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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月 通讯员陈忠良）今年以来，恭
城瑶族自治县龙虎乡以绩效为抓手，持续开展专项监督，督
促各级各部门履行政治责任，主动担当作为，不断擦亮民族
团结的生态底色。
　　龙虎乡积极强化组织领导，层层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将环境保护纳入党政重要议程，与龙虎乡经济建设工作
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按时召开班子会专题研
究，及时解决了“两个保护”工作推进中的各类问题。严格
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将环境保护各项目标任务和污染减排等
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细化和明确监管责任、村屯属地责任
和主体责任，将责任压紧压实。
　　在龙虎乡的街道、公园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宣传环保
的横幅、展板。为了培养公众环保意识，该乡围绕“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六五环境日”宣传主题，联
合驻村工作队通过挂横幅、设立宣传点、发放环保知识资
料、解答群众疑问、举行宣讲会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活动，
积极引导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环境保护观念。活动
当天，共向群众发放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环保小常识等宣传
资料 500 余份，发放印有环保宣传知识的毛巾围裙 100
条，接受群众咨询 50人次，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文旅开发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路径。龙虎乡将继续坚决落实“两个保护”工作，使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
点和展现美丽形象的发力点。

　　本报讯（通讯员兰华萍）今年以来，恭城瑶族自治县平
安镇始终围绕全县“稳农业、强工业、活商旅”的总体工作
思路，充分发挥绩效考核“助推器”作用，加大改革创新，
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全面深化平安建设，助力乡村
振兴。
　　以绩效考核激发网格化服务效能。壮大村级群防群治网
格队伍，聚合镇级干部、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禁
毒社工、“法律明白人”、辅警等多方力量入网入格，同时
注入“一村一顾问”，形成有力的网格合力，在矛盾纠纷排
查和化解、安全生产、民生服务、法治宣传等社会治理工作
中发挥积极作用。目前全镇吸纳网格员 472 人。
　　以绩效考核提升法治宣传教育成效。积极推进“八五”
普法工作，组织开展“七进”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流动宣传
车、专题讲座、有奖竞答、设立咨询台等形式，组织普法工
作队到村入户，进入校园、企业、商铺等区域场所发放宣传
单、悬挂横幅，深入群众中宣传《宪法》《民法典》等法律
法规以及宣传国家安全、禁毒、反邪教、防溺水、防电诈、
扫黑除恶等法治知识。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月 通讯员古明丽）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青年人应把握青春书写时代华章。今年，恭城
瑶族自治县嘉会镇团委坚持“绩效+党建”融合发展、共同
进步的基本原则，有序开展“党建带团建、团建服务党建”
工作，提升各级、各领域党组织和团组织履职能力和服务水
平，全力助推镇各级、各领域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实现“请党
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嘉会镇坚持将团员青年大学习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
系来凝聚共识，强化决心，提升青年团员思想水平。以绩效
考评任务形式推动镇团委和各级、各领域团组织以团员青年
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为首要，组织团员青年积极参与广西青年
圈“青年大学习”，引导团员青年参加“领头雁”培训班。
同时组建了 16 个宣讲队，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大
力传播党的声音、党的知识，引导新时代团员青年听党话跟
党走，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坚定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在心
中，凝聚青年力量。
　　今年以来，该镇常态化开展“学雷锋月”“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主题活动”“阳光助残”“青春自护”等活动
20 余次，形式多样地展现青年团员们的朝气。通过分享青
年楷模、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充
满“烟火气”“幸福感”的青春故事，激励引导广大青年与
新时代同频共振，奋力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

　　本报讯（通讯员周云 余帆）近年来，恭城瑶族自治县
恭城镇驻村工作队坚持党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绩效+督导”推动驻村干部队伍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
作落实，在全面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强
担当、展作为、建新功。
　　恭城镇建立健全驻村干部队伍考核机制，考核不再停留
在“台账考核”上，而是更加注重工作实绩，以群众口碑为
考核依据，以工作实际看付出，以成果成效评工作。
　　恭城镇驻村工作队始终坚持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上下功
夫，争当“三员”，努力做到民呼我为。针对村民居住分
散、白天干活不在家等实际，驻村工作队采用“夜访”方式
积极入户走访，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
单”。筹集资金 20 余万元，为村内更换路灯、维修主干
道、改造自来水，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积极向历史遗留、棘
手问题出手，累计处理 20 余件村民纠纷，做到小事不出
屯、难事不出村，维护好村屯的和谐稳定。

