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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经济
活力的“先手棋”，是区域发展
的重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
柳江区以“刀刃向内”的决心
和“精准滴灌”的服务，将优
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
通过政策创新、服务升级、民
生保障等多维度发力，重点事
项平均压缩办理环节 71%、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 17%、“全
城通办”办件量 9994件……一
个 个 数 据 背 后 ， 是 柳 江 区 以

“软环境”锻造“硬实力”，为
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的具体
实践。

精准服务 夯实发展根基

近日，柳江区工人文化宫
（职工之家） 装饰装修项目报建
员 陆 酒 在 该 区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周末预约办”专窗，顺利领到
项目施工许可证。作为重点民
生工程，该项目从递交申请到

获得施工许可，仅用时 16个小
时，让柳江区行政审批“再提
速”。

今年上半年，柳江区各大
项目顺利推进，各企业生产马
不停蹄，这得益于柳江区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各相关部门要
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
需求，优化服务环境，落实惠
企政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
速提质提效。”近日，柳江区委
书记玉秋静率队到企业走访调
研时作出了明确指示。

今年上半年，柳江区以工
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三个突破年”活动为主要抓
手，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
面向企业开办、工程建设、民
生服务等多个领域，通过流程
再造、数据共享，让“高效办
成一件事”落地实施的重点事
项平均压缩办理环节 71%，减
少材料 70%，减时限 76%，减
跑动 90%，“全区通办”办件量
1538 件，“全城通办”办件量

9994件，有效解决群
众“多地跑”“折返
跑 ” 难 题 。 与 此 同
时，该区还设立“工
程建设项目报建综合
服务窗口”，开通“绿
色通道”，将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平均时长压

缩 17%、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
许可阶段审批时间压缩 4 个工
作日，并推行“拿地即开工”
改革，为辖区 15 个项目提供

“拿地即开工”审批服务，平均
每个项目实现提前 124 天开工
建设，为项目落地按下“加速
键”。

便民利民 彰显民生温度

“孩子读书的事终于有着
落了！原本担心周末办不了手
续，没想到柳江区政务服务中
心主动加班协调，流程清晰高
效，真是帮了我们大忙。”近
日，前来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
的练女士难掩感激之情，对工
作人员的专业服务连连点赞。

这只是柳江区优化营商环
境、践行为民服务的一个生动
实践。

群众在哪里，服务就延伸
到哪里。今年上半年，柳江区
以打造“江来办”政务服务新
标 杆 为 核 心 ， 将 “ 柳 江 倾 情
办，民声即刻应”核心理念融
入服务全链条，大力推行“周
末预约办、下班延时办、有困
难上门办”的“三办”服务机
制，切实为群众解决难题。截
至目前，该服务累计办件量已
突破 2500件，群众满意度持续

提升。同时，以深化乡镇职责
清单和帮办代办机制为抓手，
健全区、镇、村三级帮办代办
服务体系，组建衔接有序的帮
办代办队伍，通过组建“流动
服务站”等方式，推动基层服
务由“被动等待”向“主动帮
办”转变，上半年累计提供帮
办代办服务超 300 次，让政务
服务更贴心、更暖心。

服务升级 赋能企业发展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
的 土 壤 。 近 日 ， 柳 江 区 新 兴
工 业 园 区 医 保 驿 站 揭 牌 仪 式
在 园 区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举 行 。
该 医 保 驿 站 的 成 立 是 医 保 服
务 模 式 的 创 新 与 延 伸 ， 将 优
质 医 保 服 务 送 到 企 业 和 职 工

“家门口”，为园区优化营商
环 境 、 提 升 公 共 服 务 水 平 注
入强劲动力。

“设立医保驿站，是我们
深化医保便民服务、优化营商
环境的务实举措。我们把医保
服务直接送到企业门口，让企
业 和 园 区 职 工 少 跑 腿 、 快 办
事，提升服务质量，让大家感
受到医保服务的温暖与高效。”
柳江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韦虑表示。

今年上半年，柳江区坚持

抓经办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
升 医 保 公 共 服 务 水 平 ， 推 进

“综合柜员制”融合，开启医保
服 务 新 模 式 ， 以 “ 最 多 跑 一
次”为改革切入点，常态化开
放 3 个及以上综合服务窗口，
配齐配强窗口工作人员，实现
综合业务窗口人员业务技能由

“专办”变“通办”，持续为参
保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
高效的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上
半 年 ， 共 受 理 柜 台 业 务 8398
笔，机构业务办理 41031 件，
群众满意率100%。

同时，该区还简化医保经
办流程，针对企业职工医保参
保登记、变更、注销等高频业
务 ， 推 行 “ 即 时 办 ”“ 当 日
结”，减少企业跑腿次数；完
善线上服务平台，实现企业医
保业务“不见面办理”，支持
参保信息查询、缴费凭证打印
等功能全程线上完成；定期组
织召开企业医保政策宣讲会，
重 点 解 读 参 保 缴 费 、 待 遇 报
销、工伤医保衔接等企业关注
的内容，并发放通俗易懂的政
策宣传手册，将医保服务融入
企业发展全周期，增强企业获
得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通讯员 王海力
余露 曾凤兰

