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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唐健扬）近日，漓江风
景名胜区党工委管委会召开领导干部会
议，集中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漓江风景名胜区党
工委副书记唐修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的全国“两会”是
在党的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举世瞩目的盛
会，漓江风景名胜区党工委管委会全体
干部职工对此感到无比光荣、无比振
奋、无比自豪。汤建伟同志作为漓江保
护一线人员，有幸成为 2977 名新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之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神圣职责，肩负全委干部职
工、漓江沿岸群众和广大桂林人民的期
望和重托，也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对保
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的认可和肯
定。会议要求，全委上下要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引，把学习宣传贯彻全国两
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
治任务，当好保护漓江、保护桂林山水
“二郎神”的排头兵、尖刀队，推动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漓江样板”开好局、起好步。

漓江风景名胜区党工委管委会
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曾云） 3 月 27 日
至 4 月 1 日，第 36 期县处级领导干部
进修班奔赴福建三明，开展为期一周的
异地教学。
　　三明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圣
地。为展示三明苏区“一区三地”的重
要历史地位和在中共革命史及党史上的
重要贡献，三明市委党校刘俊老师作了
《中央苏区三明：风展红旗如画》专题
报告。　　
　　三明也是孕育生机与活力的改革沃
土。学员们聆听了三明区如何进行医

改、林改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
方面的专题讲座，参观了“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示范点”五一村、“全国美丽宜
居村庄示范村”崇际村、“沙县小吃第
一村”俞邦村等。
　　一周的异地教学内容充实，在感悟
三明苏区光荣革命传统、追寻习近平总
书记的三明足迹中，学员们纷纷表示收
获满满，今后将立足本职、扎实工作，
以“拼”的精神、“实”的干劲，推动
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中国式现代化桂
林实践贡献力量。

第 36 期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
赴福建三明开展异地教学

  本报讯（记者刘菁 通讯员俸家豪
 王泽华）近日，记者来到永福县广福
乡龙桥村，田地里挖掘机挥舞着机械
臂，一棵棵荒废的柑桔树倒下，被柑桔
树覆盖的土地逐渐显露出原本的样貌。
“我们这片地就是退柑还粮点，完成
（平整土地）以后就准备种稻谷和玉

米。”广福乡龙桥村村民凌献忠指着
正在施工的地块说。
  近年来，广福乡严守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持续推进“退柑
还粮”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据统计，
全乡共有 4000 余亩需要清理的荒废
柑桔地，目前已累计清理 2000 亩，

进行土壤改良后将全面复垦，确保能
种尽种、应种尽种。“我们龙桥村除
了积极开展土地整治及百亩示范地的
推进，还修缮了损毁的水渠，为耕地
提供用水保障。”广福乡龙桥村第一
书记盛卓说。
  目前，永福县实施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和基本农田“非粮化”治理，完
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3 万亩，筹措资
金 900 万元，用于奖励相对连片百
亩以上“退柑还粮”示范点 46 个，
总面积达 2 万余亩。

  本报讯（记者秦丽云 通讯员阳宁红 石
玲 文/摄）春耕时节，灵川县三街镇狮象村
委下支村村民们却备感轻松。原来，当地加快
推进“小田变大田”建设，村里的数百亩撂荒
田被整合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基地，
并统一进行机械化耕种和管护。而在以前，每
家每户的田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田管费时
费力。
  3 月 30 日上午，阳光正好。狮象村委下
支村的村民们集中跑到了田间地头。不过，他
们不是来春耕的，而是来看春耕的。在该村新
建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基地里，几台
旋耕机正在热火朝天地劳作着，机械助力春耕
生产跑出“加速度”。
  “那个旋耕机好厉害，开一趟下来就十几
分钟的时间，几亩田就被耕好了！”看着机械
化操作带来的高效率，村民们都称赞不已。
  “旋耕机厉害，播种机也厉害。这台播种
机每日平均播种 30 亩。”正在基地忙着操作
机械的灵川县智友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曾永忠对播种机的一番介绍，引来更多村民的
围观和点赞。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 5 台旋耕机集体作
业下，耕地、播种、覆土等春耕流程一气呵
成，一颗颗大豆、玉米种子被均匀播撒在新翻
的土地上。截至当日，基地近百亩新耕地种上
了大豆和玉米。据狮象村委下支村村民全凤明
介绍，在此之前，这块土地因柑桔黄龙病、农
村劳动力流失等原因成为撂荒田。
  曾永忠说，他们合作社将狮象村委下支村
的撂荒田流转后，通过小块并大块模式平整
化，总面积达 406 亩，建成了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基地的管护更适合大规模
的机械化作业，并以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式达
到高效轮作、绿色增收、提质增效的目的。
  “开春以来，我们有序开展春耕备耕各项
工作，鼓励农户对耕地进行流转，逐步推进农
田‘小田变大田’。同时，我们深入推进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和撂荒等问题的治理，将撂荒
耕地变成‘活’资产。”灵川县农业农村局中
心站站长阳华任说。

