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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覆盖率达 75.36%
的融水苗族自治县，21.69万
公顷杉木林地孕育出广西最
大的杉木加工产业集群。融
水活立木蓄积量 2612 万立方
米， 2024 年林业总产值 185
亿元，其中杉木加工产值 55
亿元。融水成为当之无愧的

“中国香杉家居板材之乡”。
近日，在融水粤桂协作

康田产业园内，满载杉木的
重型货车穿梭不息，工厂机
器轰鸣，工人们忙着将原木
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生态板材。

“这些木材从各个乡镇
收购上来，加工成家居生态
板，用于家庭装修和家具生
产。公司按照订单生产，每
年生产家居生态板 400 多万
张，销往全国各地。”广西融
水新林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何英说。

该公司扎根融水 19 年，
凭 借 杉 木 生 态 板 “ 绿 色 环
保、表面光洁、自带木香”
的优势，产品畅销广东、浙
江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内
外市场，吸纳 280余人就业。

面对市场多样化需求，
企业持续“智改”。2024 年，
该公司投资 1.02 亿元对旧厂
房进行更新改造，引入国内
先进设备，建成年产 600 万
张生态板和多层板的智能化
生产线。新项目达产后，预
计年产值 7 亿元，新增就业
600 人 ， 年 纳 税 2000 万 元 。

目前，厂房建设已进入收尾
阶段。

在广西福广联生物质颗
粒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机器
有条不紊地卸下杉木加工剩
余的边角料。这些曾被丢弃
的废料，如今是抢手的绿色
能源原料。

“这些木条经过打片、
打粉、混合搅拌、压制造粒
等工序，最终会变成一颗颗
直径约 8毫米、长度 3至 5厘
米 的 圆 柱 状 生 物 质 颗 粒 燃
料 。 公 司 年 产 量 3 至 6 万
吨。”广西福广联生物质颗粒
有 限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沈 志 清
说，生物质颗粒燃料与传统

化石燃料相比，体积更小、
燃 烧 效 率 更 高 、 更 清 洁 环
保 ， 每 吨 售 价 在 1000 元 到
1200元之间。

这种“变废为宝”的循
环经济，让杉木资源利用率
从 60%提升至 95%以上。生
物质颗粒燃料产品不仅在国
内热销，还敲开了海外市场
的大门，两家日本企业已订
购 1.2万吨产品，本月将通过
海铁联运出口。

眼下，融水正以粤桂协
作康田产业园区、和睦产业
园区、马长洞产业园及配套
物流园为载体，全力打造以
杉木加工为代表的木材加工

产业集群，构建布局合理、
产业链长、附加值高的现代
林业产业体系。

融水工业集中区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梁乐军说：

“目前，融水拥有木材加工企
业 400 多家，规模以上木材
加工企业 43 家，年产生态板
材超 160 万立方米，年产值
达 55 亿元，香杉板材生产量
居全区前列。”

融水木材加工业产业布
局向加工园区技术升级纵深
发展，持续在“智造”上发
力。2024 年，市木材加工行
业新完成投资 10.3 亿元，其
中地板生产线、全屋定制家

居和香杉生态板等 3 个项目
落户融水。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轻工
业科科长李玲玲说：“全市在
聚焦构建‘3+3+X’现代产
业 体 系 ， 融 水 立 足 资 源 禀
赋 ， 培 育 壮 大 特 色 优 势 产
业，开展林木加工产业攻坚
行动，以‘七个一批’为抓
手，推动融水香杉板材及定
制家居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
化发展，逐步做大做强，逐
渐成为柳州市重要的特色产
业之一。”

本报通讯员 覃美
韦仕宏 荣珍珏

报道摄影

立足资源禀赋 壮大特色产业
——融水香杉产业“智造”升级撬动“绿色经济”综述

苗族服饰被誉为穿在身
上的“史书”，靠世代言传身
教，将流传千年的故事融入
服饰文化中。在融水苗族自
治县杆洞乡，有一位苗族绣
娘，自幼研习苗绣，以针为
笔、以线为墨，不仅绣出精
美的苗族服饰，还很好地传
承了非遗。她就是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服
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
洪英。

