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张苑

 通讯员曹长青 盘云琦 段彦伊

　　黑恶势力，社会的“毒瘤”。黑恶不
除，社会难稳，民心不安，发展难为。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
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为
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霆万钧之势
扫出“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的朗朗乾坤。
　　美丽山水，平安相伴。自 2018 年以
来，桂林市扫黑除恶步履铿锵，从专项斗争
到常态化行动，始终出重拳挥利剑，一仗接
着一仗打，一年接着一年干，既依法严厉打
击黑恶违法犯罪，又久久为功强化基层建
设、法治建设、源头治理，以扫黑除恶新成
效回应群众新期待，彰显出“桂林之治”的
强大力量和平安桂林的无穷魅力。

“危难之处显身手”

——— 勇于亮剑荡涤黑恶

　　扫黑除恶，须利剑高悬。重拳出击，方
平安和谐。
　　时间回溯到 2018 年 1 月，党中央、国务
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

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按下“启动键”。
　　“扫黑除恶，民心所向；公平正义，民之
所望。这是一场国家行动，更是一项民心工
程。”桂林市认识深刻，动若风发，市委书记、
市长出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
层层传导压力，步步压实责任，扫黑风暴席
卷全市。政法部门作为主力军，坚持有黑扫
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大胆亮剑、主动出
拳。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涉黑涉恶腐败、充当“保护伞”等问题，
实现扫黑与打“伞”并举。各行业主管部门主
动担责，强化监管，防止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强力挤压黑恶势力生存空间。
　　决胜之心催生出英勇无畏，数据无言
讲述着惊心动魄。
　　公安部督办的广西第一案——— 李某等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广西首例当年立
案、侦办、起诉、判决的案件。 2018 年
12 月 27 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
处李某等 39 人有期徒刑 10 个月至无期
徒刑。同时严肃查处以刘某祥为首的“李
某案”背后的“保护伞”及腐败问题，市

中院对刘某祥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 14 年，并处罚金 100 万元。刘某祥成
为广西首个被查处的处级“保护伞”，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此案列为典型案例。
　　一支支扫黑除恶队伍使命必达，一件
件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相继侦破，一个个
横行霸道的黑恶人员纷纷落网：主犯被判
处极刑的李某勇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整案重刑适用率达 95 . 83% ；涉案金额最
大、犯罪时间跨度最长、隐蔽性最强的恶
势力——— 覃某金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被摧
毁；第一个成立民间组织、利用宗族势力
违法犯罪的黄某华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被
打掉；“矿霸”邓某祯、“路霸”蒋某云
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被打掉。
　　河清海晏，时和岁丰。 2020 年，桂
林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不破楼兰终不还”

——— 乘胜追击捷报频传

　　成就载史册，征途无穷期。“推进扫

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
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随着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完美收官，扫黑除恶进入常态化。
　　“专项斗争收官不等于扫黑除恶收
手。”桂林市保持清醒，将常态化扫黑除
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谋划推进，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对黑恶人员穷追猛打，见
黑就扫，遇恶必除，有乱即治。
　　荡涤黑恶，伸张正义；守护幸福，群
众安宁。在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中，桂林
市政法机关紧盯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有力地
铲除了危害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全的黑
恶毒瘤，保证了社会安定和谐。
　　成功贵在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桂林市
推行“七个坚持”，对扫黑除恶斗争坚持问
题导向，开展专项调研督导，及时发现并解
决问题；坚持考核评价，纳入平安桂林建设
考评体系；坚持畅通举报渠道，对线索统一
分流转办；坚持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恶违法
犯罪；坚持研究涉黑恶犯罪新动向，建立预
警反制平台，探索筛选重点、批量研判、精
准锁定“三步法”，研发电诈止付模型；坚持
开展教育文旅、金融放贷、市场流通等重点
行业专项整治；坚持遵循法律法规，确保行
动始终在法治轨道运行。（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8 月 30 日电 8 月 21
日凌晨，四川凉山州金阳县因强降雨突
发山洪，造成沿江高速 JN1 标段项目
部钢筋加工场部分人员死亡、失联。
　　获悉相关情况后，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全力搜寻失联人员，妥善做

