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覃茜昀 叶芳千 文/图）4月26
日上午，“巾帼石榴籽一家亲 全家一起来运动”亲子
体育运动活动在市体育馆开幕，来自全市各民族共
210组家庭欢聚一堂，感受体育竞技、文化体验与家
庭教育的深度融合，生动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
团结画卷。

当天，活动开幕式在民族服装展中拉开帷幕，身
着多彩民族服装的亲子家庭在互动中自信展示了本
民族特色文化。随后，声韵铿锵的普通话朗诵、民族
韵味浓郁的亲子热身操等节目轮番登场，迅速点燃
现场气氛，来宾市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文化图景在歌
舞中展现得更为具象。活动还设置了民族文化展示
区、家风文化展示区及非遗体验区，壮锦、瑶绣、剪纸
扎染等非遗项目吸引大家驻足体验，孩子们的手工、
绘画等作品则引来阵阵赞叹。

运动会上，小朋友与家长小手拉大手，在“壮家
抛绣球”“旱地赛龙舟”等民族传统运动及“少年向前
冲”“甜蜜生活喜洋洋”等现代趣味项目中，一同感受
体育运动的“力与美”、家庭教育的“知与行”、民族交
融的“情与魂”。欢声笑语中，生动的家庭成员协作
与多民族互动实践，转化为民族团结“石榴果”的养
分，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注入新活力。最后，
活动在山歌对唱和幸福圆圈舞合跳中落下帷幕，“中
华民族一家亲”的融融暖意回荡在每个人的心中。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全国妇联组织部指导，自治
区妇联、中国妇女杂志社联合主办，市委统战部、市
妇联、市教体局、市民宗委、市文广旅局共同承办。

“巾帼石榴籽一家亲 全家一起来运动”

亲子体育运动活动燃动来宾

亲子热身操亲子热身操《《呗侬情深呗侬情深》。》。

今日话题

一碗粥，温暖一座城。
在来宾市兴宾区城北街道维林

社区，有一家已经运营两年多的爱心
粥铺，专门为社区里的孤寡老人、空
巢老人、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以及城市
环卫工、外卖员等群体提供免费的早
中餐。

这家爱心粥铺由爱心人士组织
发起并出资建设，维林社区提供运营
与管理支持，是当地首家爱心粥铺，
以其独特的方式传递着社会的温情
与善意。

在爱心粥铺为就餐人员提供服
务的，除了社区工作人员，还有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看到就餐人员吃得开
心，服务者也乐在其中。志愿者卢阿
姨来自兴宾区蒙村镇，今年60岁，到
城里和子女同住后，因孙辈无需照
料，便主动投身于爱心粥铺的志愿服
务。她负责煮粥和发粥，从粥铺开张
至今从未间断。卢阿姨的事例，正是
众多志愿者的缩影，他们在奉献中收
获快乐、实现自身价值。

爱心粥铺宛如一个爱心汇聚的
平台，无数点滴善意在此交融。

据统计，维林社区爱心粥铺自
2022 年 10 月 14 日正式启用至今，共
收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款97700多
元，共发放馒头 62000 多个、粥 74500
多碗，服务居民约71000人次，参与服
务志愿者约1200人次。除了捐款，还
有不少人捐赠大米和其他物资。

在社区提供的统计表中，一个个
名字、一串串数字让人如沐春风：爱
心人士黄女士捐6000元、某财务公司
谢先生捐6000元、某律师事务所陆先
生捐2000元、某单位黄女士个人捐献
矿泉水 90 件及桶装水 10 件、某家居
建材广场捐赠价值4000元大米、祥和
小学捐赠大米1900斤……

坚持，让平凡的善举绽放不凡光
彩。维林社区爱心粥铺的一碗热粥、
一个馒头，触动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
部分。在我们的记忆里，总有那些默
默奉献的身影，虽形式各异，但都彰
显着人间大爱。比如一辈子在清水
河上帮人渡河的摆渡人巫云飞及其
儿媳妇李曼荣、坚持20年自掏腰包义
务修补小区和公园等场所公共设施
的“活雷锋”李启高。凡人善举，唤起
多少人向好向善的心愿。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志愿服务
不仅能够弘扬正能量，还能激发人民
群众的奉献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贡
献力量。爱心粥铺无疑是这一理念
的生动实践。

勿以善小而不为，每一个微小
的善举，都能汇聚成温暖人心的力
量。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多做些这
样的事吧。

爱心粥铺 播撒爱心
□ 来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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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韦 鑫） 4月24日
至25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献
匾率队到我市，就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三
次会议期间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优化
广西稻谷生产补贴政策及加强农业发
展扶持的建议》进行督办，并开展自治
区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立法调研。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沙君俊参加相关活动。

24日下午，卢献匾一行先后到来宾
市农博士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良塘镇北
合村早稻插秧现场、雅穗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良塘镇工厂化育秧基地等开展实
地调研，认真听取早稻种植品种、种植
面积、种植技术、种子处理、播种到秧苗

