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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月 通讯员蒙树梅 文/摄

　　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金结村是一个仅有 13
户人的小村。村子坐落在高山上，从镇里出发，要
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道路曲折，仅供一车通行的水
泥路一侧是岩壁、一侧是山崖，要开进村里，需要
熟练的车技。各户人家也住得分散，走进村民袁仕
胤的家，前后左右都看不到邻居。
　　虽然人口不多，这里却是龙胜镇有名的“咸菜
村”。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村里人就开始种植青
菜制作咸菜，咸菜成品曾一度热销南宁、深圳等
地。这份有着 30 多年历史的产业，如今在袁仕胤
手中传承，成为金结村的特色产业，为从业村民带
来稳定且不错的收入。
　　走进袁仕胤的家，这里被袁仕胤和他妻子打理
得井井有条，柴火劈成不同大小分类码在屋前，进
入二楼，家具整齐放置在堂屋四周，中间留出空
地，阴晾着两堆晒好的青菜，空气中能闻到阵阵咸
菜香。
　　“青菜晒好后我们会收回屋里，然后放进坛子
里撒盐发酵。一坛青菜至少要发酵 3 个月以上才
能成为合格的咸菜，储放半年以上的咸菜风味更
佳。”袁仕胤为记者介绍工序。从二楼的一扇小门
出去，就是袁仕胤的菜地，山坡上种满了青菜。袁
仕胤妻子就在水池边清洗采摘下来的青菜。她面前
架着 4根竹竿，竹竿上挂满洗好的青菜。
　　种植青菜，清洗，晾晒一天，再切碎，平铺在
开阔平整的地方，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晒至脱水，
再收回房屋放进坛子，铺一层菜叶撒一层盐，密封
放在小房间里，剩下的一切就交给时间。制作咸菜
的手艺虽然是老一辈人教授的，但袁仕胤是个爱琢
磨爱动手的人，在菜地，能看到他制作的洒水器；
在家，日常吃饭使用的石炉也是他亲手制作的；晾
晒青菜的铺垫，他也不走寻常路，平常人家选择竹
帘铺垫，袁仕胤却要用常见的遮光布，理由是经过
他反复试验，遮光布比竹帘等材质更透气轻巧，能
为咸菜成品带来更好的口感。
　　“以前吃得少，制作咸菜是为了延长菜的食用
期。一开始村民做咸菜只是自给自足，后来不断有

人来买，慢慢就往外销了。
2000 年那段时间，我们村的咸
菜就几百上千斤地往广东
卖，成为我们村名副其实的
赚钱产业。”袁仕胤告诉记
者。金结村海拔高，昼夜温
差大，秋冬季阳光充足，十
分适宜晾晒咸菜，加上一直是
用山里种的新鲜青菜人工制作，
味道特别好，这也是几十年来村里
咸菜能畅销的原因。
　　如今袁仕胤每年制作出售咸菜五六千斤，自
家种的青菜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还需向外收
购 2 万斤青菜。目前他主要的售货方式有两
种：一种是外界商人定期来收，每次收购卖出几
百斤；另一种是在龙胜县城的农贸市场零售，以
及被龙胜的酒店订购。一年下来，袁仕胤在自家
咸菜产业上能有 5 万元的纯利。
　　然而现下困扰着袁仕胤的是，虽然村子咸菜
的口碑和销量不错，自家的咸菜供不应求，但村
里咸菜产业的发展却面临新的问题：村子人口越
来越少，从事青菜种植和咸菜制作的人都年龄偏
大。袁仕胤担心，等村里老人放弃种菜，青菜供
货来源进一步缩减，咸菜的产量也会受损；咸菜
制作虽然耗时耗力，但利润不高，价格敏感，这
让他难以打开零售市场。现在村里做咸菜的人家
都和袁仕胤一样，主要从事前期种植和原材料加
工，袁仕胤渴望步入下一个阶段。
　　“我一直在想，我们村作为原产地能不能更
好地打造龙胜特产。”袁仕胤充满急迫感，他不
希望村子里延续 30 多年的产业就这么消退。明
年，他打算多方尝试：联合村民流转土地，扩大
青菜种植；申请食品安全证明，延伸咸菜加工链
条；尝试电商渠道，开拓销售市场；与龙胜当地
酒店合作，研发咸菜新品，打造咸菜品牌。
　　“金结村作为一个小村庄，能有一个做了几
十年的特色产业很不容易。我相信我们村的咸菜
在大家努力下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成为更多人的
创业选择和致富途径。”袁仕胤对记者说。对于这
份他充满感情的咸菜事业，他想要去做得更多。

