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春已至，紫荆花如期
赴约。近期，武宣七星湖中
央的孤岛“开阳星”紫荆花盛
放，成团的花朵密密匝匝，白
色、粉色、紫色相间，在阳光
里熠熠生辉。微风拂过，花
枝轻颤，处处洋溢着春的蓬
勃生机。

图为4月12日，航拍春意
盎然的七星湖。

（廖雪君 李家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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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午饭时间，在武宣县政
务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局服务窗口“伟
雁岗”前，一家企业因发展需要，急需
在当天办理持证抵押、在建工程抵押
首次登记。得知情况后，窗口工作人
员蒙伟雁耐心为企业办理业务，提供

“延时服务”。
近年来，武宣县自然资源局坚持

党建引领，深入落实抓基层党建工作
责任制与“五基三化”深化年行动，秉
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
让人民评价”的鲜明导向，大力提振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打造出一支
能打大仗、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铁
军”，在自然资源管理各项工作中取得
显著成效，为武宣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力。

强化理论武装
拓展党建品牌

该局始终将理论学习摆在首位，
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在巩固
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的同时，积极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
政治素养。

在队伍建设方面，该局持续拓展
“国土绿 自然红”党建品牌。其中，在

服务窗口设立“伟雁岗”，正是为了弘扬
目前广西唯一获评全国首届“最美不动
产登记人”蒙伟雁同志的先进事迹，激
励全体干部以榜样为引领，奋勇前行。

创新党建融合
赋能县域发展

该局充分发挥支部书记的示范引
领作用，将党建工作与自然资源业务
深度融合，全生命周期提供要素服务
保障。

在规划引领上，《武宣县国土空间
规划（2021—2035年）》于2024年3月
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并入选2024
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典型案例。武宣
县积极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强化村
庄规划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引
领作用，2024年完成编制24个行政村
村庄规划，以村庄规划报批4个产业项
目，批复4个批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农宅）200户。同时，土地征收开发方
案也在全市率先获批，为县域发展筑
牢规划根基。

在要素保障和优化审批环节，成
绩同样亮眼。2024年，该局共供应国
有建设用地68宗，面积达81.16公顷，
收取土地出让价款约1.37亿元；出让
采矿权3宗，收益约3.8亿元。盘活闲
置工业用地2宗，面积291.2亩，收储
土地约1万亩。服务全县招商引资重

大设施企业15家，设施农用地审核和
套图180宗，备案 31宗，总面积530
亩。面对新福兴和桂福菌业项目这一

“供地难题”，该局齐心协力，短时间内
完成约530亩土地供应，为武宣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主动担当作为
化解历史难题

该局以党建为引领，党员干部主
动作为，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推动
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在矿山治
理方面，2024年成功化解7宗矿山历
史遗留案件，实现全区第一批获批矿
业权出让“解冻”；完成“旱改水”欠租
欠薪欠债治理，按时发放拖欠资金
3917万元；妥善解决增减挂钩历史遗
留问题。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动产“登
记难”问题，该局制定专项工作方案，
组建党员先锋队靠前服务。经过不懈
努力，成功化解钱江美域、湖畔华庭、
湖畔雅居、阳光新城、财苑小区等小
区不动产“登记难”问题3319件，完成
量在来宾各县（市、区）中位居第一，
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近期，缘江商住中心、凯丰
世纪广场等群众高度关注的不动产登
记历史遗留问题也将得到化解。

在各类违反自然资源法律法规惩
处方面，2024年该局共处理上级下发
3195个各类图斑，解决历史遗留矿山
案件问题8宗，依法立案查处自然资
源违法案件71件，年内共收到罚没款
项约0.7亿元。

厉行勤俭节约
提升工作效能

该局始终秉持“国土绿”的使命担
当与“自然红”的精神底色，各党支部
和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
念，坚持“过紧日子”理念，厉行勤俭节
约，精打细算节约各项开支。