培育环节等方面的汇报。
25日上午，卢献匾召开《关于优化

广西稻谷生产补贴政策及加强农业发
展扶持的建议》督办推进会，听取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
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为保障粮
食安全作出新贡献。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代表建议承
载着民声民意，要把办理代表建议的过
程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试金
石”，巩固已有成果、总结成功经验，紧
密结合当前粮食生产工作，兼顾程序性
与实际性办理，按质按量完成代表建议
办理工作。农业发展涉及财政、水利、
气象等多个领域，必须打破部门壁垒，
加强部门间工作协同，建立协同机制，
形成强大合力，切实提高代表建议办理

的质效，为保障广西粮食安全、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增进广大农民群众福祉
奠定坚实基础。

督办推进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自
治区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立法调研座谈会
（来宾）。会上，有关部门和人大代表结
合工作实际和基层调研情况，分别提出
修改意见和建议。卢献匾认真听取发言
后指出，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的立法工作
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必须充分汲取各方意见、深
入研究论证，确保条例的科学性、合理性
和可操作性。要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核
心，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广
西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
厅副主任莫小峰，自治区人大农委主任
委员朱学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
莲，副市长雷斌参加相关活动。

卢献匾率队到我市开展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及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立法调研

按质按量完成建议办理 为粮食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 230.34 亿
元，同比增长5.9%。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19.08 亿元，增长 4.4%；第二
产业增加值103.16亿元，增长6.4%；
第三产业增加值 108.10 亿元，增长
5.7%……

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自
治区“新春第一会”精神，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稳
中有进，实现“开门红”，为全年经济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协同发展
经济增长动力强劲

在一季度的经济发展中，我市三
大产业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经济稳步
增长。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林业成为重
要支撑。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
比增长 4.5%，其中林业增长尤为突
出，达到11.5%。木材采伐业表现亮
眼，木材采伐量产值增长12.7%。在
种植业方面，持续推进设施蔬菜建
设，蔬菜产值增长4.0%；水果生产稳
步增长，水果产值增长 3.9%。畜牧
业和渔业同样取得一定增长，猪肉产

值 增 长 3.7% ，水 产 品 产 值 增 长
4.9%。这些数据充分显示我市农业
在保障基础供应的同时，正朝着多元
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工业生产稳中有升，重点行业贡
献显著。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8.1%。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
业增加值增长 15.5%，制造业增长
12.2%。从主要行业来看，金属制品业
增加值增长111.0%，造纸和纸制品业
增长92.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增长81.7%。产品产量也有大幅增
长，纸浆产量增长 245.9%，锡增长
208.7%。这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市工业
转型升级成效进一步显现，新兴产业
和传统优势产业共同发力，推动工业
经济快速发展。

服务业加快恢复，多数行业加
速提升。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5.7%，比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
点。营利性服务业增长16.1%，批发
和零售业增长 13.9%，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增长8.7%。部分营利性
服务业增势强劲，1—2月，规上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2.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69.3%，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增长 91.4%。
服务业的快速恢复，不仅为经济增

长注入新动力，也为就业提供了大
量机会。

市场活力释放
消费投资“双轮驱动”

消费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一季度我市在这两方面均取得良
好成绩。

消费品市场保持增长，部分升级
类商品增势较好。全市限上消费品零
售额增长13.2%，比上年同期提高8.6
个百分点。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
额 增 长 13.3% ，餐 饮 收 入 增 长
11.4%。限额以上单位中，书报杂志
类零售额增长228.5%，石油及制品类
增长 15.6%，汽车类增长 10.4%。这
反映出我市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升，
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类消费成为
市场新亮点。

固定资产投资企稳回升，部分行
业投资加快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5.9%，由上年同期下降25.0%转
为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2.6%，
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45.3%。其
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
71.9%。工业投资部分行业实现快速
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
造业增长316.3%，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增长95.6%，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增长42.5%。投资的快
速增长，为我市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民生保障有力
居民生活持续改善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市始终把
民生保障放在重要位置，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

民生领域保障有力，财政投入持
续增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
增长19.9%，投入民生领域的支出增长
24.8%，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8.4%。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24.3%，交通运输支出增长21.8%，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20.0%，住房保
障支出增长13.0%，农林水支出增长
12.5%，教育支出增长12.3%。这些数
据充分体现了我市在教育、医疗、就业
等方面的重视和努力，切实提升了市
民的生活质量。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乡差距进
一步缩小。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692元，同比名义增长5.8%。按常住
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71
元，同比名义增长4.3%；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6610 元，同比名义增长
7.3%。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
2.01，比上年同期缩小0.06。这表明我
市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方面取得积极
成效，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收
入差距不断缩小。

（下转第四版）

奏响增长与民生“合奏曲”
——来宾市一季度经济答卷亮眼

□ 本报记者 樊荣华 通讯员 黄祖坤

来宾讯 近期，我市出台多项购房
优惠政策，涵盖契税全额补贴、公积金
贷款额度提升、门槛降低等重磅措施，
进一步刺激房地产市场活力，支持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4月30日到5
月5日，我市将在市城区政和步行街举
办2025年来宾市“壮韵传情·宜居来
宾”优质楼盘展销会，推动购房新政落
地，助力市民实现安居梦。

