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区新闻 2022 年 1 月 21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陈远岸 版式 那艺田 责任校对 蒙祥吉 5

  本报讯（记者陈娟 通讯员段小光） 1
月 19 日，自治区住建厅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背街小巷环境整治秀峰区棠
梓西巷项目举行竣工仪式，仪式上秀峰区开
展了历史文化街巷挖掘保护试点项目展示暨
全国先进工作者、鲁班奖获奖项目现场学习
活动。
  走进棠梓西巷，放眼望去，整洁的道
路，粉刷一新的墙体，醒目的墙体彩绘……
美丽小巷尽收眼底。棠梓西巷东连棠梓巷，
直抵湖光路，西接榕荫路，全长约 100
米，也是 500 多户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
以往，出行难、路不平、灯不亮等烦心事，
给生活在附近的居民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和不便。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背街小巷改造成了
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桂林市是自治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系统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的 3 个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重点推进城市之一。秀峰
区委、区政府根据自治区住建厅相关要求，
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导向，在尊重
街区原有巷道格局基本不变的原则下，以改
善居民生活条件为前提，挖掘老街巷历史人
文信息，修复保护历史遗存，实现城市记忆
与文化传承结合，自觉肩负起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的历史责任，激活历史文化街巷的社会
经济活力。
  在改造过程中，秀峰区在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结
合“楼栋工作日”，邀请百梓社区老居民
代表座谈，征求居民意见，收集资料；拆
除违章建筑，修复美化墙面，清理卫生死

角，并对杂乱无章的管线和招牌进行了规
整；在出入口设置标记，街巷内修建文化
长廊，增加夜景灯饰和政策宣传栏等。同
时，依托这条小巷，打造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巷”“民族团结示范
街巷”。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棠梓西巷焕然一
新。“原先不仅路不好，连路灯都时暗时
明。”小巷的变化，居民看在眼里，乐在
心里。 77 岁的宋阿姨在这里住了 40
年，以前很少下楼的她，如今每天都会到
楼下的小巷里走走，和街坊邻居们聊
聊天。
  为充分展示城市记忆和时代变迁，小
巷还打造了统一的建筑风貌，新增的文化
墙更是这条百米窄巷子的一道美丽风景
线。“棠梓为何意？”“棠梓西巷的由
来”“工匠精神”等街巷文化，吸引了不
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品味文化墙上
的图文传达的文化内涵。如今的棠梓西
巷，步步是风景，处处有回忆，既释放了
老旧空间，又展示了城市记忆和时代变
迁。当天，榕湖小学的教师就带着学生
们，前来小巷开展学习体验活动，通过了
解棠梓西巷的“前世今生”，感受城市的
变化。
  秀峰区负责人表示，老街巷改造是一
项利民惠民的民心工程，下一步将结合老
旧小区改造，进一步发掘和呈现老街巷悠
久的历史文化，打造一批具有鲜明特色文
化标识和文化传承内涵的新型文化空间，
为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贡献秀峰智慧
和力量。

□本报记者周文琼 通讯员张书湘

　　桂林红檵木大受欢迎，一年售出 20 万
棵。近日，记者来到阳朔葡萄镇插旗山村的
苗木种植基地村了解到， 2021 年阳朔县苗
木花卉协会葡萄分会销量达到 0 . 86 亿，
2022 年产值将有望突破 1 个亿，有效带动
农民增收。