2024年 10月，该局组建党建先
锋模范服务队，率先在全区系统自主
开展外业举证登记。同时，借助“无
人机航拍+人工实地核查”技术，推
进耕地保护图斑举证工作，累计节约
技术服务费用约150万元；升级智慧
矿山监管平台3.0系统，以技防替代

“人海战术”，提升监管效率。据测
算，仅以二期加工企业数据为例，应
用新系统协同共治后，每年可增加大
量交易数据，预计可增加运输费700
万元。

此外，该局不断优化不动产登记
服务流程，提高登记财产便利度，完
成“交房即交证”“交地即交证”460
件，完成预购商品房、存量房预告登
记 2352 件，将不动产抵押登记银行
网点延伸至全县乡镇服务点10个、
延伸至全区78家。工作人员采取延
时、上门、预约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日
常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2024 年共
完成不动产登记17300件；累计完成
农村“房地一体”登记发证60723件，
发证率位列各县（市、区）前茅，顺利
通过区厅检查验收，是当前来宾唯一
通过的县（市、区）。

在武宣县桐岭镇和睦村，廖世欧的
故事激励着每一个人。他身患强直性
脊柱炎，身体行动不便，但始终没有向
命运低头，而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发
展养殖，用画笔为乡村增添色彩，走出
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脊梁虽弯 志气不垮

初见廖世欧，他正一瘸一拐地在
猪圈忙碌着。尽管行动艰难，但他眼
中闪烁着坚毅与热情。“我不能因为
生病就躺着等救济，生活再难，也要
咬牙向前。”质朴的话语，道出了他与
命运顽强抗争的决心。

廖世欧1989年2月出生，2007年
从广西机电技工学校影视动画专业毕
业后，一直在广东深圳从事动漫设计
工作，2009年被诊断出患有强直性脊
柱炎，生活随之陷入了黑暗。疾病逐
渐侵蚀他的身体，让他的脊柱和关节
疼痛难忍，行动愈发不便。对一个20
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沉重的打
击。然而，他的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
的劲儿，不愿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决定寻找出路，开启自己的创业路。

由于前期治病花掉了家里的所有
积蓄，还欠了不少外债，廖世欧正发愁
之时，国家的利好政策来了。2015
年，国家启动精准扶贫识别工作，廖世
欧户因病被识别为贫困户。虽然被认
定为残疾人，但他并未因此产生“等靠
要”的思想，反而自力更生，尽量不给
别人带来麻烦。在帮扶人的鼓励下，
他抓住国家利好政策，积极谋生创业，

先后发展生猪、渔业等产业。为帮助
廖世欧解决产业发展的资金困难，帮
扶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忙承包鱼塘。

2017至2018年，由于渔业养殖
技术欠缺，鱼塘在高密度饲养下出现
大量死鱼，造成极大损失，廖世欧对养
鱼逐渐失去信心，但始终不肯放弃。

“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句
话深深地刻在他脑海里。2019年，廖
世欧通过网络学习养鱼和养猪技术，
养鱼村掌握了控制放养密度、投喂青
草青菜秸杆等绿色喂养方式，实现了
成本低、风险低、肉质好、高利润，在自
产自销的情况下每亩塘效益在5000
元左右。此后，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还
让家人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弯腰干活的人，反而把‘腰包’挺
直了！”村民胡爱莲对他竖起大拇指。

墙绘增色 乡风润心

除了发展养殖产业，廖世欧还有
一个爱好，那就是画画。拥有多年影
视动画学习及制作经验的他，画功扎
实，不仅能把热门电影里的人物画得
栩栩如生，还能把村里的老人画得惟
妙惟肖。

2020年实施乡村风貌提升工程
时，和睦村想用墙绘妆点环境，却苦
于找不到画师。廖世欧得知后，主动
向村委会毛遂自荐。刚开始，村民对
他的能力表示怀疑。“他连走路都困
难，能画好墙画吗？”面对质疑，廖世
欧没有退缩。他背着画具，一步一步
走到墙边，从起稿、勾勒到上色，每一