好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国务院要派出
工作组，全面开展调查，依法严肃处理相
关责任人；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
全面排查问题，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安全
监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实情况，全

力查找、搜救失联人员，尽快查明原
因，汲取教训，并依法严肃追责。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
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到现场指导搜救工
作，四川省、凉山州组织救援力量开展
相关工作。目前，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
序进行中。

　　本报讯（记者孙敏）按照年度政党会议协商计划， 8 月 30
日，市委召开建设农业强市专题协商座谈会，向我市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介绍我市建设农业强市、在全区乡村振兴
中当好“排头兵”工作情况并听取意见和建议。
　　会议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蒋育亮主持。副市长郑平，市政
协副主席郑毅、谭建国，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参加会议。
　　我市农业发展基础雄厚，近年来，我市立足于桂林农村县域
多、农业基础好、生态环境优、农旅融合紧的实际，坚持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走出了一条具有桂林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形成了一
批在全国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特色产品，创建了一批国家级、自治区
级示范基地，打造了桂林米粉、罗汉果、木衣架等一批在全球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百亿、十亿元“拳头”产业链，形成全域“全景旅
游、全业融合、全民共享”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助推桂林农业高质
量发展提出了建议，建议提升农产品品质，抓住产业链重点，加大
品牌营销力度，完善农业产业人才管理机制等。
　　会议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始终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为桂林农业发展凝聚共识、凝聚合力；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准确把握市情，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综合运用实地调研、蹲点调研、问卷调研、个别访谈等方式，形成
有较强针对性、可操作性、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见建议，提高参政
议政的质量，为市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贡献智慧力量，助推桂林
农业发展；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知联会要多措并举，激发活力，
强化班子的表率引领，提升机关的枢纽作用，切实抓好服务管理监
督，提升履职能力，为建言献策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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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四川凉山州金阳县山洪灾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全面开展调查
加强安全监管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强作出批示

□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秦艺珈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3 家企业被评为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全市累计已有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24 家，总数位居广西各市第二位；桂林
南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医药企业的 3 款产品
被列入 2022 年广西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医药品种奖补名单（第二批）；12 家企业
的产品获第二届广西企业创新创业奖广西优
秀新产品奖，总数排全区各市第一；6 家企业
获广西工业设计奖；桂林优利特、电器科学研
究院入围 2023 年广西制造业创新中心试点
第一批培育名单，总数并列全区第一位……
一项项振奋人心的成果，绘制了桂林高技术
制造业科技创新和高速发展的壮美画卷。
　　近年来，桂林坚持创新驱动，深入实施
工业振兴战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
培育，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全
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统计，

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6 . 1%。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高新区信息产业
园内的桂林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厂
区包装生产线看到，员工紧张而忙碌，生
产秩序有条不紊，经过焊接、调试、质
检、镭雕、包装等工序后，一台台手持摄
像稳定器、按摩筋膜枪、涡轮扇等产品陆
续下线；在销售部，海外业务员正通过电
话、邮件等方式与外国客商沟通；在仓库
外，满载产品的货车正陆续驶出，货物将
运送到深圳，并从那里发往世界各地。
　　飞宇科技是一家主要从事民用无人
机、手持摄像稳定器及“运动、健康”类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 50％ 以上产品直接出口海
外，遍布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
广泛应用到无人机、机器人、姿态实时测

量、手机直播、微电影拍摄、广播级影视
作品制作、健康等领域。
　　飞宇科技总经理助理黄焕娟介绍，今
年以来，公司全面做好生产经营，持续推动
民用无人机、手持摄像稳定器、筋膜枪、涡
轮扇等主营产品的创新工作，不断提质升
级，并推出多项定制化服务，进一步拓展市
场，拉动出口增长。1 至 7 月，公司实现产
值 1 . 83 亿元，同比增长 40%；出口额近
9000 万元，同比增长 38%。
　　飞宇科技是桂林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我市高
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
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
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目前，全市
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 89 家，代
表性企业有领益智造、桂林三金、桂林南