杨洪英于 1974 年出生，
从 7岁起便跟随母亲、奶奶学
习苗绣。1996 年，她开始系
统钻研苗族服饰制作技艺。
2018 年，她在杆洞乡开设了
一家百鸟衣民族服饰加工店。

她常说，苗族服饰一针
一线皆蕴含深意。“这些图腾
中的飞鸟，象征苗族对自然
的敬畏与美好生活的向往。

展 翅 的 凤 凰 ， 寓 意 吉 祥 如
意，祝愿穿戴者幸福安康。”
她轻抚一件未完工的百鸟衣
耐心向笔者讲解。

苗族百鸟衣集刺绣、织
锦、蜡染、剪纸、剪裁、缝
制 等 工 艺 于 一 体 ， 工 序 繁
复，制作一套需耗时半年以
上。“刺绣时若错了一针，就
得拆掉重来。慢工出细活，
急不得。”杨洪英对制作苗族
百 鸟 衣 十 分 严 谨 ， 选 料 讲
究、图案精心设计，既保留
传统韵味，又融入现代审美。

尽管机器刺绣已普及，
但杨洪英仍坚持手工创作：

“机器刺绣的纹样虽然工整，
却少了灵魂。苗绣的一针一
线都倾注着绣娘的心血与情
感，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杨洪英深知，要想让非
遗真正焕发生机，必须让更

多人了解、喜爱并传承它。
于是，她身体力行地推动非
遗进校园、进村寨，经常组
织培训活动，耐心教授徒弟
刺绣技艺，分享自己的技艺
与心得。她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苗绣
的魅力，也让这门技艺更好
地传承下去。

目前，杨洪英带了十几
个徒弟。徒弟杨群芝说：“跟
随杨老师学习多年，如今我
已能独立完成苗绣。希望这
门技艺能代代相传。”

除了线下门店，杨洪英
还通过抖音、微信等网络平
台售卖苗族服饰、绣品。她
说，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
人 关 注 和 喜 爱 苗 族 传 统 文
化，她对未来充满希望。
本报通讯员 龚远虹

欧振波 报道摄影

5月 13日，在融水苗族
自治县安太乡元宝村元宝屯
农田边，随着闸门一开，甘
泉哗哗地通过水渠流进田
里。稻田“解渴”了，村民
笑了。

“谢谢你们，农田有
水啦！”在田间忙着栽秧的
元宝屯村民董江奇对前来
回访的纪检监察干部说。

事情还得从今年年初
说起。该县纪委监委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一线监
督解难题”主题活动，董
江奇遇到来村里走访的纪
检 监 察 干 部 ， 他 焦 急 地
说 ：“ 没 有 水 ， 就 无 法 育
秧 ， 能 帮 我 们 解 决 困 难
吗 ？” 董 江 奇 是 返 贫 监 测
户，他今年计划种 10.8 亩
水 稻 。 由 于 今 年 旱 情 严
重，不仅是他，该村村民
大都在为农田缺水苦恼。

“ 我 们 要 转 变 作 风 ，
主动作为，解决问题。”该
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
纪 检 监 察 组 组 长 何 孟 松
说。该县纪委监委充分发
挥“室组地”联动的监督
优势，成立联合监督检查
组，用心用力用情解决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农田用水问题。

2018 年，为解决农田
灌溉问题，安太乡政府专
门为村民架设了水管，确
保农田供水。“现在水管堵
了，水无法流入农田。”村

民对问题直言不讳，因水
管小、垃圾堵等原因，村
里时常出现抢水现象，既
影响粮食增产增收，又不
利于村民团结。

该县纪委监委以问题
为 导 向 ， 向 安 太 乡 党 委 、
政府及县农业农村局等职
能部门列出问题清单，督
促职能部门加大排查和整
改力度，切实推动问题解
决。

