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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
本之策，而学生资助则是实现教育
公平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柳城县
始终将学生资助工作摆在教育事业
发展的突出位置，全面构建“全程覆
盖、无缝衔接”的资助政策体系，以
精准宣传、高效落实、多元保障的扎
实举措，让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都能沐浴政策阳光，在逐梦路上稳步
前行。

政策体系脉络清晰

在 柳 城 县 教 育 资 助 版 图 上 ，
一条覆盖全学段的政策体系脉络清
晰——

学前教育：免除脱贫家庭、低
保户等困难儿童保教费 （按类别标
准免除）；

义务教育：为困难寄宿生提供
1250-1500元/年生活补助，非寄宿生
按九类家庭经济困难群体分类资助；

高中阶段：对脱贫家庭、低保
户等困难学生，实施“免学杂费+国
家助学金”双轨支持，库区移民子
女享受免学费；

高等教育：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最高可达2.5万元/年，困难大学新
生还能享受路费与学费补助。

为打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
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柳城县创
新构建了“319”工作模式，立足

“贷前”“贷中”“贷后”3 个服务，
以“资助育人”为一个落脚点，抓
实“九个一”，高效落实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政策，助学贷款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贷前”，柳城县通过建
立综合宣传队伍、搭建资助政策咨
询平台、建立分层次培训机制等宣
传助学贷款政策，营造大学生助学
贷款浓厚氛围；“贷中”，该县通过
打造志愿者服务团队招聘大学生志
愿者参与办理贷款业务，开启助学
贷款移动快车进社区、进村屯活
动，为学生办理贷款提供上门服
务，开通快捷办理绿色通道为学生
缩减贷款办理时间，确保助学贷款
政策高效落实；“贷后”，该县通过
设立上门还款服务点、建立贷后管
理工作小组等，切实保障助学贷款
工作稳步发展。

政策宣传接地气

为让资助政策真正“飞入寻常
百姓家”，柳城县坚持“宣传下沉、
服务上门”，连续 13 年组织教育、
民政、残联、公安、银行等多部门
组成宣讲团，深入全县各乡镇、村
屯开展“面对面”宣讲专题培训。
工作人员通过集中讲解、现场答
疑、入户走访等形式，将资助范
围、申请流程、发放标准等信息传
达给群众。

针对在校师生群体，柳城县还
创新推出“非遗+政策”宣传模式，
依托太平壮欢、柳城彩调等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编排
系列文艺节目，在各级各类文艺汇演
中循环展演。这种“听得懂、记得
住、传得开”的宣传方式，让政策变
得生动鲜活，政策知晓率持续保持在
较高水平。

多方筹资暖人心

柳城县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
作，优先教育保障，始终确保资助
工作落实落地。近两年来筹措各
级各类资金 4200 多万元，优先用
于落实教育保障补助。其中，县
级配套资金 390 多万元及时到位，
确 保 教 育 保 障 补 助 金 按 时 发 放 。
自 2009 年启动生源地助学贷款以
来，累计发放 3.41亿元，惠及学子
1.5万余人。

该县于 2022年启动的“文昌教
育”公益基金更成重要补充，截至
目前已募集社会爱心款 83.86万元，
为 195名困难学生发放补助金 59.89
万元，让爱心暖流在柳城大地持续
涌动。

潜心深耕结硕果

该县依托广西学生精准资助管

理系统、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
统，实现跨部门数据实时共享，每
月联合民政等部门开展数据比对，
确保资助对象准确无误。

为压实工作责任，柳城县建立
“校长第一责任人”制度，定期开
展业务培训，将政策落实情况纳入
考核评价体系。同时，组建专项检
查组，采取“定期+不定期”方式
对全县 74 所幼儿园、27 所中小学
开展全面检查，发现问题立行立
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2012年至
2024 年，柳城县连续 13 年获全区
生 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优秀等
级，两次荣获自治区“突出贡献单
位奖”。柳城县 2024 年还承接了国
家助学贷款 20 周年宣传片拍摄工
作，是国家助学贷款宣传片全国 4
个素材拍摄点之一，也是广西唯一
一个拍摄点。

