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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税务：

“税月同行”春风暖
民族同心润壮乡

□ 庞丽萍

铜鼓声里传税法，山歌调中话春风。4月10日，
市城区政和步行街化身民族团结与税收普法的交融
舞台，由自治区司法厅主办，来宾市司法局、来宾市
税务局等多部门共同承办的“广西三月三·法治在八
桂”——2025年来宾市民族法治宣传活动暨“中华
民族一家亲·守法普法心连心”集中宣传活动拉开帷
幕，通过“线上+线下”立体化普法模式，在桂中大地
绘就了一幅民族地区税收治理现代化创新实践的生
动图景。

立体普法：民族特色“解码”政策难点

当天下午3时，“税月同行 共话民族情”主题
民族法治宣传集市一经亮相，便成为群众关注的
焦点。创业加油站、民生服务台、风险防范区等

“石榴籽税法服务站”沿街铺开，构筑起移动普法
矩阵。

“扫码进入电子税务局，发票申领、社保登记都
能‘套餐式’办理。”在创业加油站，税务工作人员用
壮、汉“双语”为少数民族青年讲解办理方式。针对
外向型企业需求，税务干部现场推介“税路通·八桂
行”跨境税收服务品牌，为跨境贸易企业解析税收协
定优惠、境外投资风险防范等政策要点。手持“政策
明白卡”的税宣员，耐心指导壮族阿婆通过手机代缴
医保，科技赋能跨越“数字鸿沟”的创新实践，获得现
场群众频频点赞。

这种“精准滴灌”式的服务延伸至多个民生场
景。在风险防范专区，税务人员结合烧烤店店主的
经营实际，用方言解析虚假申报典型案例；在民生服
务台前，壮、汉“双语”税宣员正手把手指导纳税人用
手机填报个税专项扣除资料。除此之外，针对群众
关切的契税新政、纳税信用融资渠道、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扫黑除恶”及国防教育等热点问题，由业务骨
干“一对一”流动答疑。

据统计，活动现场累计解决涉税费问题50余个，
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实现政策解读“零距离”。

文化浸润：艺术赋能让税法入心

当暮色浸染街巷，税收宣传的“第二现场”在
舞台灯光中渐次展开。晚上8时，清脆的快板声
划破夜空，节目《税韵铿锵 税惠民生》将政策要点
谱成韵律：“竹板一打震天响，壮乡税月谱新章；铜
鼓声声传税法，山歌绕梁过壮乡！”税务干部与少
数民族群众同台演绎，将税收政策转化为可感可
知的文化符号。

在最具人气的“税费知识有奖问答”环节，主持
人抛出的问题点燃全场热情。“在2025年6月30日
前缴纳广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
准为多少元？”壮族大姐抢答赢得满堂彩，一位黑衣
小伙子还准确答出2024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
汇算办理的时间段。这种沉浸式普法模式，让政策
要点随着欢笑声深植人心。

此外，古筝演奏、大合唱《扛起税务的荣光》、绣
球舞、普法山歌等节目轮番登场，舞台大屏还同步滚
动播放政策宣传片，实现艺术观赏与知识获取的“双
重效应”。

“云端”助力：构建全域普法新生态

当线下活动如火如荼时，“云端税宣”同样掀起
热潮。通过“广西反邪”视频号开启的“云直播”，让
未能到场的网友实时参与其中。直播镜头穿梭于各
个展区，税务主播在线同步解说，整场活动从下午持
续至夜间，构建起“全天候、不打烊”的普法新阵地。

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从政策宣介到文化浸
润，当铜鼓的浑厚与税宣的快板共鸣，当山歌的悠
扬与政策的解读交响……税收普法的种子在民族
文化的沃土生根发芽。

“我们要让政策春风吹遍每个村寨。”来宾市税
务局有关工作人员表示，今后将持续深化传统与现
代交织、科技与文化融合的税收普法实践，打造群
众“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的普法模式。

市公安局开展诚信文化宣传活动

树立诚信新风尚
争做文明守信人
晚刊来宾讯“李阿姨，您看这个案例，就是因为

轻信了刷单返利的谎言，这位居民差点损失了全部
积蓄。”在兴宾区河西街道瑞民社区，民警小覃拿着
最新的反诈宣传单以案说法，向社区居民讲解反诈
知识。

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增强全民诚信意识，
近日，来宾公安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开展诚信文化
宣传活动，营造守信守法的良好氛围。