一年卖出 20 万棵

精品化种植提升竞争力

　　莫新益是朔县苗木花卉协会葡萄分会的
会长，也是阳朔最早种苗木的农民。 1999
年，莫新盖 23 岁。“那时候租农民的土地
种苗木，农民收租金只收谷子，三担谷子一
亩田，我种了 6 亩多地。”莫新益感慨时
光飞逝， 20 多年前的事他的记忆却那么清
晰，仿佛就在昨天一般。他笑着说，他见证
了阳朔苗木产业发展的轨迹。
　　莫新益告诉记者，阳朔是 2000 年从湖
南引进红檵木，主要销往云南、贵州。红檵
木主要用于公园、小区，公路的绿化。“红
檵木是在桂林发扬光大的。”莫新益说，桂
林种植红檵木有两大优势。一是桂林的水
好，使得红檵木的长势好；二是桂林种植红
檵木的技术好，能种出精品从而提升竞争
力。“从最初引进红檵木这个品种到现今，
我们对它的品种进行了改良，已经发展到了
第四代，原来是单面红色，现在是双面红
色。并且随时技术的提高，在桂林实现了一
年四季都可以种红檵木，同样大小的红檵木
别人卖 20 元，桂林产的就能买到 25
元。”言语中莫新益满是自豪。
　　近年来，葡萄镇多个村庄都在种植红檵
木，插旗山村整个村子集中种植红檵木球，
据阳朔县苗木花卉协会葡萄分会统计，
2021 年红檵木的销售额在 20 万棵，相比
上一年增加 10% 。 2021 年阳朔县苗木花
卉协会葡萄分会苗木产值达到了 0 . 86 个
亿。莫新益说，按照目前销售状况，以及在

种苗木情况，预计 2022 年产值能突破 1
个亿。

红檵木已形成产业化发展

　　记者来到插旗山村时是下雨天，漫步在
田间满目都是红檵木。莫新益说，晴天时候
田地里是另外一番景象，田间地头都是农户
在洒水、运货……“过去我们种苗木都是肩
挑背扛，修剪苗木都用大剪刀，现在可大不
同了。”他指着田边的钢轨告诉记者，这是
专门用于花卉苗木、肥料、种植泥土运输的
轨道，一个轨道能实现 30 亩地范围的苗木
运输。记者所在的示范区里有近 10 个这样
的轨道，这些都是政府为支持苗木产业发展
免费为农民安装的，这大大提高了农业技术
化水平，更为农民节省了生产成本。
　　正在修剪苗木的一名农民告诉记者，现
在他用的电动修剪刀一天能修剪的量比过去
翻了 4 倍，省了不少工。他家里 5 口人，

种了 20 亩红檵木，家里早就起了小洋房，
一年下来有 20 万元的收益，小日子过得很
是滋润。但他说这情况在村里还算不上特别
好的，现在不少农户家里还安装了智能遥控
洒水设备，他计划来年在自家也安装上。
　　据了解，当地农户种植苗木一般都在 20
到 30 亩，种得多的有些能到 50 多亩。葡萄
镇作为阳朔县桂阳十里长廊花卉苗木产业示
范区的核心区，为实现产业化的发展，近年
来，政府在园区道路、水利设施等方面都进行
了大投入，苗木产业正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除了红檵木，柚子树、乌桕树等桂林本
地苗木也越来也受欢迎。莫新益说，产业发
展得好自然会形成良性的带动作用。
　　莫新益告诉记者，柚子树开花香，长果子
好看，树形美观，近年来很多小区喜欢种柚子
树。而在阳朔的兴坪、福利、金宝等地都有种