□本报记者刘教清

通讯员凤艳萍 文/摄

　　“真没想到，坐在家门口可以看
‘火’。” 12 月 3 日，这是记者在
恭城瑶族自治县红岩村听到最多的一
句话。
　　说“火”，真不夸张。当日，记
者驱车刚到红岩村路口，就见立着
“货车、大车严禁驶入景区”等字样
的牌子，交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执勤，
引导车辆有序进入。
　　没想到，刚进路口不足百米，开
始堵车了，以粤、湘、贵等外地车牌
居多，路上还有身穿蓝色衣服的工作
人员在进行交通劝导：游客、车辆太
多，请大家耐心等待。
　　原本开车 5 分钟可到达红岩村
中心，结果记者花了约半小时。村中
果园里，到处是拍照的游客，村道
上、桥上也是游客在排队前行、拍
照、购买农特产品，的确是摩肩
接踵。

　　“国庆假期我和家人去湖南凤凰
古城，真是人山人海，哪晓得在家门
口也看到这种火爆旅游场景。”本地
游客李女士说。
　　的确，当日记者想在月柿树下拍
张纪念照片，都要排队约 10 分钟。
在红岩村开农家乐的朱老板告诉记
者，她几乎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看“火”，
尤其是周末，真是车水马龙。“我的
工人端菜上菜，手都磨出泡了。房间
早在一个多月前就订满了。”
　　 12 月 5 日，记者从恭城瑶族自
治县旅游服务中心获悉，红岩村旅游
高峰期每天超过万名游客。今年 1 月
至 11 月，红岩村累计接待游客达
145 万余人次，旅游经济收入超 13
亿元。
　　红岩村位于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
镇，距桂林市区约 108 公里，村庄
以种植月柿为主，是一个集山水风光
游览、田园农耕体验、住宿、餐饮、
休闲和会议商务观光等为一体的生态
特色旅游新村。
　　您去红岩村看“火”了吗？

　　本报讯（记者蒋璇 通讯员秦恬）随
着气温骤降，寒潮来袭，帮扶的困难群众
是否会受到寒潮的影响？使用的取暖设备
是否安全？家中的生活物资是否充足？这
些问题牵动着灵川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
的心。近日，该院组织党员干警进行公益
募捐，除捐赠衣物外，还用筹集的善款购
买棉袜、棉背心、棉手套等物品，根据困
难群众的实际需求将这份“暖冬爱心礼
包”送至他们家中，切实推动“我为群众

办实事 检察助力暖民心”系列帮扶活动
走向深入。
　　 11 月 24 日，该院领导班子成员分
别带队深入九屋镇四江村和潭下镇大泉村
11 户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家中，开展帮扶
慰问活动。每到一户，慰问团成员详细询
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收入情
况，并宣传讲解各类帮扶举措，切实提高
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晓度、满意度；
同时，叮嘱他们要注意冬日保暖、饮食卫

生、用火用电安全，鼓励他们树立信
心，保持乐观心态，表示作为帮扶单位
一定会全力帮助他们解决所遇困难。
　　“这件衣服很合身，我很喜欢，非
常感谢检察院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关爱，
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受帮扶的困难
群众感慨万千，表达对慰问团成员感激
之情。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慰问活
动不仅在物质上给予困难群众帮助，还

