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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城县委巡察为民办实事小记

夜幕降临，柳城县白阳南
路南段的牛头潭隧道内的路灯次
第亮起，将往日漆黑的隧道照得
敞亮通透，过往的车辆有序通
行，骑行的村民哼着小曲儿。这
一盏盏路灯驱散了夜色，化解了
群众夜晚出行的忧愁。

今年 4 月，县委第三巡察
组开展常规巡察时，在一次走
访过程中收到群众反映，牛头
潭隧道长期以来没有路灯，村
民晚上摸黑经过非常不安全，
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牛头潭隧道是连接大埔镇
和凤山镇的交通要道，也是大
埔镇靖西村力田屯、洛古村等

沿 线 村 民 往 返 县 城 的 必 经 之
路 ， 每 日 车 流 量 大 、 行 人 密
集 。 隧 道 什 么 时 候 能 装 上 路
灯？群众呼声高。

群众的呼声就是巡察工作
的哨声。巡察组强化巡察为民
的工作理念，把推动牛头潭隧
道的亮灯工程摆上了边巡边改
议事日程。巡察组通过查阅材
料、实地察看、谈话走访等了
解到，2021年就有县人大代表
提出了关于对牛头潭隧道进行
维修的建议，并被列为当年的
督办建议，交由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牵头办理。

“牛头潭隧道道路维修及

亮化工程是 2021年柳城县为民
办实事项目之一，隧道内长 118
米、宽 6.3米的道路于当年就完
成了路面维修，路灯也曾亮过
一段时间，但由于该路段不属
于市政道路，没有接通市政路
灯电线，当时只是临时接了隧
道旁边某修理厂的电路，后来
该修理厂停业了，路灯也就不
亮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
关负责人向巡察组讲述了有关
情况。

巡察组将该问题向县人大
办机关党组反馈，要求及时落
实人大代表建议，切实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县人大办机关党组收到反
馈后，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
实县人大代表关于牛头潭隧道
安装路灯的建议，督促相关部
门尽快拿出建设方案。随后，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方面对
接供电局开展电表安装工作，
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筹措资金，
实 施 隧 道 入 口 240 米 管 线 布
置、隧道内 22盏 LED投光灯安
装工作。

日前，当巡察组再次来到
牛头潭隧道实地察看路灯亮化
工程进展情况时，隧道内已完
成 22盏 LED投光灯的安装，整
齐 排 列 的 灯 组 将 隧 道 照 得 通

明，过往群众再也不用摸黑通
行，交通安全系数显著提升。

亮起的是路灯，照亮的是
民生。巡察督促点亮一片灯、
修通一条路、通水一片田……
这些看似“小事”，实则是推动
干部转变作风、为民办实事的
真实写照。今年以来，县委巡
察 机 构 突 出 群 众 关 切 的 “ 点
题”，将“群众所盼”转化为

“巡察所向”，推动解决了涉及
群众生活用水、交通出行、补
贴发放等民生问题 21个，有效
将一张张“问题清单”转化为
了群众的“幸福清单”。

本报通讯员 王艳萍

点亮路灯 照亮民生
被九万大山余脉温柔环抱

的柳城县古砦仫佬族乡，素有
“北乡垌”之称。湛蓝的融江
奔流而过，滋养着这片沃土，
成就了古砦“粮仓”之美誉。
青山绿水间，这片土地正以

“ 各 美 其 美 ” 的 自 信 ， 写 下
“美美与共”的新时代民族团
结答卷。

“稻花经济”鼓了
群众荷包

盛夏的古砦，稻花香气漫
过田埂，古砦现代粮食核心示
范区的绿浪与远处的青山相
接，千年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
在此交融共生，编织出多元业
态的现代农业图景：水稻新品
种新技术展区、富硒大米生态
种植区等六大功能板块，构建
起集高效种植、加工集散、生
态游乐等为一体的综合产业体
系。

古砦现代粮食核心示范区
的 3000多亩稻田，实现了 95%
以上机械化种植，从育秧到收
割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2024
年，水稻产值突破 1.06 亿元，

“古砦大米”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稻穗的分量，直接体现在乡亲们的钱袋子

里。2015年到 2024年，古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 9138元跃升至 20020元，翻了一倍多。而