□本报记者秦丽云 通讯员邓琳 周田秀

　　全州县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主战场。红
色，是这片热土的底色。
　　近年来，全州县依托厚重的红色文化资
源、山清水秀的自然条件，深耕红色沃土，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精神转化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
力，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红色名片”越擦越亮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全州县红色资源数量居桂林市 17 个县
（市、区）第一位。近年来，全州县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用好用活红军长征
湘江战役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加强 168 处
革命遗址遗存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以全国红
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等 7 个国家级、 1
个自治区级重大项目建设为依托，成功打造
红色“先锋集群”和南一村、珠塘铺村、脚
山铺村等红色村屯 18 个；创建“红色沃
土”“红色丰碑”田园综合体 3 个，推动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提质升级，形成以
红色文化地标为主体的红色教育高地。
　　“红色旅游”成为全州县文旅发展新亮
点。刚刚过去的“双节”假期，全州红色旅

游持续升温。 10 月 1 日国庆节，红军长征
湘江战役纪念馆接待游客超 1 . 6 万人次。
据统计，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自
2019 年 9 月 12 日正式对外开放以来，累计
接待游客已超过 830 万人次，接待副部级
和少将以上重要领导 360 多名，充分发挥
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的同时，全州县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集聚效应，不断擦亮
“红色名片”，以“红色+”开拓旅游产业
发展新格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县充分
利用本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优质的生态资
源，通过“红+绿”模式，不断探索全域旅
游中的新亮点，挖掘新特色，呈现出安和龙
井、庙头大碧头、才湾天湖、大西江炎井等
“乡村游”“高山游”“康养游”“休闲
游”旅游新业态。今年 1 — 9 月，全州县
接待游客超过 478 . 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 19%。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

　　“红色名片”越擦越亮的同时，全州人
民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动力，传统产业的转型就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
　　近日，占地 430 亩、计划投资 10 亿元的
全州县铁合金循环经济产业园技改项目破土

动工。该项目为提升铁合金企业的技术创新
和研发能力，带动整个工业链条的发展，推进
桂林市资源精深加工利用、促进产业集群集
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添了无穷的生
机与动力。项目建成后，能耗限额等级可达到
一级标准，年产值可达 33 亿元，新增税收近
1 . 5 亿元。这正是全州县传统产业“脱胎换
骨”的一个缩影。
　　曾经“一家独大”的铁合金产业是全州
县传统产业之一。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必
须打好新旧动能攻坚战。为此，全州县采取
果断措施，进一步强化技术改造、科技创
新、数字赋能，推动现有铁合金企业优化现
量、扩大存量、提升质量，倒逼落后产能退
出，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如今，“脱胎换骨”的传统铝合金产业
实现了新的飞跃。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州
县铁合金企业数量约占全区总量的 15% 、
占桂林市总量的 30% ，年产能 35 万吨，
在广西乃至全国铁合金行业占有重要的
地位。

红色沃土生机勃勃

　　在全州这片红色沃土上，既可以看见
“老树发新枝”的坚韧，还可以看见新兴产
业欣欣向荣的崛起。
　　中国金槐看全州。全州是“中国金槐之

乡”，全县种植面积达 27 万亩，产量
1 . 8 万吨，产值达 10 亿元。每年夏秋之
际，家家摘金槐、户户晒金槐成了当地乡
村的一道特有风景。
　　“我在石漠化山上种植的 200 亩金
槐进入盛花期，今年的纯收入超过 120
万元。”面对采访，全州县大西江镇的金
槐种植大户蒋宗军自豪地说。同样，两河
镇鲁水村委天堂坪自然村村民廖喜中种植
的金槐也卖出了好价钱。
　　星光不误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者。
　　 2022 年，全州县经济总量首次挺进
桂林市前三、跻身全区前 20 强，这是新
时代 20 年以来全州县深耕红色沃土取得
的不平凡的成绩。在此基础上，今年全州
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好“企业吹哨，
部门报到”“有求必应”“即来即办”
“随时约办”“周末人在岗、网不断、事
能办”等工作“组合拳”，认真落实“放
管服”改革要求，在行政审批上做好“减
法”和“除法”，在优化服务上做好“乘
法”和“加法”。
　　围绕米粉业、制鞋业、装备制造、绿
色化工、食品化工、石材化工这六大产
业，全州县进一步壮大“工业树”，繁茂
“产业林”，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今年
1— 9 月，该县规上工业提质增效，完成
总产值 29 . 52 亿元。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曾治云）
“春种秧苗夏除草，秋收稻谷冬种菜。在基
地做事每天 80 元，一年做够 90 天，可以
有 7 2 0 0 元的收入，自家的事还不耽
误……”正在“富硒”示范基地做事的易春
娇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盘算着。
　　这是资源县政协委员刘宗春借力“富硒”
优势，唱响绿色生态品牌，推动富硒产业发展
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刘宗
春以瓜里乡党委推进特色党建品牌和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为契机，结合瓜里乡
实际和地域优势，从提高产业对农户增收实
效入手，积极引导农户发展富硒特色产业。
　　为了引导农户发展富硒产业，刘宗春依
托白竹村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土壤中丰富
的硒元素，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公司）