契税“交多少补多少”，
购房成本直降

购买新建一手商品房（住宅、商
铺），只要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合同登
记备案时间以及契税完税凭证时间均
在2025年4月10日至6月30日（含当
天），即可享受契税100%补贴，交多少
补多少。

购买一手车位（库），买卖合同签
订时间和契税完税凭证在2025年4月

10日至6月30日（含当天），并且在活
动期间成功办理不动产证的，契税补
贴同样为100%。

公积金贷款额度升级，
申请门槛创新低

灵活就业人员在来宾市管辖区域
购买一手商品住房或二手再交易住房
的，按月或者一次性缴存住房公积金6
个月以上的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多缴多贷。

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来宾市购买
保障性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15%。

借款人家庭成员在拟购住房所在
县（市、区）城区范围内名下无住房且
在全国范围内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借款人家庭成员在拟购住房所在
县（市、区）城区范围内名下有住房正

在挂牌出售的，套数认定可核减一套。
个人信用报告“逾期”“冻结”“止

付”“担保人代还”“以资抵债”等记录，
经调查核实为非恶意行为的，可以办
理贷款。

公积金贷款提前还款调整为按
“千”元倍数，不限制次数。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可在取得
登记备案证明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贷款
申请；购买二手住房的，可在取得不
动产权证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贷款申
请；建造、翻建自住住房的，可在取得
不动产权证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贷款申
请；大修自住住房的，可在取得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贷
款申请。

生育二孩家庭购买自住住房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高可贷70万元；生育三孩家庭购买
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住
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贷80万元。

经来宾市认定的A、B、C、D、E、
F类人才，首次在来宾市购买自住住
房的，在现行来宾市最高贷款限额基
础上按相关系数予以提高：A类人才
提高4倍，B类人才提高3.5倍，C类
人才提高3倍，D类人才提高2.5倍，
E类人才提高2倍，F类人才提高1.5
倍。按照贷款额度公式计算贷款额
度不足 60万元的，在家庭月债务占
收入比不超过60%的前提下，最低可
贷60万元。

在来宾市外缴存的职工，在来宾
市本地购房的，可享受同本地职工同
样的贷款政策。

自2024年5月18日起，5年以下
（含5年）和5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
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 2.35%和
2.85%，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
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
调整为2.775%和3.325%。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稿）

我市举办“五一”楼盘展销会助推购房新政

本报讯（记者 韦 鑫 通讯员 潘 雁
彭晶晶） 4月27日，记者从市自然资源
局获悉，来宾市自然资源一图通平台正
式上线试运行。

该平台通过慧选址、土地超市、矿
产超市等模块，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综
合、直观的自然资源数据信息融合与共
享的可视化平台，在项目和农宅选址、
土地及矿产投资交易方面提供标准、统
一的地理信息服务，有效解决项目落地
过程中遇到的选址难、前期工作周期
长、推进速度慢等关键问题，全面提升
公众获取自然资源信息效率，标志着我
市在推进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方面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据了解，该平台提供用地选址、地
块供应及矿区出让一站式服务，通过数
据共享与智能匹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实现透明交易，为社会提供在线自然资
源服务开辟的新渠道，平台致力于为企
事业单位、投资者、个人提供更便捷、更
高效的自然资源信息化服务。

一图通平台整合自然资源空间资
源数据，以天地图矢量及影像为底图，
支持用地选址分析，土地、矿区交易信

息查询，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目前平台主要有三方面应用：

一是慧选址。针对企事业单位、社
会人员及投资者在项目选址过程中遇
到的跨层级协调难、跨部门对接慢、信
息不全面、办事效率低等痛点问题，平
台搭建了“慧选址”模块。项目业主只
需输入项目范围，即可为项目选址提供
智能决策底图，有效规避各类管控红
线，为项目选址装上“加速器”。

二是土地超市。为优化土地资源
配置，平台推出了“土地超市”模块。
该模块集中展示了现阶段可供地块的
信息，包括土地坐落、地块面积、土地
用途等，支持在线查询并提供咨询方
式。这一功能极大地便利了企事业单
位、投资者及个人高效获取可交易土地
资源信息。

三是矿产超市。为规范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平台汇
聚了可出让矿区资源信息。用户可以
通过矿区名称、位置、矿种等条件查询，
快速获取位置、矿种、开采方式、生产规
模、出让资源量等核心信息。这一举措
使得矿业开发更加透明、高效。

来宾市自然资源一图通平台上线试运行

忻城小麦喜丰收
▲4月26日，忻城县思练镇石龙村农民驾驶农机收割小麦。
近日，忻城县思练镇石龙村1800多亩小麦陆续开镰。当地农民抢抓时机收割小

麦，确保颗粒归仓。近年来，思练镇利用冬闲田发展冬小麦种植，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让“冬闲田”变“增收田”。 （樊绍光 杨寿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