在监督的推动下，安
太乡党委、政府以及元宝
村 驻 村 工 作 队 员 举 一 反
三，对农田灌溉进行全面
排查，发现元宝屯、污傍
屯的农田水利渠存在严重
问题。有关单位主动认领
问题，投入资金 60 万元，
对元宝屯、污傍屯两处农
田水利水渠进行提升改造
建设，有效解决了元宝村 7
个屯 1200亩农田用水问题。

今年以来，该县纪委
监委充分发挥贴身监督作
用，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深
入一线，对农资供应、惠农
补贴、技术服务、抗旱用
水、水库维修、水渠建设等
重点环节，进行专项监督。
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
要求，明确整改时限，压实
整改责任。目前，该县开展
专项监督检查 25 场次，推
动解决问题10个。

本报通讯员 龙林智

以针线作笔墨绣“史书”
——记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服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洪英

5月 15日，融水苗族自
治县供电公司电力志愿者走
进融水锦绣苗山绣花厂，开
展“南网蓝公益 安全用电
护平安”志愿服务活动，他
们用稳定电力供应为企业生
产保驾护航。

融水锦绣苗山绣花厂不
仅承接绣花加工、制作苗族
刺绣制品业务，还兼营乐器
制造、批发零售等业务，对
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要求极高。哪怕是短暂的电
压波动，都可能影响绣品、

乐器品质。
活动现场，电力志愿者

运用专业设备，对该厂的配
电设备、线路及用电设备展
开全面检查。重点检测线路
绝缘性能、设备运行温度
等，及时消除检查中发现的
线路老化、插座接触不良等
安全隐患，并结合工厂实际
用电需求，提出科学合理的
优化建议，开展安全用电知
识宣传，全力保障企业用电
安全稳定。
本报通讯员 何海晔 摄

5月 15日，融水苗族自
治县举行 2025 年“5・15”
国际家庭日“家教润泽机
关 家风涵养正气”清廉文
化宣传进机关暨“清廉机
关+清廉家庭”融合共建活
动。

活动通过开展讲座、观
看警示教育片、巾帼志愿者

宣讲故事、家属代表现场宣
读倡议书、向职工赠送书籍
等形式，倡导干部职工树立
新时代家庭观，营造共建共
享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的浓厚氛围。

本报通讯员 秦胜聪
蒙成远 摄

5月 16日，由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县文体广旅局联合主办的 2025年融水文博旅
游艺术月启动仪式——融水原创文旅歌曲暨精
品文艺节目展演活动在民族体育公园篮球馆举
行。

此次活动以“锦绣山河・美好旅程・畅享
幸福时光”为主题。活动现场，全县各民族的
演员代表带来了自编自演的作品，《呀呜，幸
福苗山》《哒牡》《多情苗山 秀美融水》《神秀
融水》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紧扣融水文化艺
术特色，以独特的创意和鲜明的风格，生动展
现了融水文化旅游形象与品牌影响力。现场气
氛热烈，观众掌声不断。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融水人游融水”“清
凉一夏”旅游线路推介，通过设置“打卡有
礼”互动体验与文旅知识抢答环节，吸引市
民、游客参与。

今年以来，融水以“2025广西旅游年”活
动为引领，以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目标，
充分依托柳州网红城市资源优势及“融从高
速”通车机遇，借助“百节之乡”等文旅品牌
效应，通过节庆引流、促销活动等举措，提振
消费活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动能。

本报通讯员 秦胜聪 梁俊远 报道摄影

引来甘泉润良田
——融水纪委监委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一线监督解难题”主题活动见闻

融水开展“5・15”国际家庭日活动

倡导树立新时代家庭观

志愿服务进厂 消除安全隐患

杨洪英在制衣。

2025年融水文博旅游艺术月启动 锦绣山河 美好旅程

←工人在木材厂生产线上作业。

↑生物质颗粒燃料。

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向职工赠送书籍向职工赠送书籍。。

电力志愿者在开展安全用电知识宣传电力志愿者在开展安全用电知识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