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

编辑/粟桂利 排版/石秋园 校对/文 杰

——广西首个螺蛳粉原材料全产业链强乡的发展之路

酸笋的脆爽、米粉的 Q
弹、鹌鹑蛋的鲜香……这些
让人欲罢不能的柳州螺蛳粉

“灵魂”配料，在柳城县社冲
乡都能找到。这个因境内有

“国宝”级文物“巨猿洞”闻
名 、 以 传 统 农 业 为 主 的 乡
镇，近年来凭借柳州螺蛳粉
原材料全产业链实现突破性
发展，并以“猿”味十足的
创 新 姿 态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在
2024年，成功入选农业农村
部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
单。

从“无”到“有”：
螺蛳粉原材料的

“全链条革命”

作为传统的农业乡镇，
社冲乡一直以来缺少优势特
色产业，也缺乏带动发展的
龙头企业和产业链延伸。自
2021年，社冲乡开始在做大
做强螺蛳粉原材料种养产业
方面积极探索。短短 4 年时
间，该乡已成长为广西首个
螺 蛳 粉 原 材 料 全 产 业 链 强
乡，秘诀便藏在“12610”工
程的布局中。“1”个目标：
打造全区首个螺蛳粉原材料
全产业链强乡；“2”大研发
中心：食用菌研发中心与螺
蛳粉米粉研发中心；“6”大
亿元产业链：打造米粉、木

耳、酸笋、豆角、蔬菜、鹌
鹑 6 条螺蛳粉原材料亿元产
业链；“10”亿产值：力争
2026年一二三产融合产值突
破10亿元。

如今，社冲乡的螺蛳粉
原材料企业从 2016 年的 5 家
增至 20余家，拥有 6条产业
链 ， 预 计 今 年 产 值 达 7 亿
元，是柳城县种类最全、规
模最大的螺蛳粉原材料供应
基地。

“保姆式服务”：
企业落户扎根

形成好生态

社 冲 乡 的 产 业 发 展 ，
离 不 开 一 套 “ 硬 核 ” 服 务
机制——

土地流转“破局”：乡党
委牵头成立土地流转服务小
分队，流转土地 3000 余亩，
盘活闲置校舍、点状用地，
建设冷库冷链和物流设施，
为企业“拎包入住”提供便
利。

审批服务“下沉”：创新
“一枚印章管审批”模式，在
螺蛳粉原材料生产加工产业
园创建村级便民服务站，组
建“螺事帮”县乡村三级帮
办代办行政审批服务团队，
推行“码上办”服务，2024
年为企业办结用地审批、营

业执照等手续40宗。
科技赋能生产：引进智

能大棚、无人机施肥等现代
农业技术，建成千万棒级食
用菌基地、百万羽鹌鹑养殖
场，年产值超1亿元。

正 是 这 种 “ 企 业 有 需
求，政府秒响应”的态度，
吸引了绿星农业、优闽农业
等 13家企业扎根社冲乡，形
成“种养+加工+文旅”的全
产业链生态。

“三园三区”：
推动乡村振兴的

“社冲样板”

社冲乡以“三园三区”
为抓手，推动产业与乡村深
度融合——

螺蛳粉原材料产业园：
百亩木耳园、千亩麻竹豆角
基地、千亩蔬菜基地、百万
羽鹌鹑养殖基地，串联起种
植、加工、研学文旅链条，
年接待游客上万人次。

水果科技示范园：燕窝
果、脆蜜金桔等高端水果通
过“灯补光+无人机施肥”技
术，打造“科技农业”新名
片。

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园：
整合 7 个村集体经济项目，
大力推行“村集体建厂+企业
承租”合作模式，推进土地

流转，通过出租厂房及农业
设施，实现全乡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 130 多万元。社冲村
获评柳州市集体经济示范组
织。

三大产业聚集区将进一
步延伸产业链，使冲江村的
生态循环示范区、平村的生
猪养殖区及社冲村的米粉原
料加工区形成“一村一业”
的差异化发展格局。

品牌建设：
联农带农充满

民生温度

社 冲 乡 不 仅 努 力 壮 大
产 业 规 模 ， 更 注 重 品 牌 建
设——

“意恒”“创首食科”米
粉：两家米粉企业日产米粉
60吨，年产值 5760万元；意
恒公司米粉烘干生产线获国
家发明专利；

“绿荣星”白背木耳：
依托千万棒级菌棒厂，成为
广西最大的木耳供应基地；

“ 笋 哈 哈 ” 酸 笋 酸 豆
角：年产上万吨，酸爽风味
征服食客味蕾；

“旭利康”淀粉：年产
大米及薯类淀粉 7200吨，销
售收入约5700万元。

“农福冠”鹌鹑蛋：日
产 3000 公斤，日销售额达 4

万元。
品牌建设的背后是“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
联农带农机制。全乡提供就
业岗位超 1000个，有的村民
将土地流转后实现了“租金+
工资+分红”三重收益，月收
入达4000元。

