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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唐永 通讯员李申） 4 月 20
日上午，叠彩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朱鹃
屏，与叠彩区花卉协会会长陶春发、桂林广播电
视台主持人等，组成“叠彩打 call 团”云游桂
林市叠彩花卉基地，首次通过网络直播带领大家
一起开展“沉醉花海，畅游叠彩”活动。截至 4
月 20 日 21：40，本次直播总点击播放次数已达
13 .56 万人次。

正是一年春来到，叠彩花卉基地数百种奇珍
异花竞相开放，令人心旷神怡。此次直播从赏、
逛、品、浸、雅、尝等多重角度出发，全面展示
花卉基地的特色美景。朱鹃屏化身导游向主播和
广大观众推介叠彩区重点打造的乡村生态旅游系
列。整个直播活动中，朱鹃屏与主播一起漫步田
间，感受大自然最纯净的芬芳美景，带领大家领
略与众不同的特色花卉文化，与观众分享与众不
同的旅游体验。朱鹃屏带领大家一会近距离欣赏
独树一帜的繁花盛景，一会品尝唇齿留香的地道
花茶，一会小憩于童话斑斓的树上小屋，一会观
看赏心悦目的花艺表演，一会围坐于群花环绕间

享受独具特色的春日花宴……直播过程集“吃喝
玩乐”为一体，让观众感受到身临其境的享受，
更有多种互动抽奖和福利派送，吸引了许多网友
和游客驻足欣赏。

据悉，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发展速度

一季度放缓，桂林各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为助推文旅经济复苏，加速复工复产，同时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
目标，响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提出的“广西人游
广西”文旅复苏行动，叠彩区委、区政府特组织了

这次直播助农活动。
叠彩花卉基地是桂林市乃至广西最大的花卉

苗木生产基地。经过近 10 年的不懈努力，该基地
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花卉种植面积由 6000 多
亩扩大到 1 万亩，花卉苗圃生产经营企业从 220

家增加到 500 家，承担了全市市政绿化和家庭
园艺的花卉苗木供应市场份额的 95%，年产值
达到 2 . 5 亿元，先后荣获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
心示范区、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桂
林市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等称号。

近年来，叠彩区充分利用传统优势，放大机
遇，迎接挑战，在大河乡漓江东岸，由北至南，打
造“漓江源乡”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漓江茂
源”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和“缤纷叠彩”花卉田
园综合体，争创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形成

“三体一区”发展格局，通过经济实体来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

基于叠彩花卉基地良好的产业基础、便捷
的区位条件及周边配套， 2019 年自治区林业
厅经考察研究，决定将广西苗木交易会永久落
户叠彩区。根据桂林市田园综合体建设要求，
以创建自治区级现代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和广
西花卉苗木交易会永久落户叠彩花卉基地为契
机，加快核心区的花卉小镇改造、建设和周边
村庄风貌连片整治，全力推动“缤纷叠彩”花
卉田园综合体建设。该园区以特色花卉生态农
业为产业基础，创新“农业+旅游观光”、
“农业+民俗文化”、“农业+产业化”、
“农业+科普教育”等发展模式，同时不断整
合社会资源，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和村庄风貌治
理，带动农民多重增收。目前，一个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缤纷
叠彩”花卉田园综合体正在形成。

（本文图片由记者唐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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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彩区长朱鹃屏，在直播过程中，与花卉
田园综合体的花农交流花卉种植技术。

叠彩区运用互联网直播
全方位助推“叠彩缤纷”田园综合体

首场直播点击次数 13 . 56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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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曹文）“经济要发展，电力
要先行。”近年来，南方电网广西桂林灵川供电局以开展农村
电网改造升级为契机，加大对结对帮扶村——— 大圩镇秦岸村委
的农村电网改造力度，全力破解当地村民用电“卡脖子”问
题，有力促进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至 2019 年末，该局定点
帮扶的 19 户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提前一年完成定点脱贫目
标。