柚子的传统，苗木种植农户变废为宝，收起
了柚子树。“大多是废弃果园的柚子树，例
如有些柚子树老了不长果了，还有些是农
民不再租地，废弃的柚子树。”他说，一棵长
势不好的柚子树结果 300 多斤利润在
300 元左右，如果是当作苗木卖，利润比卖
果品高。据他了解，整个阳朔县一年柚子树
的销量约为 3000 棵。
　　秋末初冬的桂林人的朋友圈几乎被乌
桕滩的红叶刷屏，近年来随着桂林旅游的
发展，乌桕树也火了起来。莫新益嗅到了新
的商机，他自己花了三年时间培育了2000
棵乌桕树，在桂林本地就被一抢而空，而全
国各地还有很多客商找上门来，他计划接
下来扩大种植面积。“乌桕树不仅色彩好
看，树种耐寒、耐热，冬季掉叶，四季分明是
很好的一种苗木。”他说，一直以来在苗木
产业他都是带头人，他相信经过试验后，好
的效益还将带领更多的农户种植，将苗木
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陆仕臣 唐大荣）“走在致
富大路上，紧跟党旗向太阳；帮扶干部来帮种，乡村振兴有
希望。”近日，灌阳县灌阳镇大源村黄家铺屯 72 岁村民梁
清秀用淳朴的山歌感谢前来帮抢种中药材白芨的帮扶党员
干部。
  大寒前后，正是中药材白芨的种植时节，为抢在下一波
雨雪冰冻天气到来前种下白芨，驻灌阳县灌阳镇大源村帮扶
和后援单位灌阳县税务局、县残联、桂林理工大学及镇政府
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到大源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种植白芨。
  据了解，自 2018 年以来，大源村在桂林理工大学及灌
阳县税务局、县残联等后援和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把中药材产
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利用独特的自然资源，发
挥生态环境优良、气候条件适宜等优势，建立了大源村中药
材种植基地，形成了中草药白芨、灵芝菌种植产业。目前，
全村种有白芨 200 多亩，每亩收入 3 万多元，去年种植的
30 多亩白芨，已收入 15 万多元，药材基地每年能够为村里
和农户增收 30 多万元。
  “大源村药材种植基地推行‘公司+村民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实施订单农业，与贵州、云南等中药材公司签
订回购协议，产品不愁销，良好的效益辐射带动附近行政
村、农户种植中药材，实现了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双
赢’目标。”驻村第一书记黄传伟介绍说。
  说到助农增收时， 71 岁的黄光翠老人接过话说：“虽
然我们年纪大，干点扯草、浇水、收割这些轻巧事还是可以
的，每天有 70 元的工资，还有田地‘分红’钱呢。”
  近年来，灌阳县按照“ 345 ”高质量发展路径，以三
叶青、金银花、杜仲、厚朴、七叶一枝花、白芨、灵芝、铁
皮石斛、半夏、黄精等名贵中药材开发与产业振兴带动地方
经济发展为出发点，整合现有资源，在灌阳镇、观音阁、水
车、洞井、西山等山区村发展中药材种植和建立深加工基
地，采取低价或免费提供药材苗木和技术等方式，引导农户
参与，增加农户收入，以培育优质中药材和产业振兴融合的
方式助推乡村振兴。
  “灌阳镇充分利用山区气候温差大和雨雾多的优势，把
种植三叶青、七叶一枝花、白芨、灵芝、黄精等中药材作为
特色产业来抓，促进农民增收。今天趁着晴好天气，我们组
织帮扶和后援单位部分党员干部在下一波雨雪冰冻天气到来
前到大源村抢种白芨，也为完成今年全镇种植 5000 多亩中
药材目标打响‘开头炮’。”在大源村白芨基地种植现场，
灌阳镇党委书记王龙说。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黄丽）近日，象山区二塘乡
积极响应上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精心组织，科
学安排，多措并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
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筑牢防疫屏障，封堵传播
途径。
  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二塘乡党委、
政府多次召开疫情防控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细致周密
的安排部署，同时加强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专班力量，明确
分工，细化职责，责任到人，重点做好各出入卡口、公共场
所人员管控及防疫物资储备等，筑牢疫情防线，落实落细防
控措施。二塘乡还成立专项督查组，深入辖区公共场所，与
各村支书详细了解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对村重点人员排
查、防疫物资发放、疫苗接种等记录工作进行督查。
  同时，二塘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大力加强疫情防
控宣传力度，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工作群等方式每日
推送疫情防控相关常识。线下通过入户宣传、村广播、在各
村悬挂横幅、 LED 显示屏播放等方式广泛宣传疫情防控具
体要求，切实提高村民抗疫主人翁意识。
  下一步，二塘乡将继续加大安排部署力度，始终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精准扎实做好全乡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秀峰区棠梓西巷改造整治成示范巷网红巷