未来可期：
推动“社冲味道”

走向全国

2024年，社冲乡获中央
财政 300 万元支持，后续还
将 有 700 万 元 奖 补 资 金 注
入。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时指
出，社冲的产业链布局“思
路清晰、成效显著”，下一步
将加大科技投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面对未来，社冲乡计划
拓展电商渠道，推动“社冲
味道”走向全国；深化“研
学+文旅”模式，打造螺蛳粉
文化体验基地；培育更多本
土品牌，冲刺 2026年 10亿元
产值目标。

从一碗柳州螺蛳粉到一
条产业链，社冲乡用“农”
字破题，书写着乡村振兴的
生动答卷。

本报通讯员
雷昕 龙玉文

用“农”字破题 书写生动答卷
日报消息（通讯员骆毅）

近日，盛塘牧业公司年产 50
万吨饲料厂项目开工仪式在柳
城县马山镇四塘农场农业二队
举行。该项目占地 95.96 亩，
总投资2.34亿元，将采用国内
先进的自动化配料系统、数字
化仓储管理等技术，打造智能
化、现代化的智慧工厂。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
预计每年可生产 50 万吨优质
全价饲料，不仅能满足本地需
求，还可辐射周边乡镇，带动
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
产业集聚效应，助力柳城县绿
色农业发展，推动现代畜牧业
转型升级。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盛
塘牧业有限公司隶属于广西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广
西农垦集团与柳城县持续深化
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先后建成投产了现代生态
农业种养示范园、四塘猪场、
伏虎猪场等一批重点项目。此
次饲料厂项目的开工建设，是
该县政企加强垦地合作、推动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
要成果。

柳城县将坚定不移推进
“四个百亿”产业发展战略，
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始终秉持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
理念，主动靠前、精准对接，
提供“一站式”服务，全力以
赴支持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
切实将产业发展成果转化为群
众增收的实际成效。

近日，柳城县纪检监察
干 部 来 到 白 阳 北 路 一 小 区
回 访 ， 看 到 新 能 源 汽 车 公
共 充 电 桩 已 投 入 使 用 ， 当
时正在扫码为爱车充电的居
民黄先生感慨道：“建成已久
的充电桩终于通了电，现在
下 楼 就 可 以 充 电 ， 方 便 多
了”。

此前，该县纪委监委驻
财政局纪检监察组在开展新
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及 运 营 管 理 专 项 监 督 检 查
时，发现该小区虽已安装充
电桩，但未接通电源。充电
桩就在“家门口”，却无法
使用，困扰着小区居民。

民生无小事。纪检监察
组迅速行动，协同相关职能

部门摸排走访，结合信访举
报、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投诉，梳理柳城公共充电
桩 建 设 运 行 “ 全 景 画 像 ”

“体检报告”，发现有多个小
区存在充电桩安装完成却未
通电问题。

“由于政策调整，申请
安装充电桩电表需提供安装
地点产权证明，但该小区属
于老旧小区，因建设年代久
远未能提供相关产权证明，
充 电 桩 建 设 工 作 因 此 受
阻。”县政兴集团相关负责
人向纪检监察组解释了项目
建设停滞的原因。

纪 检 监 察 组 分 析 研 判
后，靶向制发监察建议、问
题反馈单，督促县政兴集团

与自然资源和规划、供电等
部门沟通协调，合力研究破
解老旧小区居民充电难问
题。这些单位协同会商后，
对老旧小区新能源汽车公共
充电桩电表报装审批流程进
行优化，并简化相关手续，
目前已有 12 个老旧小区的
48 个充电桩完成接电工作，
惠及小区居民 580户 2400余
人。

为推动举一反三、全面
整改，柳城县纪委监委将新
能源汽车“充电难”问题
纳入重点民生事项监督清
单，综合运用“纪巡”联
动 、“ 室 组 地 ” 协 作 等 机
制 ， 紧 盯 规 划 建 设 不 合
理、管理服务不到位、制

度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跟踪问
效。推动住房城乡建设、发
展改革、电力、平台公司等
单 位 加 强 群 众 需 求 统 计 分
析 ， 实 行 “ 一 小 区 一 策 ”

“一片区一策”，推动单元治
理分类施策，有力解决了新
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因选址不
当导致利用率不高、设备损
坏无人维修导致闲置等建而
不用、建而难用问题 14个。

与此同时，柳城县纪委
监委还紧盯项目招投标、质
量验收、建设资金等重点环
节，深挖纠治新能源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背 后 的 责
任 、 作 风 和 腐 败 问 题 ， 严
肃 查 处 了 某 平 台 公 司 原 总
经 理 周 某 某 违 规 插 手 干 预

