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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唐悦 刘
霜 蒋琦莉)11 月 3 日，记者从市公安交
警支队获悉，根据公安部交管局部署，
2020 年 10 月下旬至 2021 年春运前，全
国公安交警部门将围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减量控大”工作目标，集中开展秋冬季交
通安全整治百日会战。会战期间，每周开展
全国周末夜查统一行动，酒驾醉驾问题突
出的地区还将结合本地情况进一步加大查
处力度，保持对酒驾醉驾交通违法犯罪行
为的零容忍。10 月 30 日，市公安交警统
一行动严查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共查处各
项交通违法行为 892 起，其中查处酒驾 29
起，超员 21 起，涉牌涉证 112 起，逾期未
年检 12 起，暂扣各类违法车辆 74 辆。

行动现场：多名“醉猫”

被查获

10 月 30 日 20 时 40 分许，在象山
区环城南二路，象山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将
一辆从西往东方向行驶的摩托车拦停，准
备对其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该摩托车驾
驶员神色慌张，身上还散发出一阵酒气。
民警当即对其进行酒精测试。经过呼气式
酒精测试仪检测，该摩托车驾驶员血液酒
精含量为 40mg/100ml ，达到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标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象山交警对该驾驶员作出
罚款 10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并暂扣
驾驶证 6 个月的处罚。

10 月 30 日晚上 21 时许，在荔浦市
境内国道 321 线 485 公里路段，一辆小
型面包车行驶至临近荔浦交警大队设卡
处，执勤民警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驾驶人却迟迟不愿下车。直到当执勤民警
走上前去，该驾驶人才下车。经呼气式酒
精测试仪检测，驾驶人黄某的血液酒精含
量达到了 30mg/100ml ，达到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标准。在民警的询问下，黄某
表示在吃饭时喝了两杯酒，然后抱着侥幸
心理开车上路，现在十分后悔。

最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
规定，荔浦交警对该驾驶员黄某作出罚款
10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并暂扣驾驶
证 6 个月的处罚。

持 B2 证司机实习期内酒

驾被降级

近日，灌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文
市中队民警在文市执法服务站开展夜查行
动， 21 时许，一辆小型汽车被执勤民警
拦下。民警靠近小车时，一股酒气扑鼻而

来，民警立即要求驾驶人下车进行酒精检
测。经检测，驾驶人唐某某呼气值为
60mg/100ml ，属于酒后驾驶。

经查，该驾驶人唐某在今年 6 月取
得 B2 准驾资格，实习期至 2021 年 6
月。民警对唐某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进行
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其做出罚款 1000
元，记 12 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6 个
月。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有记满 12
分记录的，注销其实习期准驾车型资格。
唐某驾驶证刚刚增驾到 B2 四个月未满，
因为这次违法，又恢复到了 C1 证。

准驾车型不符加上酒驾，

一次被扣 24 分

上周，兴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马口岭
中队在城区兴桂路朝阳大道路口夜查酒
驾，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驶入执勤卡点，
执勤交警对其进行拦截检查，一靠近驾驶
人苏某就闻到一股浓浓酒气。经检测，苏
某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执勤交警对苏某的身份信息进一步核
查时，发现其驾驶证准驾车型为 C1 ，并
未依法取得摩托车驾驶证，属于驾驶与驾
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的违
法行为。苏某因构成“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作出记
12 分、罚款 1000 元、暂扣驾驶证 6
个月的处罚；因构成“驾驶与驾驶证载
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的违法
行为，依法对其做出记 12 分、罚款
200 元的处罚。而依据《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八条的有关规
定，因苏某累积记分达到 24 分，需参
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
学习后重考科目一和科目三，考试合格
后，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
如考试不合格，须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

“进入秋冬季节，大宗货物运输量
大，货车超限超载、疲劳驾驶肇事风险
突出；非法营运、黑校车接送学生和面
包车超员问题增加；农村地区货车和三
轮车违法载人、超载易多发；同时，雨
雾冰雪等恶劣天气频发，整体交通形势
较为严峻。”市公安交警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 10 月 30 日是百日会战第一
个全国统一行动日，下一步，市交警部
门还将查处点设置在市区主干道、城市
快速路下口、国省道、高速公路、农村
地区县乡道路、山区道路及餐饮聚集地
周边等重点区域。重点查处酒驾醉驾、
超载、超员、超速、疲劳驾驶、涉牌涉
证等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谢齐珠 文/摄

10 月 25 日下午，位于荔浦市修仁镇建陵老
街的粤东会馆热闹了起来。修仁镇建陵老年协会
的 40 多名老人聚在一起，唱起了他们年轻时候
热爱的桂剧，欢度九九重阳节。

“好久没有这样热闹了。”今年已经 84 岁高
龄的李忠铭是当天登台表演桂剧年龄最大的演
员。当天他吃完午饭就从箱底拿出自己保存了 30
多年的戏服，来到粤东会馆化妆。当天他上台表演
的桂剧《红霓光》，是他 16 岁时首次登台表演的
曲目。