个步骤都认真对待。身体因长时间
保持一个姿势而疼痛加剧，但他只是
稍作休息，又继续投入到绘画中。

不久，一幅“一家三口和睦相处”
的温馨画作跃然墙上，旁边是苍劲有
力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

“共产党好”四个大字。笔触或许不
完美，但饱含对党的感恩和对幸福生
活的歌颂，画面质朴纯粹，让人为之
动容。这幅墙画温暖了整个村子，村
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廖世欧的奋斗历程，是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过程中数普通人拼搏的缩影。
从被命运“折叠”的贫困户，到执笔振兴
的“乡村画家”，廖世欧以塘泥为调色
盘，将人生的苦涩酿成艺术的甘甜。在
武宣县，无数个“廖世欧”正弯腰播种、
昂首作画——他们用弯曲的脊梁托起
乡村的挺拔，让水墨丹青在青山绿水间
流淌出乡村振兴的韵律。

如今的廖世欧对自己的生活很
满意，脸上时常洋溢着笑容。在党委
政府的帮扶和自身努力下，他的养殖
规模逐渐扩大，收入也稳步增长，年
出栏生猪40头，鱼塘年产量超1500
公斤，年收入突破5万元。他将自己
的养殖经验无私地传授给村里的乡
亲，采访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人不能忘本、心不能忘恩，我不能
忘记党和乡亲们的帮助”。

党建领航 赋能发展
——武宣县强化党建引领推动自然资源工作

□ 华若涛 郭德金

塘泥作墨绘就奋斗图景
——廖世欧的“挺直”人生与乡村振兴梦

□ 向国华 温宇霞

4月11日，武宣县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会、东乡镇商会携手
爱心企业，走进东乡镇

“下莲塘乡村学堂”，开
展“让爱心传递，让希
望绽放”公益捐赠活
动，向学堂送去电脑、
桌椅、书籍等物资，以
实际行动支持乡村教
育发展，为当地儿童送
去温暖与关怀，推动

“一老一小”工作走深
走实。

此次活动为“下莲
塘乡村学堂”捐赠电脑
10台、桌椅10套以及
各类书籍100余本，这
些满含爱心的物资既改
善了学堂条件，也彰显
了社会各界对“一老一
小”的深切关怀。

当天，爱心企业武
宣县社区社会组织孵
化中心、松鼠AI武宣
服务中心一同参加捐
赠活动。爱心企业负
责人表示，此次捐赠的

电脑设备可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提供
个性化学习支持，今后企业将持续关
注乡村教育，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为乡
村学堂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助力
教育公平。

“我们希望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
为乡村儿童提供更多支持，让乡村儿
童得到更好的教育。”武宣县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黄琳说。

据介绍，“下莲塘乡村学堂”是东
乡镇创新打造、以服务“一小”为主体
的志愿服务品牌。自2024年8月开
设学堂以来，已开展16期课程，累计
服务河马村、金岗村学生500余人次，
获得当地群众一致好评。 （刘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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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明，执行正当时。3月以
来，武宣县人民法院持续开展“灯火执
行”专项行动，在晨光微亮、华灯初上之
时，精准打击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

“你好！我是武宣法院的法官，这
是我的工作证和搜查令。”再次见到法
官，被执行人陆某的妻子有些惊讶，敷
衍地回应法官后，便自顾自整理农具。
随后，执行干警在卧室里找到了逃避执
行的陆某。

前一天晚上，执行法官接到申请人
提供的线索后，立即赶往陆某的居住
地。当时只有陆某的妻子在家，她表示
丈夫外出务工不在家。执行法官在屋内
搜寻了一遍，并未看到陆某的身影。执
行法官通过走访了解到，其实陆某每天
都在家，只是每次都“恰巧”与法官擦肩
而过。为了不再“错过”陆某，第二天清
晨法官便赶往陆某家中，将睡梦中的陆
某依法拘传到法院。