带去了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把关爱及
时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下一步，该院
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同为民办实事相结合，解决好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检
察力量。

　　本报讯 近年来，临桂区黄沙
瑶族乡以绩效为抓手，着眼于村级
集体经济收益合理分配利用，让村
民共享发展成果。
　　黄沙瑶族乡将脱贫村集体经济
发展纳入驻村工作队员、村“两
委”干部考核中，促进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该乡围岭村提取村级集体
经济公积公益金 6万元，用于村级
香菇基地扩大再生产；翻水村提取
村级集体经济公积公益金约 3 万
元，实施农副产品烘干车间水磨石
地板项目。

　　黄沙瑶族乡在扩大再生产的同
时，兼顾发展公益事业。黄沙村提
取资金 2 万元实施自然村屯巷道
硬化工程，宇海村提取资金约 2
万元维修人饮工程，滩头村提取资
金约 2 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 47
盏。与此同时，该乡各村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通过提取福利费形式，慰
问脱贫户、监测对象，举办文艺汇
演、游园活动，奖励考上大学的优
秀学生、脱贫致富能手，在全乡上
下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
氛围。   （通讯员马可宣）

　　本报讯 今年以来，恭城瑶族
自治县嘉会镇充分发挥绩效考评激
励作用，积极完成征兵动员工作。
　　嘉会镇召开征兵工作专题会
议，全面动员部署今年的征兵工
作，分片分组入户摸底，全面摸排
全乡适龄青年的数量、文化程度及
身体素质等情况，做好适龄青年登
记、筛选、归类与建档，为后续征
兵工作夯实基础。与此同时，该镇

利用“线上+线下”即微信群、宣
讲会等形式双线进行征兵宣传，营
造爱国爱党、入伍奉献的浓厚宣传
氛围。对体检合格人员及家庭进行
挨家挨户见面走访，详细讲解征兵
优惠政策。今年成功征到适龄青年
7 人，其中大学毕业生 4 人，所征
新兵综合素质显著提升。
 （记者何月 通讯员古明丽）

 ■县区短波

嘉会镇：绩效推动征兵工作显成效

黄沙瑶族乡：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共享发展成果

　　本报讯 今年以来，恭城瑶族
自治县龙虎乡强化绩效管理，认真
落实“五乱”治理，提升龙虎乡乡
村治理水平。
　　龙虎乡成立了龙虎乡生态环境
保护自查整改领导小组，制定印发
《龙虎乡开展生态环境保护自查整
改工作方案》，认真做好“两个保
护”工作，压实各块工作责任。整

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
设各村自查工作专班、整改工作专
班，开展定期巡查，对工业企业
“三废”乱排乱放、违法乱建、乱
占耕地建房等违法行为开展联合打
击，并对龙虎乡 4 个行政村进行
全面的摸排自查，目前已整改 4
户乱改乱建现象。
  （记者何月 通讯员陈忠良）

龙虎乡：落实“五乱”治理 提升治理水平

灵川县人民检察院：冬日慰问送温暖 浓浓真情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全
红飞）为切实加强鸟类等野生动物
保护，日前，恭城瑶族自治县由林
长办统筹，县林业局牵头开展
“ 2023 保护候鸟”联合行动，县
乡村三级林长联动，严厉打击乱捕
滥猎及非法交易活动，进一步加强
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今年，自治区林业厅对全区候
鸟迁徙路线及停歇地进行专项调
查，确定了 34 个县（市、区）为自治
区候鸟迁徙路线重要区域，恭城瑶
族自治县是其中之一。恭城瑶族自
治县充分发挥林长制的“指挥棒”作
用，由林长办统筹安排，恭城林业局
牵头，联合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生
态环保、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网信
办、交通局等多部门于 11 月 15 日
至 25 日开展“ 2023 保护候鸟”
联合行动。此次联合行动，该县组
织人员对全县 9 个乡镇进行全覆