“稻美古砦・甜野香村”生态文化旅游节等特色活
动，全年吸引游客超 10 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
1000万元，红枫林与稻花飘香景区跻身全国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让“稻花经济”辐射至三产融合
领域。

闹心牧场变成团结大舞台

傍晚，古砦仫佬族乡民族文化广场上的青石
板被夕阳镀上金边。在面积 17.2亩的广场上，篮
球撞击地面的声响、广场舞的欢快旋律、孩童的
嬉笑声交织成歌。谁能想到，这里曾是周边 4个村
屯争执不休的牧场，每年引发多起边界纠纷。

“要让土地生金，先让人心齐顺。”乡干部回
忆，为破解僵局，专职调解队带着“搁置争议、
共享共用”的方案一次次进村入户，在田埂上长
谈，在火塘边讲利弊。终于，村民明白：一座共
用的广场，远比分割的牧场更有价值。如今，这
里年均举办百场活动，成了名副其实的“民族团
结大舞台”，昔日的“烫手山芋”变成了滋养情谊
的“幸福场”。

广场旁的易地搬迁安置点，灯火在暮色中次
第亮起。古砦仫佬族乡曾有 5个贫困村 （含 2个深
度贫困村），如今，115 户 461 名群众走出大山，
住进了配套齐全的新家。工厂车间就在安置点对
面，学校、医院步行可达，基本医疗全覆盖，义
务教育零辍学……“住得安心、稳得下来”从墙
上的标语变成了生活的日常。

“上门帮”“主动办”显温情

古砦仫佬族乡便民服务中心的墙上，仫佬族
织锦纹样与“一次性告知清单”相映成趣。作为
全国唯一的仫佬族乡，古砦创新打造“政砦办”
133政务服务品牌，破解山区群众办事难，让“民
族团结+政务服务”生根发芽。

针对外出务工多、留守群体文化有限、进城
办事难等现实，古砦联合县行政审批局构建直达
民心的服务模式。135 个网格如毛细血管深入村
屯，14个村 （社区） 便民服务站成前沿哨所。网
格员田间地头收集需求，推动县乡村三级事项网
格联办，偏远诉求即时响应。数字化“快办”让
数据代跑，村民在村头即可办成事：2025年上半
年，51人次在线办理生育登记，52件采伐审批线
上出证，27015 人通过手机缴医保。多元化“易
办”更显温情，“上门帮”团队已办采伐证 83件，
为不便群众代办 195人次，延时服务解“跑空”之
忧。

大户村便民服务站里，人大代表、政务人
员、企业专员各司其职。19家企业的环保、用地
等 7项难题被“主动办”专班一一破解，多语服务
窗口前，工作人员用仫佬语耐心解释政策。这些
带着民族温度的服务，是柳城创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县的生动注脚。

民族团结故事还在续写

走进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云峰村，民
族团结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个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村，以一系列接地气的举措，让各族群众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绘就出乡风文明、
邻里和谐的共生画卷。

民族团结食堂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四减四
增”模式 （减成本、减负担、减攀比、减顾虑，
增自信、增团结、增互助、增活力） 让这里的宴
席既节俭又暖心——减少了攀比负担，增添了互
助情谊，杯盏之间流淌的都是邻里情。村里的

“奖学会”声名远播，最初村民用零钱奖励学生，
到如今可发放千元奖学金。在这份鼓励下，大学
生越来越多，比学赶超的风气让整个村子都充满
活力。

云峰村每年都举办社节、牛诞节、丰收节
等，尤以农历四月初八牛诞节最是热闹：村民为
牛沐浴挂红，祠堂里摆上猪头、酒肉、五色糯米
饭祭拜“牛神”祈福。祭祀毕，百家宴开席，村
民热情邀客，各族群众围坐长桌，欢笑声漫过村
庄。

从稻浪翻滚到笑语飞扬，从古砦粮仓到团结
家园，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还在继续。

本报通讯员 吴再丽 林宏毅

日报消息（通讯员覃韵） 7月 3日，柳城县社
冲乡“人大代表+人社惠民服务站”揭牌仪式在社
冲村举行。

“人大代表+人社惠民服务站”的设立，是柳
城县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县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及社冲乡多方积极协商、整合资源的成果。
它将以社冲村为基点，服务辐射整个社冲乡。

