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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七星区环卫站按照“六无、四净”标准，
对辖区内集贸市场及临时疏导点周边开展全方位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大力提升整治效果，将创城工作推深做实。
　　在专项整治行动中，七星区环卫站完成市场周边主要道路
的清扫、保洁、清理，保障路面干净、整洁，清理大件垃圾杂
物 210 余处，清理路面小广告约 4600 张，清洗果皮箱约 450
个；督导 22 个市场公厕管理方进行管理整改，其中督促铲除
小广告 30 余处，清理蜘蛛网 20 余处，消杀 5 次，全面冲洗
公厕 10 余次，更换有误标示牌 4块。
　　下一步，七星区环卫站将着眼近期整治与长期坚持相结
合，为城区营造“整洁卫生、健康文明”的城市生活环境提供
有力保障。     （记者李思静 通讯员谢姚琳嘉）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张一帆 实习生秦艺珈）日
前，市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创业大厦
（主会场）召开。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加强宣传引导，注重科技赋能，深入细致全面排
查整治各类燃气风险隐患，建立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推动
燃气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据悉，本次会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银川
“6·21”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消除燃气安
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了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对我市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作出的批示，明确了专班各
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应急管理局
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分别结合行业实际通报了工作进展情况；荔浦
市、灵川县、临桂区等有关负责人分别对前阶段餐饮等非居民用
户排查整治工作情况作经验交流。
　　市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召集人单位市城管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 9 月至 11 月，全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进入集
中攻坚阶段，市城管委将联合各部门、县（市、区）重点对存在安
全隐患的“问题气”、“问题瓶、问题阀、问题软管、问题灶”、“问题
网管”、“问题环境”、燃气安全监管执法等五方面进行专项整治，
对燃气全链条风险隐患深挖细查、对深层次矛盾问题“大起
底”，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坚决消除风险隐患。
　　市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17 个成员单位、市燃气行
业协会、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参
会。各县（市、区）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和辖区燃气企
业通过视频在各分会场参会。

　　本报讯 近日，作为残疾人文化周的重要活动之一——— 桂
林美术馆“移动美术馆”文化惠民品牌项目走进市聋哑学校，
为孩子们带来了版画艺术作品展览、环保主题艺术公教课和无
障碍电影观影活动。
　　当天，桂林美术馆党支部还向市聋哑学校捐赠了一批艺术
书籍，并将 5 部无障碍电影版本送给学校，希望孩子们有更
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拓展艺术视野，激发创作兴趣，提
升美育素养。据了解，“奋进新征程，逐梦新时代”残疾人文
化周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文化
周系列活动将在桂林美术馆持续开展到 9月 10 日。
          （通讯员黄琼 张隽 记者孙敏）

桂林推动燃气安全治理模式
向事前预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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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美术馆”文化惠民品牌项目走进市聋哑学校

七星区开展集贸市场周边环境卫生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李思静 通讯员王世欢）近日，七星区举办
2023 年度农村党员培训班，通过集中学习，帮助辖区农村党
员进一步加深对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解，开拓农村党员
做好各项工作的思路与视野，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素质和做好
农村工作及服务群众的能力。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党委书记、管理学硕士、教育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岳峰，原广州军区综合训练基地副司令、大校，现广西壮族自
治区“五老”宣讲团成员谢志高，分别带来《擘画宏伟蓝图推
进复兴伟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党性在战火中“熔炼”》进行精彩授课。
　　培训班号召，要牢牢把握“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主题主线，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乡村振兴工作相结合，
抓实基层党建、深化乡村振兴、创新乡村治理，不断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牢牢抓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心重
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乡村振兴总要求，不断提高综合能力素质，全力促进共同富裕
和广大农民群众全面发展。要牢牢记住共产党员应发挥模范示
范作用，不但要带头干事创业，也要带头遵纪守法，在作风建
设和清廉家风传承中都要起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
群众建设美丽家园、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记者文新军） 9 月 14 日，副市长莫一格率队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人才服务、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公共就业创业及技工人才培养等工作开展
调研。
　　调研中，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了市人社局所属的市人才服
务中心、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等相关单位，对我市社会保障、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才服务
等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调研组强调，人才是第一资
源，就业是民生之本，人社部门是政治性强、政策性强、敏感
性强的重要民生部门，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要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扛稳政治
责任，切实把就业、社保、劳动关系等重要民生工作抓实抓
好，不断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推动全市人社工作再创
新局面，再上新台阶。

七星区举办
农村党员培训班

市领导率队到

市人社系统调研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戈红
明）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相关部门获悉，
2023 年桂林市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职业技
能大赛即将于 10 月 14 日在市交通技工学
校雁山大学城校区开赛。比赛不收取任何费
用，目前接受以单位组团的形式报名，报名
截至 9 月 20 日。报名地址为广西桂林市交
通技工学校雁山大学城校区教务科。
　　为充分发挥技能竞赛对高技能人才培养
的引领示范作用，助推我市产业振兴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市人社局将与市总工会一道举