新 能 源 汽 车 充 电 桩 设 备 采
购 项 目 并 收 受 贿 赂 等 案
件 ， 推 动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做
实 以 案 促 改 促 治 ， 制 定

《经 营 性 新 能 源 充 电 设 施
（充电桩） 管理办法》 等制
度 ， 强 化 监 管 ， 堵 塞 漏
洞 ， 以 强 有 力 监 督 护 航 新
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2024年以来，柳城县纪
委监委聚焦群众关切的民生
事 项 和 反 映 强 烈 的 突 出 问
题，项目化推进专项整治，
短平快解决民生诉求，累计
化 解 新 能 源 汽 车 “ 充 电
难”、不动产“办证难”等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57
个。

本报通讯员 陈婕

连日来，位于柳城
县境内的柳州高速过境
线公路 （罗城经柳城至
鹿寨段） 项目——融江
特大桥施工现场一派繁
忙景象，2300 余名建
设者在进行桥墩钢筋焊
接、钢筋搬运、钢筋绑
扎等作业，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

施工现场机器轰鸣
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分
工明确、配合默契。操
作大型机械的工人目光
如炬，精准操控设备；
负责部件安装的工人则
专注细节，确保每一个

部件严丝合缝。
据悉，该项目路线

全长97.497千米，宛如
一条蜿蜒的巨龙，途经
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
县、柳州市柳城县和鹿
寨县。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重要交通枢纽，串
联泉南、三北高速以及
规划中的纵八线桂林龙
胜 （黔桂界） 至峒中高
速，充分发挥广西综合
交通运输网络整体效
益，显著提升区域交通
互联互通水平。

本报通讯员
向杉 报道摄影

近日，柳城县大埔镇乐
寨村良村屯新建洗衣池正式
启 用 ， 42 户 村 民 自 此 告 别

“跨村洗衣”的历史。妇女们
围池洗衣，喜笑颜开 （见下
图）。

良村屯生活着180多名村
民，以养蚕为生。虽然家家
户户早已通自来水，但是多
年来，村民保留了在村边小
河坝清洗衣物和蚕具的生活
习惯。枯水期时，村民需要
到约 2 公里外的上炉屯洗衣。
去年冬天至今，由于干旱，

小河干涸、水井断水，无法
满足村民清洗衣物和蚕具的
用水需求。

对此，村民自发捐款5万
多元，义务投工，沿河寻得
500多米外的泉眼并疏通。村
民建设洗衣池还得到柳城县
鸿源鑫磊石材有限公司和宏
盛石材有限公司赠送的100吨
石 渣 、 片 石 支 持 。 历 经 15
天，村民沿河建设4个蓄水池
引水，最终建成 70 平方米洗
衣池。
本报通讯员 雷昕 容晓慧 摄

4 月 29 日，柳城县 2025
年 文 旅 产 业 “ 六 大 精 品 项
目”展示活动 （马山站） 在
马山镇民族文化广场举行，

“多彩壮韵 民族传情”壮欢
比赛成为全场焦点。

各乡镇的9支壮欢队伍按
抽签顺序依次登台，参赛队
伍以歌传情 （见上图），用富
有民族特色的表演，赢得现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经过激
烈角逐，冲脉社区壮欢队凭
借出色发挥获得一等奖，寨

隆社区和太平社区壮欢队获
二等奖，覃村、北浩、外大
龙壮欢队获三等奖。

壮 欢 是 群 众 智 慧 的 结
晶，也是马山镇开展各项中
心工作重要的宣传途径、凝
聚 民 心 的 有 效 载 体 。 下 一
步，马山镇将持续深耕壮欢
文化品牌，探索“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模式，让壮欢
成为展示马山魅力的“金名
片”。

本报通讯员 张琳 摄

近日，集山水、古镇风
光于一体的柳城知青城迎来
研学热。市某中学近 1000 名
师生前往开展研学活动，追
溯历史足迹，培养爱国主义
情怀。

柳城知青城是了解知青
文化、开展党性教育与爱国
主 义 教 育 的 重 要 基 地 。 当
日，师生先到知青博物馆，
通 过 馆 内 知 青 曾 使 用 的 农

具、生活用具，感受知青上
山下乡的历史风貌。

在知青农场，师生们认
识 了 各 种 农 作 物 ， 亲 手 种
植 、 栽 培 时 令 农 作 物 并 施
肥、除草，培养吃苦耐劳精
神，提高劳动技能。师生们
还沿着知青码头游览融江，
开展团建活动、烹饪美食，
增强团队合作和沟通协作能
力。 （张琳）

举一反三靶向发力解难题
——柳城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关切开展专项整治小记

柳城开工建设智能化现代化饲料厂

可年产全价饲料50万吨

壮欢比赛魅力十足

柳城知青城研学热

融江特大桥施工忙

工人在焊接桥墩钢筋。

工人在绑扎桥墩钢筋。

良村屯不再“跨村洗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