  “小田变大田”建设，推动了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近年来，灵川县积极推广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规模化种植。 2022 年，全县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 4500 亩，建立了 12
个 100 亩以上的示范点。 2023 年，全县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预计将增至 4900 亩，
100 亩以上示范点将达到 13 个。同时，灵川
县积极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开展机械化种植、
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提高防治效率、
效果和效益，为该县粮食生产规模化、产业
化、集约化和标准化奠定基础。
  据悉， 2022 年，灵川县荣获全国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全国农作物病虫
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百强县”。

永福广福乡：

2000 亩荒废柑桔地成“粮田”

灵川三街镇：“小田变大田” 撂荒地变“良田”

　　本报讯（记者周文琼 通讯员王亚
东）近日，七星区禁毒教育基地正式揭
牌启用，并面向社会群众免费开放。这
个具有科技感与互动体验感的“沉浸
式”禁毒教育基地，将推动七星区常态
化开展禁毒教育活动。
　　走进位于七星区漓东街道英才路英
才科技园内的禁毒教育基地，在毒品危
害互动区，不少参观者正通过 VR 禁毒
场景模拟场景“沉浸式”感受毒品危
害，利用 VR 眼镜和手柄参观基地，观

看毒品危害动画，完成销毁毒品等
操作。
　　据了解，七星区禁毒教育基地占地
面积 300 平方米，投入专项资金 150
万元。基地主要由毒情形势区、毒品危
害区、毒品预防区等六大主题分区
构成。
　　下一步，七星区将结合辖区实
际，联合各部门依托该教育基地，积
极开展各式各样的线上线下禁毒宣传
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周静红
 黄钰清）作为广西首批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县创建试点单位，近年来，临桂区
不断加强区、乡、村三级应急救援队
伍、预案、物资、基础设施和应急体系
建设，有序有力提高基层应急管理能
力，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注重实效、
动态管理”的综合减灾管理体系。
  特别是2022年，临桂区全面落实“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
要求，顶住了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的冲
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圆满收
官，全区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
受伤人数大幅下降。基层应急队伍建设和
能力不断加强，创建了一批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和地震科普示范学校。通过实施
相思江防洪排涝提升工程，对河堤隐患全
面排查整治、桥梁改造整治加固，为创建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区打下坚实基础。

临桂区全面启动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区创建工作

桂林市七星区
禁毒教育基地揭牌启用

  本报讯（通讯员莫珍玲） 3 月 29
日，副市长赵奇玲率队先后到阳朔县遇
龙河春耕备耕片区和白沙镇亿鸿农资店
调研春耕备耕工作。
  调研组仔细询问了春耕备种、农资
储备、早稻育秧及春耕备耕等情况，并
对阳朔县春耕备耕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调研组强调，要把粮食生产安全责
任提高到突出的位置，全力打好春耕备

耕“主动仗”，抓紧抓实春耕备耕各项
工作。要积极调备春耕生产所需物资，
全力搞好农资服务保障。要强化农资市
场监管，严打制售假冒伪劣违法行为，
确保各类农资储备充足、质量可靠。要
科学高效开展好春耕工作，强化农业技
术指导，及时了解并帮助农户解决生产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春耕生产顺
利进行、农业健康发展。

市领导到阳朔县
调研春耕备耕工作

  本报讯（记者秦丽云 通讯员周
俊远 文/摄）近期以来，在荔浦市广
袤乡村的田间地头，放眼远眺，人头
攒动，一片春耕春种忙碌景象：农户
们撸起袖子，大干特干，种起了荔
浦芋。
  荔浦芋产于桂林荔浦市，有上千
年的种植历史。今年 3 月下旬，记者
在荔浦市新坪镇桂东村看到，一群农
户抓紧雨后有利时机，抢种荔浦芋。
作为荔浦芋种植能手的韦兰芬，去年
流转土地种植荔浦芋 200 多亩，亩产
值稳超 2 万元。记者采访当日，她正
在对村民种植荔浦芋进行技术指导。
  连日来，在荔浦市修仁镇大榕
村，技术专家王仁生已带领村民种下
了 100 多亩的荔浦芋。
  荔浦人种荔浦芋，除了能创造经
济价值，也有“故事”。早在清朝康
熙年间，荔浦芋头就是宫廷贡品，又
成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指定专用芋
头，并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2022 年，荔浦芋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
  名气足够响亮，政府也来“助