办本次活动。大赛包括汽车喷漆及车身修理
两部分内容。参赛选手须年满 16 周岁且在
法定退休年龄内，并且要以单位组成代表
队。每队每个项目选派不超过 2 名选手参
赛，每人只能参加一个竞赛项目（工种）的
比赛。为公平起见，已获得“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技术能手”“广西技术能手”等
称号人员，将不得以选手身份参加竞赛。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次大
赛将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规定的
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工）以上要求实

施。各工种以实际操作技能比赛，满分
为 100 分。所有大赛试题参照全国第二
届技能大赛广西选拔赛标准，按高级工
的要求、部分按技师的要求从国家题库
中抽取，或由专家出题，适当增加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相关
内容。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记者了解到，
本次大赛也设置了一系列的奖励机制，包
括各项目（工种）前三名的选手可按规定
晋升技师（二级）职业技能等级，其他实

际操作成绩合格的选手可获得高级工（三
级）职业技能等级；各竞赛项目（工种）
前三名的选手可以获得荣誉证书、前三名
以外但排名在参赛人数 1/2 以前的选手且
成绩合格者也可获得优胜奖证书；获得各
项目（工种）第一名且实际操作成绩合格
的选手、符合申报“桂林技术能手”称号
条件的，可以进行申报；获得各项目（工
种）第一名选手的指导教练由桂林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桂林市优秀教
练”荣誉证书，等等。

我市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职业技能大赛 10 月开赛
需以单位组成代表队，报名截至 9 月 20 日

　　本报讯（记者秦丽云） 9 月 12 日上
午，2023 年桂林葡萄质量安全发展论坛在
广西特色作物研究院成功举行。此次论坛会
聚了来自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的众多专家学
者、本市葡萄主产县区水果生产部门的相关
代表和本地葡萄种植户代表等，大家以“专心
致‘质’，守护甜蜜”为主题，共同探讨、交流，
为桂林葡萄产业发展问诊把脉、建言献策。
　　桂林葡萄规模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期。独特的气候条件和水土条件，孕育
了品质优异的桂林葡萄。历经 30 多年的发
展，葡萄已成为继柑橘、月柿之后的全市第
三大水果品种。 2022 年，全市葡萄种植面
积达 24 . 27 万亩，总产量 52 . 82 万吨，总
产值 67 . 15 亿元，位居南方 18 个省、市、
区第一。桂林是广西最大的葡萄产区，也是
华南最大的葡萄产区，享有“华南吐鲁番”

之美誉。 2018 年 2 月，桂林葡萄获国家农
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在本次论坛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国
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鲜食葡萄品种改良岗位
科学家徐海英以“鲜食葡萄品种发展现状与
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发言。国家葡萄产业技
术体系栽培生理岗位科学家、中国农学会葡
萄分会常务副会长田淑芬教授就“我国鲜食
葡萄市场趋势及高温伤害预警与应对措施”
进行了发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国家葡萄
产业技术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
科学家王强研究员就“葡萄质量安全及其管
控”进行了发言。
　　此外，广西绿色食品发展站书记梁自力
以“广西地理标志农产品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进行了相关内容的分享，广西特色作物研
究院副院长刘升球对“葡萄种植相关前沿技

术及应用推广情况”进行了相关介绍，桂
林海关企业管理与核查科副科长梁瑞彤就
“桂林葡萄出口政策”进行了解读。
　　当下，葡萄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
存。如何应对？唯有注重品质，才是取胜
“王道”。据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丛
莉介绍， 2022 年 7 月以来，我市实施了
桂林葡萄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
该项目从培优区域特色品种、推动全产业
链标准化、加强质量管控和品质提升等方
面着手，总投入 379 万元，以期提高葡
萄的质量安全，推动葡萄产业提档和农民
增收。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 20 个
子项目的建设。此外，目前全市获得绿色
食品认证的葡萄企业共 10 家，总面积达
3 . 245 万亩，总产量 52133 吨，预计今
年还将新增 1 家。 2022 年，全市共开展