近年来，由于秦岸村用电负荷逐年增加，设备老化，电压
等级严重不足，停电现象时有发生，村民家中的电视、空调、
冰箱难以正常使用。该村秦岸小学是一所村级“完全小学”，
使用单相电源，电压低时电铃打不响，电气设备无法正常使
用，严重影响了教学工作开展。 2017 年 10 月，灵川供电局
扶贫工作队员知悉这一情况后，借助农网升级改造项目，为学
校新增架设一条 10 千伏线路、一台 80 千伏安公用变压器，
更好地满足学校教学需要和附近村民农业排灌用电。灵川供电
局相关人士介绍，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该局在开展农网改造
升级工作中，为秦岸村新增变压器 7 台、 10 千伏架空线路
0 . 72 千米、低压线路 12 . 15 千米，解决了村民用电过载问
题，更好地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李云）眼下正是早稻育苗耕种
时节， 4 月 15 日，雁山镇文家村一派繁忙景象。“今年规划
了 100 亩的农田种植水稻，预计亩产达 500 公斤，按去年的
价格，将有 10 余万元的收入，如果再加工成米，那收入更为
可观。”村民阳次玉说道。

连日来，雁山镇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做好早稻生产，多措并
举保春耕春播，全力实现耕地应种尽种，大力发展粮食生产，
提升粮食自给能力。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带头下村指导春耕备
耕、抛荒地整治等工作，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等研究部署工作。
强化宣传促春耕,通过张贴宣传标语、入户宣传、广播车、微
信宣传等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早稻生产动员，对今年粮
食生产的重要意义以及各项惠农富农政策进行全方位宣传，充
分调动农户积极性，迅速掀起春耕生产热潮。

雁山镇积极引导大户种植早稻，并组织调配种子、化肥、
农药等，备足备齐农资，鼓励其积极开展春耕生产，形成种粮
大户带动散户抢抓时机进行春耕生产的局面。同时，抓好样本
点工作，保障周家、罗安两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确保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稳定，形成示范效应。

截至目前，雁山镇完成早稻育苗 140 亩（可种大田 3500
亩），春玉米播种 1850 亩，努力为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目标、
稳固脱贫攻坚成果打下坚实基础。

雁山镇：抓实春耕生产

保障粮食安全

灵川供电局依托农网改造

帮扶大圩秦岸村精准脱贫

红色瑶寨静待客来

 4 月 17 日，位于猫儿山脚下的梁家寨一家民
宿迎来了几位柳州游客入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这个以民宿和农家乐为
主要经营项目的红色瑶寨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谢绝
了一切外来游客。近日，随着疫情缓解，寨子按照防
疫要求，开始限量接待区内游客。

梁家寨是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的途经地，生态文
化旅游资源丰富。在兴安县委统战部、华江瑶族乡党
委政府等多部门统筹推动下，寨子在 2019 年完成了
升级改造，生态文化特色更加鲜明， 8 月正式开寨
后，游客纷至沓来，家家吃上旅游饭，当年收入就比
往年翻了一番。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瑶族同胞们
表示，已经按照要求做好了充分准备，等待客人到
来，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记者何平江 通讯员何立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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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浦：电力先锋化身“带货达人”
□本报记者孙敏 通讯员周俊远 谢忠敏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更好地解决荔
浦农产品销路难题，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集
团荔浦分公司的电力先锋们化身“带货达
人”，积极促销农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热血电力汉贴心促销沙糖桔

“我能有今天的收获，多亏了罗主任的
鼎力帮助。”看着三年来的辛勤劳作有了成
效，农户谢敬彰心里满是感激。 3 月 12 日
下午，荔浦分公司帮扶联系人罗修平提着两
大袋农药化肥来到了花篢镇下岭脚屯，到贫
困户谢敬彰家中走访，并送去了果树护理知
识。