“诚信是相互的，咱们既要守法履约，也要学会
用法律保护自己。”活动中，民辅警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和特点，深入社区、学校、企业等场所，通过以案说
法、发放传单、互动交流等方式，向群众宣传诚信的
重要性，普及国家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知识。同时，民辅警还结合真实案例，
深入剖析冒用身份信息、虚假交易、合同违约等失信
行为的法律后果，通过失信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等典
型案例，让群众直观感受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
信用惩戒威力。

从“要我诚信”到“我要诚信”，从单向宣传到共
建共享，来宾公安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诚信基
因融入城市“血脉”，营造了讲诚信、重诚信、守诚信
的社会氛围。 （陈子文）

晚刊讯（记者 韦海臣 通讯员 覃国际 文/图）
4月14日，市中心血站携手来宾市红十字“三献”
志愿服务队走进兴宾区良塘镇集市，开展“学雷
锋 做志愿 服务改革建新功”无偿献血宣传活
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穿梭在集市的人潮中，
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讲解无偿献血
的知识、意义以及注意事项，用实际行动践行雷
锋精神。

“大家别小看这一袋血液，关键时刻可以救人
命！”活动现场，志愿者用桂柳话与赶集的乡亲们
亲切交流，事无巨细地科普血液在医疗救治中的

关键作用、献血对身体健康的积极影响、献血前后
的饮食和作息注意事项。同时，志愿者还分享了
许多献血救人的真实故事，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
大家深刻感受到无偿献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志愿者的宣传动员下，良塘镇许多居民纷
纷响应号召，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居民黄忠
毫不犹豫地伸出手臂，献出400毫升血液；第一
次献血的兰正荣略显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覃
宪猛则是献血队伍中的“老将”，累计献血 8
次，他说：“献血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每
当想到自己的血液能为他人带去生的希望，我就
觉得一切都值得。”

据统计，当天共有25名群众成功献血，献血
量累计8900毫升。市红十字“三献”志愿服务队
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组织更多类似的活动，让爱心
和奉献精神接续传递，为保障我市临床用血继续
贡献力量。

市中心血站携手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凝聚小镇大爱 诠释雷锋精神

▲居民踊跃参与无偿献血居民踊跃参与无偿献血。。

晚刊讯（记者 莫 岑 通讯员 莫雪郁
黄巧巧 文/图） 4月8日，忻城县安东乡
特色农产品产业示范基地项目（一期）一
派繁忙景象，工人正熟练操作全自动水稻
育秧流水线，机械的轰鸣声与春日的暖阳
交织，奏响了一曲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春日
乐章。

作为忻城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之一，
2023年，安东乡通过“旱改水”工程，将
550亩零散耕地整合为连片水田，并配套
建设智能灌溉系统。2024年，该乡特色
农产品产业示范基地试种红米、黑米等特
色品种，亩产值突破1500元，带动周边5
个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8万元。同时，采
用“早稻+再生稻”种植模式，实现亩均增
产 150 公斤，带动 40 余名村民大幅增
收。目前，该基地已配套建设烘干厂和包
装车间，正努力打造“安东五色米”区域公
共品牌。

面对开春以来持续干旱的现状，安东
乡积极应对，在基地新建育秧工厂，运用
科技手段将秧苗成活率提升至98%以
上，且较传统育秧节水60%。技术员陆
泓邑告诉记者，今年基地计划通过机械育
秧680亩，并全部采用机械插秧。“针对当
前的天气情况，基地也做好了两手准备。
如果不下雨，河水不能满足灌溉需要，我

们会抽水插秧，确保不误农时。”陆泓邑介
绍，前段时间基地已经开始育秧工作，目
前秧苗长势良好，“部分秧苗已经长至四
五厘米高，再等5天左右即可插秧。”

据悉，安东乡7000亩早稻育秧进度

已达95%，预计5月初完成全乡水稻种植
工作。下一步，该乡将继续加大农业科技
创新力度，推广机械化育秧技术，进一步
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促进
农民增收。