葡萄质量安全定量抽检 260 批次，合格
率达 98 .07% ，并对不合格葡萄样品均进
行了溯源核查，处置整改。
　　在自由谈论环节，不少参会的葡萄种植
户纷纷就目前遇到的管护难题、市场行情波
动过大等问题，向专家请教。广西农科院原
副院长、八桂学者、知名葡萄专家白先进等
4位专家，为种植户们现场答疑解惑。
　　据了解，本次论坛由桂林市农业农村
局、广西特色作物研究院主办，桂林坤鹤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论坛结束后，众多参
会的葡萄种植户纷纷表示，希望这样的论
坛每年都能定期举行，一方面助力大家了
解国内外葡萄市场动态、葡萄管护的前沿
种植技术和葡萄质量安全等，另一方面还
能面对面与专家对话、交流，促进现实中所
遇问题的解决，促进葡萄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彭谷旦）“非常荣幸能够
作为桂林蓝天救援队的一员，参与这次玉林市博白县的抗洪
抢险救灾。特别是当收到群众感谢信，让我们既受鼓舞又受
感动。” 9 月 13 日，从博白县抗洪抢险救灾回来的刘定军
告诉记者。
　　“尊敬的桂林蓝天救援队，你们好！在特大暴雨内涝汛
情来临时，你们不顾艰险，不远千里，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为受灾群众提供救援。你们的无私奉献和勇敢精神，让我们
深受感动。”当天，在得知桂林蓝天救援队赴玉林市救援队
员归来，一位在桂林打工的玉林市博白县菱角镇居民给桂林
蓝天救援队写下这样一封感谢信。
　　记者了解到，受第 11 号台风“海葵”残涡和季风影
响，玉林、北海、钦州等 3 个市 5 县(市、区)的 21 个乡镇
遭受特大暴雨，玉林市博白、陆川、福纺等多地发生洪涝、
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部分群众受困受灾，急需救援。
　　刘定军告诉记者，桂林蓝天救援队接到市应急局的指
令， 9 月 11 日晚便迅速派出他和涂松林、朱泽忠、覃海
恩、邹永岁、陈伟等 6 名队员连夜驰援，并于 9 月 12 日 8
时 40 分到达玉林市博白县菱角镇菱角村救援点，与玉林、
贺州、钦州、南宁等蓝天救援队伍共 42 名队员一起，携带
橡皮艇 12 艘，浮力马甲、抛绳包等水域救援装备，共同开
展救援工作。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分发食物和转移村民。”刘定军
说。他们救援的菱角村位于一条河边，洪水很大，村子一楼
房屋都被洪水淹了一大半甚至淹没，村民只能待在楼上。他
们 6 人分成两组，每组配有一名当地村民作向导，分乘两
艘橡皮艇，带上政府配备的物资开展救援。
　　受持续的暴雨影响，洪水很大很深。但给救援带来的
困难不止于此。由于村子周围种了很多甘蔗，而且甘蔗生
长茂盛，橡皮艇往前开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容易把甘蔗搅
进发动机造成熄火。此外，周边还有很多竹子，当晚就出
现了橡皮艇被竹子戳破的情况。因此，“来回都必须小心
翼翼的”。
　　“进村三四公里的路基本要花二三十分钟，再加上逐户
分发物资，往返一趟要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刘定军
说。由于村民都待在二楼三楼，每次分发物资都需要村民用
绳子吊着桶从楼上放下来，再把装满物资的桶拉上去。
　　让刘定军他们很感动的是，尽管村民们被洪水围困，
但大家都很乐观，对救援队员都是笑脸相迎，充满感激。
　　据统计，经过一天的连续奋战，截至 12 日晚 10 点
多， 13 个多小时里他们共参与转移被困群众 300 多户，为
受困群众运送救援物资水、面包等食物 600 多份。
　　当晚 11 点，随着洪水逐渐消退，他们又连夜收拾装
备，马不停蹄地赶回桂林，顺利完成了救援工作。

群贤会聚 为桂林葡萄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2023 年桂林葡萄质量安全发展论坛成功举行

桂林蓝天救援队驰援博白县抗洪救灾
连续奋战 13 个小时 参与转移群众 300 多户

　　本报讯（通讯员潘凌燕）近日，自治区
科协发布荣获“ 2023-2027 年度第二批科
普教育基地”名单，我市广西师范大学兴华
科学探究乐园、广西桂林花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广西桂林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等 11 家单位入选。
　　据了解，此次评选旨在贯彻落实《关于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

见》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 2021-2035 年）》，推进《桂林市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规划实施方案（ 202 1 -
2025 ）》落实，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
及各类科普基地积极投入参与、支持科普宣
传工作，并对提升社会化科普工作能力产生
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科普教育基地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具

有科普教育和科普宣传功能的示范性场
所。近年来，市科协一直致力于推进各级
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的发展，通过官网宣
传、工作平台推广和业务交流等途径，与
各相关科普教育基地建立良好的合作交流
关系，同时积极支持配合各类具备条件的
场馆开展科普宣讲、科普研学、科普技术
人员交流培训等多元化科普活动。结合各

类科普场馆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指导和
部署场馆的功能建设，有效提升场馆公共
科普的宣传能力和服务能力。
　　市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推
动市级科普教育基地的发展，定期在每年
9 月积极组织开展市级科普教育基地申报
认定工作，为向全国、全区组织推荐优秀
科普教育基地做好充分准备。

我市 11 家单位入选自治区科协“2023-2027 年度第二批科普教育基地”

  队员给楼
上躲避洪水的村
民 发 放 救 援
物资。
（桂林蓝天救援
队供图）

  队员用冲
锋 舟 运 送 救 援
物资。
（桂林蓝天救援
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