她扎根田间地头，以科
技赋能农业，以责任带动乡亲，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人大代表的初心与使命，书
写了一段乡村振兴的“甜蜜答卷”。

科技赋能：
荒坡地里种出“甜蜜产业”

走进柳江区果道夫家庭农场，一排
排郁郁葱葱的葡萄藤在智能温控大棚里
蓬勃生长，阳光透过大棚洒在晶莹的葡
萄上，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作为
农场负责人，覃梅丽正带领员工进行葡
萄疏果作业，确保每一串葡萄都能达到
最佳品质。

“我种植葡萄已有 14 年，从最初
的 30亩试验田到如今面积 120亩的标准
化果园，从单一品质种植到成功引进国
内外高端品种，这一路走来离不开科技
的支撑。”覃梅丽说。2022年，在广西
农科院专家指导下，她引进瑞都红玉、
瑞都科美等优质葡萄品种，并引入水肥
一体化滴灌系统和智能温控大棚技术。
通过钻研探索，覃梅丽成功掌握了先进
葡萄种植和管护技术，标准化果园种植
的葡萄亩产达到 3500 斤，实现品质和

产量双提升。
葡萄架下，农事体验与数字营销双

轮驱动。覃梅丽创新打造“采摘经济”
升级版：每年盛夏，紫玉般的葡萄串之
间回荡着游客的欢笑声，亲子采摘、美
食品鉴、农事课堂等活动构成沉浸式乡
村体验。如今，果道夫家庭农场已成为
柳江区最受欢迎的乡村旅游景点之一，
每年吸引游客近万人次，预计通过订单
农业模式实现年销售额 50万元。昔日
荒坡地，变成果香四溢的“聚宝盆”。
该农场先后荣获“柳江区葡萄新品种新
技术新模式试验示范基地”和“成团镇
人大代表产业带动示范基地”称号，成
为当地农业科技示范的标杆。

结对帮扶：
让“个人富”变成“大家富”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
的富。”这是覃梅丽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她深知，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让乡
亲们共享发展红利。为此，她主动与周
边村民结对，免费提供葡萄种苗和技术
指导，并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帮助村民
解决种植和销售的后顾之忧。

成团镇两合村新村屯村民覃慧雪是
最早一批受益者。她感慨地说：“以前
种植传统作物，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
钱。2023年，我跟着覃梅丽种葡萄，她

不仅教技术还包销售，现在我家年收入
从不足万元增长到 6万余元，日子越过
越有盼头！”

为了帮助更多村民掌握种植技术，
覃梅丽邀请各级农业专家来到葡萄种植
基地，同村民们面对面开展技术交流与
培训。她还向大家推荐优质农业技术网
站和视频教程，不断拓宽学习渠道，提
升科学种植水平。

在果道夫家庭农场的示范带动下，
周边村民纷纷加入葡萄种植行列，将种
植面积扩展至近 600亩，为当地群众增
收约 100万元。覃梅丽还接待了数百名
前来参观学习的种植户，将经验和技术
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近年来，自治
区和柳州市农业部门多次在果道夫家庭
农场举办葡萄品质评比会，吸引广西区
内数百家种植户参与，进一步提升柳江
葡萄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履职尽责：
人大代表的初心与担当

作为市人大代表，覃梅丽始终牢记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的承诺。她不仅用产业带动村民致富，
还积极为群众代言，为社会发展贡献力
量。随着农场规模不断扩大，覃梅丽为
周边村屯 50 余名群众提供了“家门
口”就业岗位，其中不少是农村留守妇

女。“既能挣钱，又能顾家，这样的工
作太贴心了！”村民们的笑容背后，是
覃梅丽对“挣钱与顾家难两全”困境的
用心破解。

2024年，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上，覃梅丽提出“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的建议，得到了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的积极回应。此外，她还热衷参与公
益事业，多次到里高镇中心小学等学校
开展优秀学生奖励慰问活动，用实际行
动传递温暖与希望。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众人拾柴
火焰高。”覃梅丽表示，她将继续发挥
人大代表的作用，践行责任担当，为乡
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覃梅丽的故事，是科技赋能农业发
展的生动实践，是人大代表履职尽责的
典 范 缩 影 。 她 用 双 手 种 出 “ 甜 蜜 产
业”，用脚步丈量民生民情，用初心点
亮乡村振兴的希望。在她的带领下，成
团村的葡萄不仅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更
结出了群众的幸福与欢笑。

“未来，我希望能带动更多群众参
与现代农业，让科技的力量惠及更多乡
亲，让乡村振兴的路越走越宽。”覃梅
丽笑着说。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她正用行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甜蜜答
卷”。

本报通讯员 王海力

日报消息 （通讯员韦新娜报道摄影） 4 月 2 日晚，
柳江区拉堡镇荷塘社区银幕亮起，百余名居民在星光下
观看抗美援朝影片《跨过鸭绿江》（见上图）。这场由自
治区电影局主导的“优秀电影直达基层”行动，以零门
槛的文化供给，将红色基因深植基层群众心间，有力推
动2025年广西三月三观影惠民工程顺利开展。

近年来，柳江区深挖电影文化传播潜力，创新推出
“电影+政策宣讲”融合模式，将党的惠民政策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到田间地头、社区村落。持续完善公
益电影放映长效机制，以常态化、精准化服务基层群
众，让文化惠民理念扎根基层、浸润民心。2024年累计
完成公益电影放映 1116场，让“小银幕”释放“大能
量”，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注入温暖底色。

文化惠民服务群众

用科技与责任书写乡村振兴“甜蜜答卷”
——记市人大代表、柳江区果道夫家庭农场负责人覃梅丽

邂逅紫荆 春花满城

4月 7日，柳江区洋紫
荆绽放，春花满城。漫山遍野的

花海将柳江渲染成童话世界，吸引着
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共赴这场春日盛宴。

在柳江新城区南一路大道，红、紫、白
三色洋紫荆交相辉映，宛如大自然精心绘制的
画卷。微风轻拂，花瓣如雪飘落，为街道铺就
一条浪漫花径。众多市民、游客趁着天气晴好，
手持相机捕捉这稍纵即逝的美景。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柳江区的洋紫荆
以最绚烂的姿态盛放，邀请每一位热爱大自
然的游人走进这片梦幻之境，感受春天的

诗意，书写春天的故事。
本报通讯员
兰德波 摄 位于柳江新城区的市思贤小学洋紫荆绽放位于柳江新城区的市思贤小学洋紫荆绽放。。

柳江老城区乐都路花开正艳柳江老城区乐都路花开正艳。。

“候鸟”化“归雁” 银龄再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