在信息洪流中，无数人被
城市霓虹吸引，涌入繁华都市
追逐现代化浪潮。然而，在柳
江区进德镇四连村木岸屯，有
这样一名 95后青年，他逆潮而
上，选择扎根乡土，用青春和
热情守护客家文化根脉。他就
是柳江非遗项目曾家拳代表性
传 承 人 曾 令 夫 ， 一 名 积 极 向
上、毅然投身武术传承事业的
传统文化传承者。

初心如磐 守护技艺

“ 嘿 哈 、 嘿 哈 ……” 近
日，在进德镇四连村木岸屯，
一群孩子在教练的指导下认真
练习武术基本功。他们扎着马
步，双手灵活地舞动狮头。曾
令夫穿梭在训练队列中，耐心
纠正孩子们的动作。“打拳要讲
究精气神，每一个动作都要做
到位，出拳时快速呼气助力发
力，收拳时吸气调整体态。”他
一边示范，一边向孩子们讲解
打拳要领。

木 岸 屯 客 家 文 化 底 蕴 深
厚，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早在

100 多年前这里就成立了武术
队。曾令夫出生于武术世家，
从小耳濡目染，深受武术文化
的熏陶。然而，年轻传承人日
益稀少，武术传承后继乏人，
客家文化传承面临断层的危机。

“传承不能断！”抱着这个
念头，2022年，曾令夫和木岸
屯理事会成员多次商讨如何传
承 弘 扬 客 家 醒 狮 文 化 和 曾 家
拳 。 为 重 振 昔 日 客 家 醒 狮 雄
风，他们决定开设醒狮、曾家
拳公益班，招募 6 岁以上的青
少年儿童学习醒狮和曾家拳。
曾令夫主动肩负起传授技艺的
重任。每逢周一、周三，他回
村教授孩子们技艺，公益班人
数从最初的 6人增加至 200人。
如今，曾家拳已成为木岸屯客
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舞狮也
成为四连村客家“上灯”活动的
重头戏，客家文化得以传承。

传承技艺 创新发展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客家文
化的独特价值，真正实现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2022 年以来，

曾令夫积极参与“非遗新说”
志愿服务项目，通过非遗进校
园活动将曾家拳、醒狮公益班
推广到进德镇各中小学、幼儿
园，让上千名青少年儿童近距
离 接 触 客 家 非 遗 技 艺 。 2025
年，他创办柳江区狮韵醒狮培
训基地，以此作为客家醒狮非
遗传承基地，面向社会招募热
爱醒狮武术的学员，推动客家
非遗技艺传承发展迈上新台阶。

随着客家文化影响力不断
提升，曾令夫精心编排客家醒
狮、曾家拳展演节目，带领公
益班的孩子们参加柳江区组织
的四季村晚、“上灯节”“广西
三月三”和端午节等民俗节庆
展演活动。截至目前，培训基
地已开设醒狮、曾家拳公益培
训班 140 余堂，培训 8600 余人
次，参加各类展演活动 70余场
次，获人民网、新华网、《广西
日报》等媒体报道40余次。

在传承与创新客家文化的
道路上，曾令夫步履坚定、收
获 满 满 ： 他 参 与 的 客 家 文 化

“非遗新说”文明实践项目，荣
获 2023年度柳州市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柳州市第五届青年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参演的
歌舞《客家韵・新风行》，荣获
2024年度柳江区“北行杯・移
风易俗大家说”村规民约代言
风采大赛一等奖；今年，他荣
获柳江曾家拳非遗项目第五代
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朝气蓬勃 履职担当

作为政协柳州市柳江区第
二届委员会委员，曾令夫以实
干 诠 释 责 任 担 当 ， 在 政 协 履
职、公益事业、非遗传承等领
域多点发力。

在政协柳州市柳江区第二
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曾令
夫提交的 《关于合理调整洒扫
除 尘 工 程 车 辆 作 业 安 排 的 建
议》 提案，得到柳江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
应。与此同时，今年 6 月，他
积极呼吁各界爱心人士到进德
镇沙子、龙新教学点开展“六
一”慰问活动，给孩子们送去
温暖，助力健康成长。

如今，客家传统文化蓬勃

发展，曾令夫用实际行动守住
了文化根脉，更为农文旅融合
注入新活力。他深入挖掘柳江
武术文化资源，将散落在当地
的醒狮武术爱好者聚集起来，
于 2022 年组建专业醒狮武术
公益教练团队，并带领团队积
极参与文化展演活动。目前，
该 公 益 班 教 练 团 队 已 有 15
人，参加各类文化文艺活动 20
余场。

“以前在家务农收入不稳
定，现在做公益教练，跟着曾
令夫到景区、商场等地参加各
类民俗节庆表演，有了稳定收
入，日子越过越红火，我将继
续为传承弘扬醒狮武术贡献力
量。”公益班教练覃建胜感慨
道。

曾令夫用炽热的青春唤醒
沉睡的非遗技艺，让古老的乡
村焕发新生机。在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明的碰撞中，这名年轻
的非遗传承人正以破茧成蝶的
勇气，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
非遗故事。