自两人结成帮扶对子以来，罗修平动员
谢敬彰利用自家 2 亩农田种下 350 余株沙
糖桔，并主动提供技术帮扶、物资支持，多
渠道征集社会资助，先后向谢敬彰送去了价
值 8000 多元的农药化肥。

春节前后本是沙糖桔销售的旺季，但是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荔浦沙糖桔销售带来了一
定影响。面对第一年挂果就遇到销路难题的
谢敬彰，罗修平急农户所急，在工作之余广
泛发动身边的朋友想办法，主动联系洗果场

老板留意销路，通过微信群转发销售广
告……同时，积极查资料，帮助农户了解
沙糖桔树上保鲜的知识。

在罗修平的热心联系下，谢敬彰家中
自产的 3000 公斤沙糖桔顺利销往湖南，
获得家庭纯收入 6000 多元。

驻村女队员朋友圈“花

式”代购马蹄

“许奶奶，我朋友圈又来订单了，你
家还有马蹄吗？”农户许声连的电话那
头，一个响亮声音传来。家住花篢镇码头
屯的许声连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陈利荣的
帮助下又卖出 300 公斤马蹄。

老伴重病卧床后，今年 65 岁的许声
连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老两口的主要家
庭经济收入就是种植马蹄。

“以前两个人干活时，这些马蹄两个
月我就可以挖完，现在就我一个人做，估
计要挖到 4 月份了。”新冠肺炎疫情的
发生，罐头厂停工了，没有商贩上门来收
马蹄，马蹄的销路成了一大难题。

为了不让许声连的辛苦付诸东流，陈
利荣热心干起了马蹄“代购”：她把许奶
奶面临的家庭困境制作成小视频转发到了
朋友圈，讲述了许奶奶家马蹄滞销的实际
困难，引发了朋友圈的“哄抢”。仅 3
天时间，陈利荣就为许奶奶接到了 1000
多公斤马蹄订单，并义务承担荔浦市区包
邮的“优质服务”，为其家庭增收近
6000 元。

老党员代销特色农副产

品——— 簸箕

花篢镇花篢社区贫困户文有才有一手
编制竹制品的看家本领。随着塑料制品的
普及使用，竹制品的销路大不如前，文有
才渐渐将这项手艺封存了起来。得知这一
情况后，作为文有才的帮扶人，荔浦分公
司老党员黎小春鼓励文有才重拾旧手艺，
并主动帮助代销。黎小春向公司党委提出
申请，通过开展专项订购扶贫活动帮助文
有才销售了 30 个竹制簸箕，为其带来了
900 元的家庭纯收入。

“没想到这个年代还有这么多人购买
竹制簸箕。”订购活动给文有才带来了深
深的鼓舞。文有才下定决心重拾旧手艺，
带着儿子开始批量制作竹制品。目前，文
有才的竹制簸箕已经销往荔浦市农贸市
场，获得了日用品经销商的青睐。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南方电网广
西新电力集团荔浦分公司党委先后组织安
排 56 名党员干部与花篢镇 77 户贫困户结
成帮扶对子。 2019 年度投入扶贫资金共
计 10 万余元，先后派驻驻村扶贫工作干部
（包含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5 人，引导
贫困户种植沙糖桔、马蹄、香菇、荔浦芋
等经济作物；助力开展消费扶贫，党员带
头认购大江生态鱼、香菇、簸箕、蜂蜜等
扶贫产品。截至目前，通过电商帮助贫困
户销售农产品马蹄 1000 多公斤、香菇
100 多公斤、生态鱼 75 尾，助力贫困户家
庭增收。为挂点村屯争取基建资金 40 万
元，助力 10 余户贫困户危房改造。在农网
改造升级项目工程中，主动承担脱贫攻坚
“八有一超”通电责任，实现了户户通
电，完成了对 182 个贫困村屯开展农网改
造升级，以优质电力服务助力贫困地区的
经济发展，为扶贫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
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