灌阳镇：

大寒时节抢种中药材

阳阳朔朔葡葡萄萄镇镇红红檵檵木木精精品品化化种种植植提提升升竞竞争争力力
一年卖出 20 万棵 2022 年产值将突破 1 个亿

  本报讯（通讯员黄帅君） 1 月 19
日，叠彩街道回龙社区党委联合叠彩区
民宗局、桂林市步步高文化培训学校党
支部开展“浓浓中国味，深深民族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来自桂林市书法家协
会会员、机关党员志愿者、少数民族居
民等书法爱好者为社区居民送出 200 副
春联、 180 个“福”字，提前给居民群
众拜年。
　　活动现场，翰墨飘香、热闹非凡，
美好祝福化作一张张寓意吉祥的“福”
字和一副副平安和谐、吉祥如意的春
联。大家捧着“新鲜出炉”的“福”字
和春联，个个喜上眉梢，眉开眼笑，纷

纷表示，以送春联这种传统方式来迎新
年十分有意义。 76 岁的回族老人马从辉
一个上午已经写了并送出 50 副春联，他
说：“社区民族团结氛围很浓厚，我每
年都参加社区的迎新送福，利用自己的
特长，为居民们送上美好的祝福，是一
件非常开心的事。”回龙社区党委书记
唐文红表示，社区通过组织辖区党员志
愿者和少数民族居民来写春联送祝福，
不仅增添节日气氛、增进居民凝聚力，
还在一笔一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据悉，回龙社区已经连续四年开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

象山区二塘乡多举措

筑牢“疫情防控墙”

回龙社区开展
“浓浓中国味，深深民族情”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近日，灵川县大圩镇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志愿者开展“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 送春联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当天共送出春联 220 副、福
字 220 个。同时，为全镇党支部结对帮扶的 56 户困难群众书写了 56 副春
联，让他们感受到新春的祝福和党的关怀。  通讯员蒋思源 廖淑菊 摄

▲榕湖小学师生到小巷参观。 记者陈娟 摄

▲红檵木种植地   记者周文琼 摄

我为群众办实事
全州：开展电商直播培训

打造农民致富“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邓琳 高慧勤）连日来，全
州县在才湾镇南一村委毛竹山自然村举办多场电商直播培训
活动，以进一步加快培育和发展电商产业新动态、新摸式，
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在毛竹山村， 50 多名群众在村党群活动中心学技术、
忙“充电”。村民王德利在电商培训班里学习特别勤奋，通
过一周的培训学习，他已基本掌握了运用直播电商这一新
模式。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我们村里考察的时候，要求我们
走科技兴农的道路，我们时刻牢记着总书记的嘱托。通过这
次培训，我学到了很多电商方面的知识。我将努力把自己打
造成有文化、懂网络、会直播、能创业的优秀直播带头人，
为我们毛竹山村的葡萄产业代言，让更多的人了解毛竹山，
知道毛竹山，走进毛竹山，用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毛竹山村
的振兴做出贡献。”王德利说。
  据了解，全州县毛竹山村现有村民 46 户 156 人，全村
种植葡萄 600 多亩，实现人均年纯收入 3 万元，是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葡萄超过 3000 亩。毛
竹山村先后获得“广西绿色村屯”、桂林市“十佳魅力新农
村”等荣誉称号。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毛竹山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衔接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跑出“加速度”，全州县人社部门
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开展了这次电商直播培训活动，通过
培训，极大地提高了毛竹山村村民的综合素质。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学党史，我为群众办实事’总
体要求，继续巩固拓展电商培训成果，培养一批农村电商实
用型和创业型人才，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带头示范作用。通
过互联网，拓宽全县特色农产品销路，进一步落实‘党建+
电商+助农+旅游’发展模式，让电商成为农民致富的‘新
引擎’，助力农村经济发展，把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
实。”全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唐崇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