本报通讯员 王海力

7 月 3 日晚上，2025 年柳江区拉堡篮球协会
“鑫福特板业杯”中老年男子篮球赛在该区体育中
心落下帷幕。

决赛现场，鑫福特板业代表队与烈火俱乐部上
演了一场精彩的巅峰对决，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
态，展现出十足的拼劲。最终，鑫福特板业代表队
以 57比 40战胜烈火俱乐部，获得冠军。烈火俱乐
部获得亚军，家宁体育俱乐部获得季军。

据悉，本次赛事由柳江区拉堡篮球协会主办，
自6月27日开赛以来，吸引了快乐篮球群、常青俱
乐部、家宁体育俱乐部等8支队伍参赛。赛制别出
心裁，每支队伍12名队员分为A、B两组，前两节
分组对战，后两节自由调配，但每节必须有1名50
岁以上的球员上场。这样的赛制既保证竞技性，又
为中老年球员留下专属舞台，让“青春回忆”与

“赛场风采”在运动场上完美交融。
本报通讯员 兰德波 摄

近日，柳江区中医医院携手柳江区穿山中心卫
生院、柳江区进德镇卫生院、柳江区里高镇卫生
院，在该区人民文化宫广场举办 2025 年中医文化
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义诊活动。

活 动 现 场 ， 医 护 人 员 为 市 民 提 供 中 医 问
诊、体质辨识、疾病筛查、亚健康调理及慢性
病 管 理 等 服 务 ， 通 过 扶 阳 罐 、 耳 穴 压 豆 、 刮
痧、砭石温灸等传统中医疗法，让市民沉浸式
体验中医的魅力。医护人员还讲解单人徒手心
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为市民上了一堂生
动的生命救治课。

近年来，柳江区中医医院积极打造“党建+中
医药+创新融合”模式，通过开展常态化中医特色
义诊、建设医养结合服务网络、实施居民健康教育
与慢病管理、推动医联体和医共体资源下沉，进一
步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助推柳江区中医药事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通讯员 王海力 全伟志 摄

“中医夜市”送健康

日报消息 （通讯员韦莹芸、覃鹏） 7 月 4 日，
由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广西鱼宜高速 3
标段控制性工程当白山隧道双线顺利贯通，为广西
梧州至乐业高速公路项目 （鱼峰至宜州段） 全面建
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当白山隧道位于柳江区穿山镇、百朋镇境内，
隧道出口洞门采用端墙式设计，全长 2113米，为
分离式长隧道，是全线第二长隧道。该隧道穿越岩
溶地貌发育区，地质条件复杂，施工期间遭遇溶
洞、围岩破碎带、地表沉降等挑战，项目团队推行
精细化管理，优化工艺工装，实施全流程质量监
控，严格执行三检制度，运用 TSP、地质雷达等探
测技术掌握地质动态。同时，借助“智隧慧眼”系
列隧道扫描仪和通过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构建三维
地质重构模型，动态调整施工参数，在确保施工安
全质量的前提下，提升施工效率，最终实现隧道安
全贯通。

据了解，鱼宜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
五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点位于柳州市鱼峰区，
终点位于河池市宜州区石别镇，全长约 115公里。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柳州经合山至南宁高速公
路、泉南高速、柳北高速、梧柳高速等纵向交通干
线，极大提升路网转换效率，为促进区域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广西鱼宜高速
当白山隧道双线贯通

7月初，柳州市进入热浪蒸
烤模式，用电负荷持续攀升。
为保障居民用电，连日来，南
方电网广西柳州柳江供电局

（以下简称“柳江供电局”） 实
施不停电作业，工人头顶烈
日，奋战在保供电一线。

近 日 ， 在 柳 江 区 成 团 镇
35kV 成团站 10kV 六道线自愈
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
身着厚重密闭的绝缘服站在斗
臂车内开展作业。此时户外气
温逼近 35摄氏度，在毫无遮蔽

的环境下，工人的绝缘服里
全是汗水。

面对持续高温“烤”验，
柳江供电局通过系统化部署、
精细化运维等举措，有效提升
供电可靠性，全力保障高温期
间电力稳定供应。面对可能持
续的酷热天气，这群电力“小
黄人”将继续迎战高温，为千
家万户送去清凉和光明。

本报通讯员 梁旎旎
虞舒妍 高睿 报道摄影

优化营商“软环境”锻造发展“硬实力”
——柳江区优化营商环境年中工作综述

——记柳江非遗项目曾家拳代表性传承人曾令夫

拳风狮韵展风华 青年担当守非遗

用汗水守护万家清凉
柳江供电局员工头顶烈日奋战保供电一线

工人身着厚重密闭的绝缘服开展作业工人身着厚重密闭的绝缘服开展作业。。

柳江区成团镇柳江区成团镇3535kVkV成团站成团站1010kVkV六道线自愈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六道线自愈改造项目施工现场。。

双方球员拼抢激烈双方球员拼抢激烈。。

市民体验中医疗法市民体验中医疗法。。

银发健将闪耀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