“以前日子苦，没有时间去唱戏，现在日
子好了，又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李忠铭
笑着说。 1951 年，年仅 15 岁的李忠铭开始在
地方组织的业余剧团学习桂剧和文场。据他介
绍，修仁镇建陵街的桂剧和广西文场流传已
久，其最兴盛时期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之
后，广西文场泰斗金紫臣大师到当时的修仁县
传授广西文场曲艺，在修仁掀起了学文场、唱
文场的高潮。

“那时候粤东会馆可以说每天是唱戏不
断。” 79 岁的练业忠是修仁夕阳红文场联社的
负责人，空余时间他跟镇上的老年朋友还经常上
台唱戏。“现在唱戏的人少了，连看戏的地方都
没有了。”说起修仁曾经辉煌的广西文场和桂剧
表演，练业忠不胜唏嘘。据他介绍，如今他们唱
戏的地方粤东会馆，原来是桂剧和广西文场演出
的主要场所，可容纳几百人看戏。由于文革时期
的破坏，目前粤东会馆只剩下大殿，正门及两侧
厢楼、耳房、天井坪、大戏台均遭破坏，加上后
来的改建，已经面目全非了。如今的粤东会馆成
了修仁建陵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老人们在此下
棋、聊天、唱戏，乐此不疲。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文化的多元化和现代文
化的渗透，桂剧和广西文场面临青黄不接、可能
失传的危险。为了抢救广西文场这一非物质文化
遗产，使其光大传承下去，荔浦加大了保护力

度。 2004 年，练业忠、何远鸿等人在建陵街成
立了“修仁文场联社”。由于修仁人文底蕴深
厚，喜欢文场的民众较多，也执着热忱，除了
“修仁文场联社”外，随后又成立有夕阳红文场
社(现称荣琴文场社)。文场社利用双休日晚上弹
唱学习，所排练的《仙境怎比我桂林》、《人在
春光享太平》、《盘花》等节目参加市、县曲艺
大赛均获较好名次。

“我们现在是自娱自乐，场面不能跟以前相比
了。”李忠铭告诉记者，文革前修仁镇会唱戏的
艺人有四五十人，看戏学戏的人很多，每逢粤东
会馆有大戏，都是一票难求，满城空巷。而如
今，夕阳红文场社唱戏的人平均年龄都已 60 多
岁，演员青黄不接，看戏的人也没有了热情。李
忠铭有意将自己唱戏的本领传给自己的 5 个儿
女，怎奈没有一个人愿意学。他直言，桂林传统
戏剧辉煌的岁月已一去不返了，自己年纪大了，
这次或许就是自己最后一次登台唱戏了。

荔浦修仁：有一帮仍然热爱桂剧的老人

灵川举办

第三届科技运动会
学生们通过有趣的“较量”探索科技创新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时梦雯 蒋潘虹 文\摄）近日，
灵川县举办第三届科技运动会，以“构建核心素养展现平台，培
育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为宗旨，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发展平台,吸
引了来自全县各级学校的 106 支代表队参加比赛。

在比赛现场，同学们各显身手，做起了水火箭、气功箭、铁丝陀
螺、抛石机攻城、纸桥承重、反冲小车、鸡蛋撞地球、落体缓降等科
学手工作品，通过鸡蛋撞地球比轻、水火箭比高、铁丝陀螺比久等方式
开展有趣的“较量”。这些比赛项目不仅考验同学们的动手动脑能力，更
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科技创新精神，让他们能够在玩中学，在
学中玩，点燃他们对科技的热爱，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心田。

据悉，该县自 2016 年举办第一届科技运动会以来，就受到了广
大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参与度极高。学生们参加各级各类科技竞赛取
得了国家级竞赛荣誉 16 个、自治区级荣誉 31 个、市级荣誉 115 个的
优异成绩，在全县形成了“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孩子们在仔细地粘合“抛石机”。

我市开展秋冬季交通安全整治百日会战
首日查处各项交通违法行为 892 起，29 人因酒驾被记 12 分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张兴福 杨金 文/摄

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临桂区黄沙瑶族乡始终坚
持以党建引领，通过“党建+”扶贫模式，引导全乡党员
干部在脱贫攻坚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大力发展产业，壮
大村集体经济，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让党旗飘扬在扶贫
攻坚一线，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日前，黄沙瑶族乡翻水村委楼前的厂棚里， 10 多名
工人在忙着制作蘑菇菌棒，一旁年轻的村支书李宣霖则忙
着清点数量。“没有村支书的带领，我们村的蘑菇产业发
展不起来。”翻水村妇女主任赵玉凤说。

翻水村是临桂区比较偏远的村子，全村山多地少，加
之交通不方便，年轻人都是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村里只剩
下些老弱病残的群体。据统计，全村 323 户 1146 人，
2015 年精准识别出贫困户 74 户 256 人，贫困发生率
23 .1% ，是自治区级“十三五”贫困村。

2017 年，在外地公司上班的“ 80 后”党员李宣霖
毅然放弃城市里的舒适生活以及年薪十余万元的工作，回
到老家翻水村挑起了村支书的重担。“作为一名党员就应
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李宣霖
说。在他的带领下，翻水村委恢复了生气，两委党员干部