阵”。今年 2 月 1 日，荔浦市出台
了《荔浦市 2023 年荔浦芋绿色示范

种植奖补惠民政策》，明确规定：
对于集中连片种植 10 亩（含 10

亩）以上的荔浦芋种植户，可享受
每亩 600 元奖补。
  这种“你种我奖”的措施，激
发了农户的种植热情。在传统方法
的基础上，他们加大生物有机肥的
投入，力争产量和品质“更上层
楼”。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荔
浦芋种植面积已达 5 . 5 万亩。 2022
年，荔浦市种植荔浦芋 5 . 2 万亩，
产量达 10 . 4 万吨，种植及加工销售
产值达 20 亿元。
  除了奖补政策，荔浦市还出台
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其中，对罗汉
果种植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保底订单农业带动模式，奖
补资金全部用于生产投入。对于连
片整治撂荒地达到 5 亩（含）以
上，种植优质稻、荔浦芋、荔浦马
蹄、甜（糯）玉米及其他蔬菜等一
年生作物，均按 600 元/亩标准进行
奖补。此外，水稻、玉米、大豆、
马铃薯、红薯等粮食作物连片种植
100 亩（含）以上，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连片达到 50 亩（含）以
上，都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奖补。

数万亩荔浦芋种植如火如荼，政府惠民政策护航———

“你种，我奖！”

  春耕备耕时节，为守住耕地红
线，确保粮食生产安全，桂林灵川、
永福、荔浦等地做足“土地文章”，
加快推进“小田变大田” 、“撂荒
地”变“希望田”建设，为发展现代
农业、促进规模经营打下坚实基础。

  永福县广福乡严守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红线，持续推进荒废柑桔
地“退柑还粮”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灵川县积极探索撂荒地治理新模式，
化零为整，尝试破解土地撂荒难题，
加快推进“小田变大田”建设。近日

又有三街镇狮象村委下支村的数百亩
撂荒田被整合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示范基地，并统一实行机械化耕种
和管护。

  “小田变大田”后，田块成方，沟渠
成网，更便于机械化耕作、社会化服
务、现代化管理，桂林永福、灵川、荔浦
各地的农业经营者干劲更足。

　　政策给力，农民心里才有底气。

今年 2 月 1 日，荔浦市出台了《荔浦
市 2023 年荔浦芋绿色示范种植奖补
惠民政策》，明确规定：对于集中连

片种植 10 亩（含 10 亩）以上的荔浦
芋种植户，可享受每亩 600 元奖补。

这种“你种我奖”的措施，大大激发
了农户的种植热情。

  除了奖补政策，荔浦市还出台了
一系列提质增效的激励政策，助推农
民复种增产增收。其中，对罗汉果种
植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保底订单农业带动模式，奖补资金全
部用于生产投入。对于连片整治撂荒
地达到 5 亩（含）以上，种植优质
稻、荔浦芋、荔浦马蹄、甜（糯）玉

米及其他蔬菜等一年生作物，均按 600
元/亩标准进行奖补。

  一系列给力的“政策+奖补”措
施，确保撂荒地变良田，为我市实现高
产稳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
基础。同时，我们更希望看到“灵川县
三街镇狮象村委下支村新模式”“荔浦
模式”向全市推广，使其变为一种可复
制的撂荒地治理模式，并以规范化、标
准化方式实现高效轮作、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农村发展。

希望更多“撂荒地”变“希望田”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戈
红明）近日，临桂区劳务纠纷诉源治理
工作站在临桂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正
式挂牌。这是我市乃至全广西首家劳务
纠纷一站式工作站。
  记者了解到，一站式工作站集合了
法院、检察院、人社三个部门力量，打
破了以往行政协调、法院审判与检察监
督间的壁垒，实现三方在人员、机制和
信息等方面的融合共享。从 2022 年 5
月工作站试运行到正式启用，三方联动
已成功办结劳务纠纷 140 余件，为农
民工追索劳动报酬 300 余万元。
  工作站负责人告诉记者，成立一站
式工作站是当下探索高效劳动维权的一

种新模式。随着城市开发建设进程加
快，劳务纠纷尤其是农民工、灵活就业
人员追讨劳务报酬类纠纷多发易发，亟
须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站的启用有利于
实现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司法诉裁的
无缝对接与多向联动，进而破解劳动权
益保障难题，大大提升了欠薪案件的办
理效率。同时，依托“劳动监察行政协
调挺在前面，人民法院司法确认保障在
后，检察院全程监督指导”的工作模
式，建立多元化解机制，为农民工、灵
活就业人员维权提供了更便捷、高效、
经济的权益保障，有力促进劳务领域的
共治共享共建，进一步优化了全市的营
商环境。

广西首家劳务纠纷
一站式工作站在临桂区启用

  ▲荔浦芋种植能手韦兰芬（右）在新坪镇桂东村荔浦芋田间
指导芋农管护荔浦芋。

  ▲“小田变大田”，曾经的撂荒田被平整
为大面积的种植基地。

▲机械化春耕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围观。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