从走进村屯院落进行政策讲解
到登上舞台生动演绎，从财政资金
的优先保障到爱心力量的汇聚，柳
城县用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编织了
一张“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
难而失学”的保障网。这份坚守，
让无数困难学生重拾求学希望。这
份担当，托举起柳城教育事业的美
好未来。

本报通讯员 雷昕
丁红兰 何至红

用爱托举 筑梦未来
——柳城县学生资助工作综述

7月15日，由柳州市委网
信办组织的“网络名人看柳
州 —— 用 非 遗 方 式 打 开 柳
州”采风之行第一站走进柳
城县厚德食品加工厂。

厚德食品加工厂位于柳
城县寨隆镇。当天，采风团
进入加工厂的生产区，观摩
了牛腊巴的制作过程。肥瘦
相间的牛肉被切成均匀小块
进行腌制。腌肉这一环节十
分讲究技巧，工人将切好的

牛肉浸入香料汁里，细心且
耐心地翻动，让每一丝肌理
都裹满香料。腌好的牛肉被
送入烘烤间后，香气逐渐散
发出来。炒制是最后一个环
节 ， 堪 称 风 味 的 “ 点 睛 之
笔”。只见师傅手中的勺子快
速翻转，牛肉块裹满香料，
色泽愈发诱人，一股浓郁的
香气弥漫整个车间。采风团
成员们品尝牛腊巴时纷纷表
示，牛肉干紧实却不柴，咀

嚼间香气充满整个口腔，十
分美味。

牛腊巴在柳城早已超越
普通小吃的范畴，其制作技
艺 在 柳 城 百 姓 手 中 不 断 打
磨、传承。从家庭小作坊式
的摸索，到如今加工厂规范
化生产，柳城牛腊巴在百姓口
口相传中，成为外界认识柳城
的一扇窗口。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梁李毅 报道摄影

7月以来，位于柳城县太平
镇龙寨村的龙寨岩成为游客避
暑游玩的好去处（见上图）。每
天，不少游客来到这里纳凉、
喝茶、下棋、游泳、烧烤等，
享受惬意的夏日时光。

据悉，龙寨岩是一个大型的
天然喀斯特洞穴，洞长1747米，
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旱洞，下层
为水洞。岩洞内的石幔石帘千姿

百态，洞口有一湾池水，清澈见
底，仿佛一面明镜。

为保障游客安全和溶洞环
境，龙寨岩景区加强了巡逻管
理，设置安全标识，配备了救
生员，还定期对溶洞进行卫生
保洁，确保游客在安全、整
洁、舒适的环境中避暑休闲。
本报通讯员 梁琪 邓涛 摄

近日，柳城县东泉镇大樟
村刘家屯荔枝喜获丰收。前来
收购荔枝的柳州市区商人莫茂
丰介绍，当地共有 20户果农供
货，自己第一天就采购了 7 吨
荔枝，通过分拣后发往北京、
郑州、西安、绍兴等地。

当地果农刘水德种有桂味
荔枝 5亩，亩产 2000斤至 3000
斤，今年预计收入 2 万多元。
他说，荔枝种植技术难度较
小，管理比较方便，收成较
好，一人一天可以采摘 300 斤
左右。同村的种植大户刘房寿
种有荔枝 20亩，预计今年产出
荔枝2万斤。

据了解，今年 6 月，为改
善东泉镇荔枝品种结构相对单

一、产期过于集中等问题，我
市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专家到
该屯荔枝种植基地进行了有针
对性的指导，教会果农采用高
接换种的方法，嫁接“大唐
红”“越州红”“仙进奉”等 12
个荔枝新品种到品质相对较
差、产量相对较低的荔枝树
上，并结合当地实际，科学高
效地进行水肥管理、花果管
理、病虫害防治等。今年，东
泉镇荔枝种植户 94 户 375 人，
种植面积 1200多亩，产量约有
20 万斤，挂果面积约 600 亩。
群众通过种植荔枝实现增收，
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通讯员 邓涛 凌诗

梁琪 报道摄影

日报消息（通讯员凌诗） 7
月 15日，“文明暖心”新时代
文明实践暑期专项行动暨 2025
年广西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接
力仪式在柳城县实验小学教育
集团本部举行。本次接力仪式
是柳城县举办的第三期社会实
践活动接力仪式。