盖巡查，发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册
1000 余份。
　　据悉，近年来恭城瑶族自治县
以林长制为“抓手”，不断加强鸟
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长效机制建
设，强化保护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管
理措施。该县通过全面加强野生动
植物保护管理和林草生物安全工
作，建立了《恭城瑶族自治县打击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联席会议
制度》，组织公安、林业、市场监
管等林长制相关成员单位联合开展
“ 2023 清风行动”执法活动，到
各乡镇集市、饭店、养殖场开展检
查，重点打击非法猎捕（采集）野
生动植物、非法出售野生动植物等
违法犯罪行为，共出动人员 108
人次、车辆 60 余车次。通过开展
法治宣传和野生动物保护活动，群
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和保护野生动物
的自觉性明显增强。

恭城：以林长制为抓手

做好候鸟迁徙保护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灌阳县文
市镇以绩效为抓手，围绕党建领
航、法治建设、服务群众等推动基
层治理工作取得成效。
　　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绩效“引
擎”作用，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
设。将基层党建责任落实情况、任
务完成情况、整改情况纳入绩效考
评重要内容，注重平时考核，定期
督查村党支部党建工作开展情况。
　　将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纳入绩
效考评内容，科学构筑网格化防
控体系，层层筑牢平安防线。严

格落实社区矫正监管帮教措施，
畅通纠纷处理渠道，有效维护了
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由镇党委牵头，村
“两委”干部带头，调动党员、网
格员、人大代表、广大群众齐参
与，常态化开展环境治理、创城创
卫等行动，建设民生实事项目，将
群众满意度结果与实绩考核、择优
评先等相结合，调动村级党组织服
务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形成党员带
头、群众参与的共治共享局面。

（通讯员陶秋霞）

文市镇：加强基层治理 推动共治共享

龙胜“咸菜村”把日常不起眼的咸菜做成特色产业———

小小一碟咸菜 深山人的坚守

乡乡乡村村村故故故事事事

坐在家门口看“火”

袁仕胤妻子采摘青菜

咸菜成品

晾晒青菜

  ▲ 12 月
3 日，在恭城瑶

族自治县红岩

村，来自广东、

湖南、贵州等地

的游客正在月柿

树下游玩。

　　本报讯 今年以来，恭城瑶族
自治县三江乡纪委严格做实日常监
督检查，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工程
项目监督。
　　今年三江乡纪委在辖区内共计
实施 14 个项目，涉及资金 416 万
多元。在乡党委、县纪监委指导
下，纪委部门对施工单位负责人及
业主单位干部进行清廉教育与过程

监督，保障工程质量，防止腐败行
为。同时不定期组织人员到施工现
场查看，对水泥标号、路面宽度厚
度等施工中的重要数据进行检查并
反馈，确保工程高质量进行，为三
江乡政治清廉与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贡献纪委力量。
   （记者何月 通讯员傅佶）

三江乡纪委：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项目监督

　　本报讯 今年以来，恭城瑶族
自治县三江乡以绩效为抓手，加强
“三污”治理与自建房安全排查工
作，全力提升三江乡居民生活
环境。
　　三江乡对全乡房屋进行了现场
摸排及系统录入，推进住房保障安
全动态管理机制。今年实施危房改
造 2 户，全部完工并入住。今年 1
至 10 月，完成农村建房审批 26
宗面积 3400 余平方米。与此同
时，该乡完成户厕改造 6 户、沼

气核验 200 多户，开展水源地和
河道巡查 400 余次，对全乡 53 个
人饮点进行消毒、水质检测，确保
辖区内水源达到安全标准。建成乡
级中心污水处理厂 1 座、村级集中
处理微型处理站 19 座，联合开展
农业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9 次，强
化保洁员队伍管理。通过提升硬件
设施与健全防控机制，全面提升三
江乡人居环境。
  （记者何月 通讯员梁辉）
　　

三江乡：加强治理 不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