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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日，柳江区百朋镇
的糖料蔗良种优选中心里一
派忙碌景象。这里不仅是良
种优选地，也是甘蔗机收除
杂点，从地里收获的甘蔗经
机 器 剥 叶 、 切 割 后 运 往 糖
厂，蔗叶则变废为宝。

2024/2025榨季以来，柳
江区作为全国首批甘蔗机械
化生产整建制推进试点县，
多措并举大力提升甘蔗机械
化生产水平。柳江区成立工
作专班，制定实施方案。同
时，自治区农机中心给予政
策和资金支持。在具体推进
中，柳江区完成了甘蔗机收
示范基地建设，在百朋镇琴
屯 村 构 建 甘 蔗 “ 收 割 — 运
输—除杂—进厂”全链条分
步式机械化收获作业模式，
单榨季、单站点机收量突破
万吨。

柳江区成团镇蔗农韦志
迪说，2024/2025榨季，他家

种植的500亩甘蔗委托第三方
机收，安排机器、协调工人
等方面都不用操心，成本约
135 元/吨，比人工砍收节约
40元/吨，2024/2025榨季收获
约 2500吨甘蔗，不仅节省 10
万元，还省时省力。

柳江区百朋镇甘蔗除杂
中心负责人韦炳密介绍，他
们在 2024/2025榨季净蔗进厂
量14298吨，作业周期压缩至
9.6天/千亩，较传统模式提速
4倍，带动柳江区机械化覆盖
率大幅提升。

制糖企业也积极参与。
凤糖集团制定机收蔗进厂方
案和机收激励政策，与机收
服务组织合作，开通绿色通
道并给予奖补。柳兴制糖有
限公司也实施甘蔗机收奖补
政策，并投入近 2000万元升
级进料自卸设备，提高进蔗
效率。

柳江区还大力推进机收

社会化服务，2024/2025榨季
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登记备
案 11 家，联合收割机 34 台。
通过“订单式”服务，为蔗
农节本增效 40-50 元/吨。此
外，柳江区加大机收作业技
能宣传培训力度，培训群众
1400多人次。在 2024/2025榨
季，柳江区甘蔗机收率从原
来约 6%提高到 15.12%，顺利
完成第一年指标。

柳江区多措并举提升甘
蔗机收率的经验为其他蔗区
提供借鉴。市农业机械化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以工业化理念和产业链思
维发展蔗糖产业，采取“政
府+企业+高校”联合模式，
研发出甘蔗打捆机、中耕培
土机等产品，全面推广甘蔗

“耕种管收运”全程机械化作
业的“柳州模式”。

全媒体记者 张捷
报道摄影

日报消息 （全媒体
记者张捷）连日来，我市
农业部门多措并举，从源
头规范农药经营及使用，
加强农产品全链条监管，
守护群众“菜篮子”安
全。

“这些消毒、用药
信息得详细记录，每次
的消毒时间、药剂等信
息都要写清楚。”4 月 2
日，在一家食品公司，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人员检查时告知企业
负责人。市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在重点区域
采样监测，确保畜禽产
品安全。

在农药经营管理上，
柳南区于 3 月 27 日组织
800多名从业人员，开展
农药经营管理培训，聚焦
法规、安全用药等，通过
解读条例、分析案例，强
化经营主体守法意识。各
县区陆续开展相关培训，
并加大巡查力度，查处违
法行为。

近年来，我市不断提
升农产品品质，加强农产
品品牌建设。截至目前，
我市有效期内绿色食品达

219个，有机农产品 36个，9个产品获全国
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围绕调结构等方面开
展工作，鼓励申报优质农产品，加强技术
支撑，推广绿色防控，提升品牌意识。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陈粤）
春日龙城，30万株洋紫荆盛放，全
城进入“粉色时间”。不少市民发
现，今年盛放的洋紫荆花色较近几
年似乎更显浓郁。这抹“柳州粉”
为何更艳丽？这一极致春色将持续
多久？

“ 目 前 气 温 稳 定 在 20℃ ～
25℃，恰为洋紫荆最适宜的生长和
开花温度。”4月 8日，市园林科学
研究所所长谢桃结告诉记者，花青
素与类胡萝卜素等显色物质在高温
下易分解，而当前温和气候延缓了
色素流失，使得洋紫荆的花色呈现
更饱满的粉紫色。

3 月 28 日，市区洋紫荆进入始
花期，4月 4日正式进入盛花期。谢
桃结说，今年洋紫荆植株落叶整
齐，养分集中供给花朵，配合适宜
气温，形成“双重利好”，“若维持
当前气候，盛花期可延续至4月中下
旬。”

记者在环江滨水大道、文惠桥
附近的赏花点观察发现，虽然多数
洋紫荆已花开满树，但是枝头仍有
少量花苞。“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两
周，粉花浪潮将持续接力。”谢桃结
说，市民、游客下周还能继续赏花。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张捷报道摄影） 4月 7日，
记者从鹿寨县政府获悉，鹿寨县中渡镇所有景区将于 4
月 12日至 13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群众可前往体验文
化旅游盛宴。