+农户+订单+农家乐”的发展模式，以带动
农户增加收入为目标，通过政府引导、市场
推动，大力发展壮大富硒稻螺鱼综合种养，
探索出了一条“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绿色发展”的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为推进瓜田垄里富硒产业提质增效，实
现更强的致富带动效果，刘宗春通过政协委
员“双联双创”活动，借力粤桂协作“东
风”，引进粤桂协作资金 98 万元，对瓜田
垄里富硒产业核心示范区 208 亩农田按高
标准农田进行提升改造，完成田埂修复
1963 立方米，建成一条长 130 余米的农业
休闲观光长廊，并在田间修建了一条长 300
余米的农业休闲观光步道，优化了机耕路、
花圃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助力富硒产业发展
提供了保障。同时，他还针对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免费为 60 户农户（含脱贫户）发放
鱼苗近 2 万尾，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建立
二维码溯源系统，网络展示富硒产业种养流
程，以奖励的方式引导脱贫户积极参与到富
硒特色产业发展中来。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
振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他还通过“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订单+农家乐”的发展模式，
引导和带动有条件的农户自主发展农家乐，
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养殖土鸡土鸭、种植有机
蔬菜，开启“尾箱经济”促进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为了让点位特色变成区位优势，他还
谋划打造了瓜里稻香生态体验休闲农业精品
路线，种植 1300 余亩连片油菜花和红花
草，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消费，以实际效
益引导和带动有条件的农户自主发展农家

乐，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参与富硒稻蔬种植
和土鸡土鸭养殖，并开发秋冬蔬菜种植，
实施“富硒稻螺鱼综合种养+秋冬菜”模
式，在实现钱粮双增收的同时，给周边群
众增加了务工收入。
　　人民政协为人民，刘宗春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作为政协委员的初心和使命。在他
的努力下，“富硒”示范区建设了农耕文
化展示中心，新增了 4 家农家乐，通过
土地流转带动农户 142 户，通过技术培
训、务工、回收农产品等方式带动白竹、
义林、瓜里、大田、水头等 5 个村 521
户（含 101 户脱贫户） 1260 余人致富增
收，户均增收 3800 元以上，用实效激发
农户在乡村振兴中自主发展的积极性，真
正将“输血”扶持变成了“造血”致富。

恭城镇：“绩效+督导”

打造过硬驻村干部队伍

嘉会镇：坚持“绩效+党建”

助推青年成长

平安镇：以绩效管理
助推平安建设

龙虎乡：以绩效为抓手
当好青山绿水“守护神”全州：深耕红色沃土 实现更大作为

资源：政协委员躬耕垄里 借力“富硒”振兴乡村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周甜）近
日，临桂区六塘镇岚岩村的村级活动中心不
时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这是农闲时的彭阿
姨正在通过广电网络数字电视进行线上 K
歌，也是在为临桂区智慧广电服务乡村振兴
“小象K歌”比赛做准备。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将希望播撒
在田野上。岚岩村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示范点，

村民可以打破“时空障碍”，让丰富的信息资源
“指尖可得”，不仅有效提高了农村群众的生活
质量，更促进了农村各方面的飞速发展。
　　“我们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老人只会
用老人机，自从给家里装了广电数字网络，
就可以随时看到老母亲和已经上小学的孩子
在家里的情况，还可以和他们对话。有了这
个先进的设备以后，我们在外面工作可以更

加放心了。”秦大哥说。一台电视、一根网
线、一个摄像头，是亲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承载的是无尽的牵挂。
　　近年来，六塘镇不断把数字乡村建设作
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充分发
挥信息技术对乡村振兴发展的驱动作用，用
数字乡村建设拓展农村群众生活的维度，有
效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乡村振兴，每个人都是主角。为了更
好地发挥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有效提升农
村治理能力，六塘镇还积极推动“互联网
+政务服务”向乡村覆盖，通过“政务数
字一体化平台”和“数字乡村平台”让村
民随时随地了解村里发展近况，进一步保
障群众的知情权，优化村民参与村务管理
的渠道。“以前我们办事都得跑去镇上，
现在网上政务服务能办理很多业务，很多
事情在村里就能解决，真是非常方便。”
截至目前，六塘辖区实现了 16 个村
（居）委数字乡村全覆盖。

六塘镇：“数字”创造美好生活

  ▲ 10 月 19 日，在恭城瑶族自治县龙虎乡龙虎村，党员干部蒋美正在“桂姐
姐”课堂上，结合清廉乡村建设，给各族同胞宣讲家庭家风和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有关
政策内容。
  近年来，“桂姐姐”宣讲队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通过山歌、快
板、三句半等喜闻乐见的方式，不断向当地群众传播清廉乡村、党建、法律和妇女儿
童权益保障等知识，同时开展多种志愿服务。  记者刘教清 通讯员陈忠良 摄

“桂姐姐”课堂暖人心

  金秋时节，临桂区的会仙湿地与金黄稻田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图为
近日在会仙湿地拍摄到的场景。

记者李忠波 通讯员吴斯辉 摄  

秋日湿地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