“人大代表+人社惠民服务站”主要是通过基
层人大代表及时收集反映辖区内企业及群众涉及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由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组织团队将人力资源信息发布、社会保障政策
宣传、劳动力技能培训、劳资纠纷调解等相关服务
送入园区企业，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服务企
业、服务群众“零”距离，从而带动辐射整个社冲
乡，助推社冲乡柳州螺蛳粉原材料全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

日报消息（通讯员凌诗、黄皓） 7月 7日，柳
城县大埔镇人民政府联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到大埔镇三塘村六元屯油茶种植基地开展油茶夏
季管护技术指导，传授种植户油茶管护技术要点。

在种植现场，柳城县乡村科技特派员钟恒针
对夏季高温多雨的特点，为种植户详细讲解了油
茶夏季管护的要领。从施肥的种类、用量、方
法，到病虫害的识别与防治，再到修剪技巧，技
术人员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让
种植户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据了解，大埔镇三塘村六元屯有 128户、523
人，林地面积超过 2000 亩。为充分利用林地资
源，六元屯村民最初以参股的方式，共筹集到 50
多万元发展油茶产业，种下 488亩油茶林。今年 3
月，该屯又种植了约 600亩油茶林，并成立了柳城
县山泉里油茶种植合作社。

7 月 3 日，柳城县二
十板桥附近的芒果园开
园，园内桂七、金黄芒、
红金龙等品种的芒果挂满
枝头，果香浓郁，呈现一
幅丰收画卷。

4 名工人在果园里忙
碌采摘，一天可采摘鲜果
1000 斤。近年来，该果
园的销售路子也越来越
宽，有商贩上门收购，也
有线上订单。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摄

小暑节气后，龙头镇
旗 山 村 迎 来 青 花 梨 丰 收
季。7 月 9 日，旗山村联合
果农韦小贵、“网络达人”
杨漫团队联合直播销售青
花梨。

韦小贵是龙头镇首个
种青花梨的果农，他种了
15 亩 梨 园 ， 亩 产 约 5000
斤，今年批发价每斤 1.3元
至1.5元。

目前，龙头镇有约 60
户农民种植青花梨，种植
面积近700亩，预计总产量
260万斤，产值350万元。

本报通讯员
邓涛 龙慧珍 摄

日前，在 2025年市第五届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
赛闭幕式上，柳城县实验小学足球队捧起了校园少
年乙组的冠军奖杯。这支平均年龄 11岁的队伍，用
热爱与坚持写下动人的绿茵故事。

2021年夏，足球教练黄皓钧因为一次公益课决
定在柳城执教，4年间，他坚持一周组织训练 4次。
队长郑幸远基本功扎实，常常带领队友加练；门将
李雨轩作为队里唯一女生，训练从不缺席。

球队成长离不开多方助力。起初，训练场无灯
光，家长们打开车灯照明；场地需维护，家长们自
发除草平整场地。家长梁海华感慨：“孩子练球后不
再沉迷手机，活力满满。”

“足球教会孩子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好品格。”
黄皓钧说，4年时间，这支足球队从一开始的 1个教
练，发展到如今的 5 个教练、4 支球队 50 名队员。
队伍里的多名队员荣获市级、县级三好学生称号。

训练场上，汗水与阳光交织，黄皓钧说：“每滴
汗水都不会白流，孩子们能创造更多惊喜。”

本报通讯员 凌诗 罗红高 报道摄影

7 月，东泉镇螺田村甲伴屯村民韦建勇的葡萄园里，
紫黑发亮的夏黑葡萄挂满枝头，空气中满是果香。

今年，韦建勇种植有 5 亩夏黑葡萄，亩产约 3000 斤，
比其他品种早20天上市，抢占市场先机，地头批发价5元/
斤，每天约采摘 300 斤。因葡萄分批次成熟，他分批采
摘、销售。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伍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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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黑葡萄上市

送技下乡 发展产业

社冲乡“人大代表+人社惠民服务站”揭牌 柳城夏日果飘香

青花梨直播卖

训练场上，教练与队员相互打气鼓劲。

群众“家门口”享服务

芒果丰收热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