经联系，陆某的债权人曾某也来到
法院。在调解室内，陆某声称自己确实

没钱还给曾某，并非逃避执行。
“你说自己没钱，但我依法查看你的

微信账单，仅2023年收入就有60多万
元，2024年也有40多万元。”面对法官
的质问，陆某开始狡辩，一会儿说是朋友
转的，一会儿说是做木材生意所得，最后
表示可以先还8000多元。

因家庭困难，曾某表示至少要还2
万元，剩下的可以分期还。“我没那么多
钱。”陆某不予理睬，拒不还款。

“根据你的微信账户显示，这几年都
有大额收入进账，你属于有能力履行而
拒不履行，现依法对你采取司法拘留15
天，并罚款5000元。”执行法官说道。

迫于拘留的威慑，陆某意识到拒不
履行还款义务的严重后果，随即联系亲
属筹集钱款，并与曾某达成和解。

自“灯火执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武宣法院共执结案件187件，其中执行
完毕案件113件，执行到位235.43万元，
查封不动产10宗，扣押车辆2辆。

（刘任健）

武宣法院精准破解“执行难”

夫妻“唱双簧”法官“回马枪”

4月15日，思灵镇平安村莲藕基地
热闹非凡，一场与干旱的赛跑正在火热
进行。

走进莲藕基地，只见一块块水田接
连成片，打田机和旋耕机在莲田间来回
穿梭、平整塘泥。藕农们身穿高筒雨靴，
手拿竹竿比划移栽密度，弯着腰将一株
株藕种分批有序埋入水田的泥层中。清
整水田、整地施肥、下苗栽植……每道工
序有条不紊、一气呵成，现场一派繁忙。

今年以来，思灵镇降水量偏少，据相
关气象数据分析，1—4月全镇降水量仅
为63.4毫米，同比减少约6成。持续干
旱给农作物耕种带来极大挑战，平安村
的莲藕种植也受到严重影响。据了解，
平安村莲藕种植面积达700多亩，已建
成莲藕种植示范带，“平安莲藕”是当地
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品牌。

面对旱情，思灵镇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迅速开展行动，安排技术人员实地指
导调度用水、检修抽水设备等，村民们也
积极投身抗旱保收工作。“今年春季天气
太旱了，对耕种影响很大，镇政府带领我
们寻找水源，现在村里24小时供水，大
家都能依次轮流抽水，清水直接灌溉到
田间地头，让我们顺利种上莲藕。”平安
村莲藕种植大户何业彩说道。

据了解，平安村此次种植的莲藕品
种主要为“新鄂莲六号”，该品种品质优
良，市场需求量大，预计亩产可达2000~
2500公斤。为进一步促进产业振兴，思
灵镇农服中心还积极申请相关项目，平
安村获得17万元资金支持，用于购置大
型洗藕机1台、更新优质藕种21吨。目
前，平安村700亩春季莲藕种植工作已
基本完成，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
基础。

（覃彩梅 黄秀妮）

思灵镇：抗旱护“莲”振兴产业

春回大地传捷报，军功闪耀映故
乡。在这个生机盎然的春天，黄茆镇接
连迎来三份沉甸甸的“三等功”喜报，来
自不同部队的黄茆子弟兵用热血与汗
水，在家乡的功勋簿上再添华章。

4月11日上午，大浪村原理勋家门
前炮仗喧天。在邻居们的热切目光
中，武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黄茆镇
武装部工作人员捧着烫金喜报和三等
功牌匾走进庭院。“感谢部队培养，这
是我们全家的光荣！”恰好休假在家的
原理勋郑重接过证书，身旁的父母眼
含热泪。作为某部训练尖兵，原理勋
在2024年度战备训练中表现优异，这
份跨越千里的荣誉，在他探亲休假的
特殊时刻更显珍贵。