象州县纪委监委：

精准靶向监督
护航春耕备耕
晚刊象州讯 春耕备耕是确保全年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关键。连日来，在象州
县马坪镇新庆村委，田间地头机声隆隆，多台耕
犁机来回穿梭，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图”映入
眼帘。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入春
以来，象州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定位，把监督

“探头”延伸到田间地头，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履
职尽责，切实保障春耕生产。

“镇里不仅组织干部群众清理水利沟渠，保
障春耕生产用水，还派专业的技术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今年的收成有保障了。”
新庆村村民一边调制育秧用的水肥，一边高兴
地向前来走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人员介绍春耕
春种情况。

此前，象州县纪委监委督查组深入新庆村委
了解春耕生产情况时，不少群众反映由于近年气
候变化多端，部分农田缺水灌溉、肥力不足，村民
担心粮食产量会受影响，希望督查组协调专业人
员提供技术指导，提高产量、增加收成。

了解到群众的需求后，督查组迅速将相关
问题反馈给马坪镇农服中心，并督促他们积极
回应群众诉求，为春耕生产提供技术服务保
障。该中心立刻统筹安排，与村委干部组织动
员各村群众开展“清渠保春耕”行动，清理疏通
水利沟渠14条。同时，安排农业技术专员联合
第三方实施公司，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
面对面向群众讲解施肥改良技术、作业流程与
注意事项。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开展技术培训
1800人次，为早稻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春耕备耕必须打好
耕地守护“主动仗”。象州县纪检监察机关深化
运用“室组地+”机制，压紧压实相关职能部门
责任，把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作为监督
重点，强化与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等
职能部门的沟通对接，对近年来乱占耕地建房
问题进行大起底大排查，持续跟踪督促问题整
改，并对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情况进
行严肃处理，通过精准“靶向”监督，全力护航春耕
备耕。目前，该县纪委监委已运用“第一种形态”
处理17人，党纪政务处分4人。 （吕 钰）

来宾市老科协：

“银发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晚刊来宾讯 近年来，我市各级老科学技术

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老科协”）以示范基地和
科普工作为抓手，组织“银发科技”力量，全方位
助力乡村振兴，取得了良好效果。

据了解，这支“银发科技”力量在2022至
2023年建设的基础上，聚焦新品种、新技术、新
工艺规范技术标准，推动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
武宣县桐岭镇祥龙村2个科普示范基地向产业
化发展。此外，来宾市老科协与梧州市老科协
共同引进梧州市超辰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超尘含
硅水溶肥项目，对来宾东糖凤凰有限公司甘蔗
种植基地的70亩甘蔗开展技术试验，试验甘蔗
每亩增糖153.5公斤，实现甘蔗产量、农户收入、
制糖企业“三增收”；兴宾区老科协建设了100
亩沃柑间套种大白菜基地、1400亩甘蔗良种繁
育基地；象州县老科协助力新大陆田园综合体
高密度渔业养殖项目实施；金秀瑶族自治县老
科协积极对接桐木镇白香果和柠檬果生产基
地，传授种植及管理技术；忻城县老科协对当地
桑蚕产业园、安东茶叶生产基地进行技术指导；
武宣县老科协引进水稻新品种二塘示范基地种
植，试验初见成效。

我市“银发科技”力量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
中心工作，选择带有方向性、前瞻性的热点问题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针对农村生产劳
动力缺乏的情况，来宾市老科协农机、农业小组
提出“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建议，获有关部门
采纳，助推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在相关县
（市、区）试点推广；兴宾区老科协针对农村大量
冬闲田没有开发利用的问题，提出“利用冬闲田
种植马铃薯”的建议，得到政府及有关部门采
纳。同时，全市各级老科协积极组织老科技工作
者深入校园、乡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各类
科普活动，既提高了全民科技素质，也促进了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 （王天若 韦琴香）

晚刊象州讯 春耕时节，万象更新，处
处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与希望。4月11日，
笔者来到象州县妙皇乡大梭村罗汉果种植
基地，一幅热火朝天的劳作画面映入眼
帘。在整齐排列的果架下，20多位来自不
同民族的村民分工协作，有的挥锄挖坑、有
的播撒种苗、有的浇水灌溉，抢抓农时种植
罗汉果苗。