本次活动从7月1日持续到
8 月 20 日，共举办 5 期，来自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科技
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广西水
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广西警

察学院等5所高校的100多名师
生，分别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主题公园、文昌小学、实
验小学 3个点位结合自身的专
业特长，开展绘画、文艺、科
技等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
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7月 15日至 20日，43名师
生深入柳城县的社区村落开展
红色故事宣讲、义务支教等一
系列活动，并穿插进行南宁师
范大学实践团学生代表发言、
益智互动等活动。

日报消息 （通讯员韦晓
平） 7月11日，柳城县住建局、
公安局及大埔镇城南社区、大
埔镇卫生院携手智慧星托管中
心，在城南社区举办了一场防
溺水、反诈、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各项安全教育
活动有序开展。大埔镇卫生院
工作人员进行了急救知识教
学。为了让孩子们轻松地理解
和掌握海姆立克急救法，工作
人员巧妙地结合“石头剪子
布”游戏进行讲解，随后现场
演示操作流程，让孩子们学会
了自救互救方法。

在反诈知识宣传环节，民警

提醒孩子们暑假期间切勿随意使
用家长的手机，更不能随意扫描
陌生的二维码，也不要向他人提
供手机验证码，避免家庭财产遭
受损失。

当天，禁毒工作人员通过
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册，向孩
子们耐心讲解毒品的种类、危
害以及识别方法，引导他们从
小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的观念，增强对毒品的警
惕性和防范意识。

此次多部门联合开展的暑
期安全教育活动，内容丰富、
针对性强，让孩子们学到了许
多安全知识和技能。

2025年广西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接力仪式举行

青春力量点燃乡村活力

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多部门联合举办安全教育活动

荔枝丰收俏销多地

天然溶洞成避暑地

网络名人来打卡
夸赞牛腊巴美味

近日，柳城县沙埔镇古仁村减
龙屯迎来麻竹笋丰收季，农户在田
间地头忙碌地采收麻竹笋。

采收的新鲜麻竹笋被源源不断
地运往当地的广意农产品加工有限
公司进行加工。这家由政府扶持成
立的企业，利用传统工艺腌制出优
质的酸笋。这些酸笋远销多地，不
仅让减龙屯 8000亩麻竹有了“好归
宿”，更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让酸笋产业成为当地富民产业。

走进广意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的生产区，几排整齐摆放的大桶格
外显眼。公司负责人罗祖平介绍，
工厂于 2020年建成投产，占地面积
5.1亩。政府为支持当地特色产业发
展，补贴公司 10万元用于购置加工
设备。

经过3年多的运营，如今工厂已
形成稳定的生产规模，年产酸笋600
吨，产品销往柳州本地螺蛳粉厂及
广东、云南、四川等地。

在酸笋腌制车间，工人们将处
理好的竹笋装入大桶，注入清澈的

山泉水。罗祖平介绍，他们腌制酸
笋时只用山泉水和老酸水，不添加
任何添加剂，这样做出来的酸笋才
地道。每桶可腌制800公斤竹笋，经
过 20天的自然发酵，就能产出口感
脆嫩、香气浓郁的酸笋。用传统工
艺腌制的酸笋，凭借优良品质赢得
了市场青睐，成为各地客商争相订
购的“香饽饽”。

减龙屯有着悠久的麻竹种植历
史，家家户户都种植麻竹，该屯种
植的麻竹达 8000亩。罗祖平说，工

厂每年可收购麻竹笋的周期长达4个
半月，每天可收购两三万斤。

谈及办厂初衷，罗祖平坦言，
之前得知当地没有加工点，减龙屯
村民不得不将麻竹笋拉到外村售
卖，很不方便。于是，他创办企业
收购鲜笋，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如今，广意农产品加工有限公
司不仅解决了本地麻竹笋的销路问
题，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让
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本报通讯员 韦成成 覃韵

麻竹笋喜迎丰收 绿了山林富了民
——柳城县沙埔镇古仁村减龙屯做强“笋经济”小记

美味的牛腊巴。

记录腌制牛肉的过程。

拍摄牛腊巴制作过程。

拍摄美食拍摄美食。。

村民分拣荔枝村民分拣荔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