相隔不远的根村梁家也迎来荣耀
时刻。当工作人员将梁钟文的三等功
喜报送达时，他的母亲激动不已，轻抚

着儿子历次受表彰的印证——2021年
“四有”优秀士兵证书、嘉奖证书以及多
次“比武”的纪念证书。“我儿子说，当兵
就要当尖兵！”梁钟文的父亲骄傲地说，
虽然孩子不在身边，但父母看到了他努
力拼搏的身影。

而在尚文村莫家，莫荣肖的三等功
喜报被端端正正地挂在客厅。莫荣肖的
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此刻也禁不住
扬起了嘴角。“高兴！以后家里来客人
了，看到都很有面子。”说罢又擦了擦牌
匾，院里新开的桃花映红了围观众人的
笑脸。

“每一份喜报都是强军路上的黄茆
印记。”该镇武装部长黄恩允介绍，今年
以来黄茆镇已有13名现役军人荣获各
项表彰荣誉。当地不仅给军属送上慰
问金，还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为军属
解决实际困难。 （杨斯然）

黄茆镇：喜报传乡梓 荣耀满故乡

禄新镇：多方联动 为田“解渴”
连日来，持续干旱天气给春耕备耕

用水带来极大挑战，部分村屯土地干
裂。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禄新镇党委政
府迅速行动，联合企业、村民共同打响抗
旱保春耕攻坚战。

春耕春灌，水利先行。在该镇濠江河
治理工程现场，政府专班督导的“百日攻
坚”成效显著，8.2公里河道清淤工程全面
告捷，护岸加固如同给河道装上“钢甲”，
蓄水能力提升30%，护卫着沿线7个行政
村的万亩良田。与之配合的大藤峡灌区
工程，覆盖上堂、复旦、瑶兰、古杭等10个
行政村40.74公里的明、暗渠道。依托政
府搭建的智慧农业平台，上堂村成方连片
的蔗田里，水肥一体化系统悄然革新传统
农事。

每天清晨，蔗管员陆如文准时打开田
头阀门，肥料和清水经农技员调试的比例
混合后，顺着黑色管道涌入蔗田。“过去

‘大水漫灌’，每亩用水30吨，旱情严重
时水都不够用。水肥一体化推广后，现
在实行‘精准滴灌’，每亩只需12吨水。”

陆如文掰着手指算起“节水账”。
在这场与旱情赛跑的攻坚战中，当地

10家养殖企业成为关键力量。禄新镇贵兴
养殖场负责人覃老板带领工人，免费为周边
农田铺设3公里支农管网，通过专用管道，
富含有机质的水肥直达农田，既缓解旱情又
改良土壤，200多户农户随之受益；武宣县
博宣公司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亮出“机井补
贴+免费管网”组合拳，为蔗农铺设“及时雨”
管道，每口井补贴蔗农3万元以内的机井
费，企业专业施工队带着滴灌管道进村入
户，让甘泉直达7500亩蔗田垄沟。

与此同时，全镇上下以“不等不靠、
主动作为”的姿态积极迎战。禄村党委
带领党员突击队，两天内清理水葫芦
150吨、疏通河道1公里；针对有水库的
村庄，全镇实行“统一调度、错峰放水”，
3座水库累计放水20万立方米。此时，
群众智慧也在抗旱战役中凝聚，地有村
能人将三轮车和塑料桶改装成移动水
车，18台“土装备”连续作业，日灌溉量可
达60亩。 （张 钰）

▲4月10日，黔江制糖志愿服务队组织30余名志愿者，到桐岭镇和律村良种基地
帮忙收割甘蔗种。大家顶着高温劳作，以实际行动为春耕生产贡献力量，为当地“甜
蜜事业”注入活力。图为志愿者在捡拾切好的甘蔗种。 （向国华 张凯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