在这两天，游客们可以前往鹿寨香桥岩溶国家地质
公园，欣赏溶洞、地下河、天生桥、天坑等独特的喀斯
特地貌景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可以走进鹿鸣
谷，与梅花鹿等动物欢乐互动，沉浸在秀丽的自然风光
中。此外，中渡古镇内 10多处明清古建筑群，如古炮
楼、粤东会馆等，也将免费向游客敞开大门，让游客领
略千年古镇的韵味。

不仅如此，4 月 12 日晚的嘉年华活动和“鹿商
节”，将为游客带来一场文化与商业的双重盛宴。游客
们在感受中渡镇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还能品尝寨沙头
菜、鹿寨蜜橙等当地土特产。

中渡镇副镇长张邦强介绍，近年来，中渡镇依托丰
富的旅游资源，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年均接待游客 200
多万人次，乡村旅游年均收入 20多亿元。此次景区免
费开放，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有望吸引更多人前
来旅游消费，进一步推动当地餐饮、民宿、游乐等特色
产业发展。中渡镇正通过“文化+旅游”的模式，为县
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柳州，这座拥有两千多年
建置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因其便捷的交通自古便是商贾
云集之地。在这里，“三百六
十行”行行都有人耕耘。因
此，柳州许多街巷的命名鲜明
地反映行业特色，谷埠街就是
其中之一。

谷埠街，位于柳州市柳南
区，北面临柳江南岸，南面挨
立鱼峰景区。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让“谷埠”在柳州城市
的记忆和商贸发展史中，成为

“柳州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

“谷埠，因地处柳江畔，
周边四乡的谷米、农副产品多
在此集散，逐渐形成码头和圩
市，因此得名‘谷埠’。”柳州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刘钦
安介绍。

《柳州市志》记载，清代
乾隆年间，有一个叫郑逢传的
人在柳江南岸的龙头石处修建
码头，人称郑家码头，又名谷
埠码头。清代咸丰年间，拉
堡、进德、成团生产的香粳油

粘米经由谷埠码头外销到广
州，一度成为俏销的优质米。
相传，每当柳州的大米通过谷
埠码头运抵广州，广州的米价

随即下跌。
清代中后期，得益于水运

的便利，柳江上游的木材多停
泊在谷埠附近的华丰湾，谷埠

的木材加工业因此日益兴旺。
谷埠逐渐发展成为柳州棺材的
重要生产地，知名的棺材铺有
13家之多。打铁业和制碑业也

逐渐形成规模，店铺集中地被
人们称为打铁巷，也叫石碑
巷，后来改称谷埠街东一巷。

随着商品交易的日益频
繁，谷埠一带的街道逐渐成
形。民国时期，云南、贵州两
省和广西境内的谷米、烟叶、
药材、桐油、花纱布、生猪等
商品在这里集散。谷埠街的骑
楼下，店铺林立，商贾云集。
位于谷埠街的牛圩坪也发展成
为桂中地区远近闻名的牛市。
1949年后建立的柳州烟厂的前
身之一——大陆烟厂，柳州酒
厂的前身——功利土产公司和
兴国酒厂，国营红星旅社的前
身——国际旅社，先后于抗日
战争时期在谷埠街诞生、发
展。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
谷埠街商圈更是柳州市民休闲
购物、品尝美食的好去处，承
载着众多柳州人的记忆。如
今，谷埠街菜市还成了外地游
客游柳州的网红打卡地。这条
有着百年历史文化传承的老街
市，以其丰富的业态焕发着勃
勃生机，述说着柳州发展蜕变
的故事。

全媒体记者 周仟仟
通讯员 熊春云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李书
厚报道摄影） 柳江水上音乐喷泉
早已成为我市的一道亮丽风景，
每次开放都能吸引大批市民前来
观看。9日，记者从市城市照明管
理处获悉，因检修需要，近期将
对柳江水上音乐喷泉的开放时间
进行调整：本月内逢周一、周二
停开。请市民注意开放时间，防

止跑空。
据了解，柳江音乐喷泉长315

米、宽 40 米，设有 832 套喷头，
喷泉开喷时喷头浮在江面，喷出
的水柱最高可达 100 米。从 2009
年 10月建成开放至今，已运行将
近 16年，目前有不少设备出现老
化、损坏等情况，影响到喷泉的
使用和安全，因此需要及时进行

检修。为保证设备安全运行，本
月内计划每周一、周二对喷泉停
开检修。

在检修期间，市城市照明管
理处希望市民予以理解和配合，
请勿在检修施工范围内游泳、划
船或垂钓，以免影响工程进展和
个人安全。

讲好柳州地名故事
传承柳州地名文化

鹿寨县中渡镇所有景区将于
4月12日至13日免费开放

提供旅游便利
更好服务游客

中渡镇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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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花下拍照。全媒体记者 黄蕊 摄

——柳江区以工业化思维推进甘蔗全程机械化生产扫描

机收率15%以上的“密码”

机器打包蔗叶加以利用机器打包蔗叶加以利用。。

——探寻柳州地名故事之谷埠街

承载百年文化记忆的传奇老街

谷埠街商圈。全媒体记者 周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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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内逢周一、周二停开

柳江水上音乐喷泉因检修开放时间有调整

柳江水上音乐喷泉柳江水上音乐喷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