“春天种下一蔸苗，妹种罗汉乐淘淘，希
望秋天结硕果，亩产万个收入高。”一位壮族
村民在种植罗汉果苗时，随口唱起悠扬的山

歌，歌声里流淌着对秋日丰收的美好期盼。
据介绍，大梭村于2023年走上罗汉

果规模化种植之路，凭借“短平快”的产业
优势，逐步打响“一村一品”特色品牌。今
年，象州县总工会积极作为，联合农业农
村部门，创新采用“企业+合作社+农户”
模式，推动村集体经济入股罗汉果产业，
为产业发展注入资金活力。同时，积极协
助设计特色包装，并与桂林等地加工企业
签订订单，为产品销售保驾护航，彻底打
消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我们整合土地资源，今年计划种植
150多亩罗汉果，这两天就能完成种植，
预计9月中旬可以采收，亩产约1万个
果，按当前市场价估算，将为村集体经济
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大梭水果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覃东耀一边指导村民种植一
边介绍说，基地日常聘请附近10名村民
长期务工，农忙时务工人数多达四五十
人，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

罗汉果素有“神仙果”的美誉，药用价
值与食用价值兼备，既是中药材，也是制
作凉茶饮品和调味的优质原料，深受市场
青睐。近年来，罗汉果产业已成为大梭村
的“致富密码”，也是象州县“药食同源”康
养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村委通过党建引领、发挥致富能人作
用，因地制宜种植罗汉果，打造‘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品牌，让大梭村的罗汉果产业形
成特色化、品牌化，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大梭
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龙周说。

象州县总工会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
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整合政策、技术、市
场等多方资源，推动罗汉果产业朝着标准
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小小的“绿果子”
成为开启村民幸福生活的“金钥匙”，助力
村民增收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吴永才 黄隆天 黄舒婷 文/图）

妙皇乡大梭村：种下罗汉果 开启致富门

村民正在种植罗汉果种苗村民正在种植罗汉果种苗。。

晚刊讯（记者 莫 岑 通讯员 唐 展）
这边水渠清淤，那厢耙田插秧……4月9
日至11日，记者在忻城县思练镇看到，当
地群众正忙着种植水稻或清淤耕耙，全力
保障春耕生产。

4月9日，在思练镇龙东村排达屯，村
“两委”干部与村民挥锹铲泥、清运杂草，
一条条淤塞的灌溉渠在欢声笑语中逐渐
畅通。这是龙东村开展“保春耕、护粮安”
志愿活动的生动剪影。连日来，当地干部
群众合力疏通农田“毛细血管”，为春耕生
产注入汩汩活水。

“这条主干渠承担着龙东村下游种植
产业的灌溉任务，去年暴雨冲来的泥沙把
渠底抬高了不少，而且底部堆积着许多杂
草与垃圾，不利于农田灌溉。”正在清淤的

龙东村党总支部副书记韦兰胜抹了把额
头上的汗，脚下的胶靴已沾满泥浆。随着
他手中的铁锹起落，板结的泥块应声碎
裂，露出渠道原有的水泥衬砌。

不远处，村民们将清理出的淤泥、杂
草转运到渠道附近的堆放点，随后进行集
中清运。“党员干部带头上，我们老百姓更
不能落后！”村民玉德明一边说，一边将装
满淤泥的推车推到转运点。

村干部的务实作风感染了群众，水渠
附近的村民纷纷自带工具，加入疏通水渠

的队伍，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干群合力“疏
经络、通血脉”的火热场景。期间，大家还
对两处坍塌区域及多处堵塞重点区域进
行了集中清理，累计清理水渠约4公里，
确保水渠畅通无阻。

唯有清澈的渠水欢快奔涌，方能浸润
等待播种的田野。龙东村委副主任玉元
红表示：“疏通的是水渠，连通的是民心。
我们将建立‘渠畅通’长效管护机制，统筹
推进水利维护与高标准农田改造、生态治
理，让每寸土地都喝饱增产水。”

思练镇龙东村：干群携手疏通农田“毛细血管”

忻城县安东乡：

科技育秧奏响春耕“奋进曲”

▲工人忙着育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