药、优利特、华信制药等。
　　为推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 2022
年，市委、市政府印发《桂林市支持工业
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对我市具有优
势的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等行业，
给予重点支持。如在支持药品产业化方
面，对获批后年销售额达到 1000 万元
（含）的新增药品，给予一次性奖励。其
中，创新药物每个品种奖励 150 万元，改
良型新药、生物类似药每个品种奖励 60
万元；中药经典名方产品每个品种奖励 30
万元；对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化
学仿制药，每个品种奖励 30 万元。
　　在推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方
面，我市出台《桂林市电子信息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方案》，重点围绕智能终端制造
产业链，依托华为、深科技、领益智造等
企业的技术及市场优势，拓展“ 1+8+
N ”合作，着力提升本地配套率，加快打
造以智能终端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下转第二版）

  这是 8 月 25 日拍摄的
全州县东山瑶族乡三江村委三
江及东江村的稻田。
  从高空俯瞰，层层叠叠的
稻田静静安卧在大地上，黄
色、绿色和青色等颜色柔和地
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幅美丽的
田园画卷，仿佛油彩描绘一
样，一片大好“丰”景，让人
赏心悦目。
     邓琳 蒋胜元 摄

插上创新之翼 桂林高技术制造业展翅腾飞

 ■“盘点年中工作”系列报道

 □“中国之治”桂林经验巡礼系列（之三）

长治久安，山水画卷的最美底色
——— 桂林市持续深入扫黑除恶维护社会稳定综述

市委召开建设农业强市
专题协商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王双芬）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我市今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为 2626 万元，目前已
全部发放完成。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充分调
动农民积极性。制定了《 2023 年桂林市稳粮食兴产业强农业扶持
办法》，推进粮食规模化生产，同时鼓励各县（市、区）制定符合
本地的具体优惠、奖补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积极
性。截至 8 月份，全市新增种粮面积 5 万余亩，其中种植水稻 2 . 5
万余亩，玉米、红薯、大豆等各类旱粮 2 . 6 万余亩，预计可增加
粮食产量 1 .5 万吨以上。
　　与此同时，我市持续加强整治“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面
积，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通过积极
引导基本农田或粮食功能区内的失管果园、“三低”（低产、低
质、低效）果园种植粮食，让农田恢复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据农
业部门统计，全市新增种粮面积 3 .2 万亩。
　　此外，我市全力推动各县（市、区）开展撂荒耕地整治，明确
退柑还粮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及奖励政策，今年以来全市治理撂荒
地种粮面积 1 .8 万亩。

我市今年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资金全部发放完成
今年已新增粮食生产面积 5 万余亩

金秋稻田

好“丰”景

  据《广西日报》消息 8 月 29 日，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获悉，上半年，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 353 . 38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35 . 05％ 。其中，广西与 RCEP 成员国农产品进出口贸
易总额 136 . 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7 . 81％。
  我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大力推动外向型农业发展。梳理形成
“三张清单”（广西出口 RCEP 零关税优势商品清单、广西进口 RCEP
零关税优势商品清单、广西优势产业货物贸易降税商品清单），持续
指导和支持农业企业建设广西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 46 个，不断提
升广西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在国外的品牌竞争力。
  同时，大力支持培育外向型企业。广西先后在越南、柬埔寨、
老挝、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毛里塔尼亚等国家建设 9
个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在百色、凭祥、东兴、永福等地建设了 4
个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并以此为抓手促进广西农业企业抱团
“走出去”。目前，广西备案登记“走出去”农业企业达 67 家，
协议投资金额 40 亿美元。
  今年以来，我区多次组织政府和农业企业代表团赴越南、柬埔
寨、老挝、文莱等东盟国家以及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开展农业
对接活动，促成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4 个，投资总额超 28 亿元人民
币，共达成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合作项目 6 个，签约贸易额约 92 亿
元人民币。
  持续拓展农业合作新领域。我区采取“援建+运营”模式，支持农
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在国外承建中国（广西）—东盟农作物优良品种试
验站，已在老挝、越南、柬埔寨、印尼、缅甸等国家建设 5 个境外试验
站，共输出试种蔬菜、水稻等优新品种 750 多个，累计示范推广面积
超过 400 万亩，为项目所在国培训农业技术人员 1000 多人次。

广西上半年农产品进出口
贸易总额 353 . 38 亿元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