积极投入到全村的产业发展中，先后成立了千家福蜜蜂专
业养殖合作社和翻水村村民合作社，大力发展土蜜蜂养
殖、竹笋加工和蘑菇种植，带动 30 多户贫困户脱贫，村
集体经济有了起色，从原来的不到 5000 元到 2019 年突
破了 10 万元。全村也将在今年底实现脱贫摘帽。

翻水村的成功案例，只是近年来该乡把党建工作与精
准扶贫相结合，积极发挥全乡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带
头作用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该乡近年来不断加强党委中
心组学习以及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断加强党风
廉政以及工作作风建设，选树了以吕美宏、刘崔树为代表
的“清廉榜样”、自治区、市优秀驻村工作队员；以村
“两委”换届为契机，及时向有志向回村任职的创业优秀
人才发出邀请，动员他们回乡创业并竞选村“两委”干
部，从群众威信高的致富带头人、青年后备干部中选拔村
“两委”后备人选，打造了一支坚强有力的村干部队伍。
同时，乡党委积极实施“能人引领”产业发展工程，引导
村干部队伍和致富带头人发展林下经济，带动了围岭村
“两委”成员赵玉兵承包 80 亩山地发展百香果种植，围
岭村委副主任何爱知成立茗仁谷生态茶园基地，宇海村委
主任万长城成立宇海村委冷水鱼养殖基地，全乡的村委干
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致富带头人，由此辐射带动了全乡贫
困户脱贫致富。

黄沙瑶族乡的党员干部不仅奋战在脱贫产业的发展
上，同时也为当地农副产品的销售“操碎了心”。黄沙瑶
族乡积极探索“党建+”模式，组成党员义务服务队担起
了爱心助农任务，广泛开展“爱心购”活动，活动得到全
乡干部职工、乡工会以及桂林桂广滑石公司、桂林毕生药
业等后盾单位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对农产品进行认
购、推广，提供送货上门服务等帮扶活动，化解了疫情造
成的农产品滞销问题。同时，黄沙瑶族乡还请来了网红对
农产品进行线上推广，让农产品的销量更上一层楼。

不仅如此，黄沙瑶族乡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还对接
了枫林超市、临桂扶贫超市，建立了黄沙瑶族乡农产品专
柜，使得黄沙特色农产品在超市中极受消费者青睐，极
大地拓展了黄沙农产品的销路。据统计，截至目前，
通过黄沙瑶族乡广大党员干部的“带货”，帮助全
乡销农副产品 5 . 5 万斤，销售金额 32 万元，有效
带动 58 户贫困户增收致富。

“下一步要牢牢把握好乡村振兴这个机遇，全
面推行好‘党建+’理念，有效发挥基层组织的堡
垒作用、农村党员的带头作用以及党员干部的帮带
作用，精心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农村新图景。”黄沙瑶族乡
党委书记杨湘桂说。

■黄沙瑶族乡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之二

黄沙瑶族乡：党旗领航助脱贫 党员带动奔小康

▲在广大年轻党员干部的
带领下，黄沙瑶族乡的特色产
业发展风生水起。图为该乡翻
水村第一书记和村支书在打包
生态蜂蜜。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阳奇成 汤林）店外摆放、乱堆物
料，是城市管理中的一大顽疾，不仅影响城市环境，也存在安全隐
患。近日，七星城管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占道经营和乱堆物料。

在行动前期，七星城管队员深入辖区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加大
日常巡查力度，对违规占道摆放物品的店家讲解相关管理要求，并下达
限期整改通知单，督促店家限期整改、规范入店经营。然而，经过反复劝
导，依然有个别商家为招揽顾客，将货架、桌子板凳、家具、不锈钢防盗
网、灯箱广告牌等物品放置在店外，挤占人行道。为此，城管进行严管重
罚，对拒不整改的暂扣其经营物品。10 月以来，共开展专项整治 11 次，
治理占道乱堆物料行为 60 余起，排查整改沿街商铺门前堆放货物问
题 16 处，暂扣占道乱堆放消毒碗筷 21 箱、置物架 15 个、不锈钢防盗
网 12 个、灯箱广告牌 29 个以及桌子板凳等占道经营物品一批。

下一步，为防止辖区占道经营和乱堆物料现象出现，七星区将
落实市容长效管理机制，采取常态化管理与专项行动相结合，重点
路段安排城管队员轮流守护，坚决遏制占道乱堆物料现象。

七星城管整治

占道乱堆物料现象

▲ 10 月 29 日上午，市育才融创实验学校开展击剑校本课程暨
学校击剑队成立仪式。活动现场，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了击剑运动的魅
力。据介绍，该校引入击剑特色项目后，有专业老师进行击剑礼仪、
基本步伐、实战技能等内容的训练，让学生们在运动中增强体魄、健
康成长。 记者陈静 摄

▲老年
协会的成员
在给李忠铭
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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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水村在村委党员干部的
带领下，发展竹笋加工产业，壮
大村集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