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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一家亲。2021年以来，广东
省茂名市在保持信宜市-忻城县“十三
五”以来结对协作关系延续的基础上，
创新“多对一”结对帮扶模式，增加高
州市、化州市2个县级市对忻城开展结
对帮扶。

建设帮扶车间、开展教育协作、推
动产业发展……一年多来，粤桂协作
给忻城带来了真金白银、真情实业、真
帮实扶；忻城也把握机遇，努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支持民生项目
助力乡村振兴

6月的古蓬镇凌头村、古稠村，处
处焕发活力。新建的文化活动场所、
村道上一盏盏明亮的路灯惠及千家万
户，这些正是粤桂协作成果的真实写
照。

“感谢广东的支持，我们古稠村至
下浪屯道路亮化工程做好了，无论是
出行还是生产都方便了。”古稠村村民
对道路的改善高兴不已。

古稠村的变化，是粤桂协作加快
乡村振兴步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广东财政拨付帮扶资金5727万元
帮助忻城推进8个项目建设。其中，产
业协作项目3个共 3480万元，乡村振
兴示范点建设项目2个共 1680万元，
科技人才支援项目 1 个 50 万元。目
前，相关项目已全面动工建设。同时，

广泛动员东部社会力量开展捐资捐
物、结对帮扶等活动，目前累计捐赠帮
扶资金457万元，捐赠物资折款约7.31
万元，有力助推忻城乡村建设和公益
事业发展。

加强交流培训
提供人才支撑

2021年以来，信宜市、高州市、化
州市以“多对一”组团模式，对忻城县
实行医疗帮扶工作，其中派选各科目
医护人才骨干28人到忻城开展驻点支
援工作6个月以上。帮扶期间，通过亲
自做诊、手术示教、带教查房、疑难病
例讨论、义诊等形式，对忻城县医疗单
位加强学科建设管理、人员培训和搭
建远程医疗协作云平台等方面进行指
导，全面提升忻城县医务人员医疗服
务水平。同时，忻城县选派18名医护
人员到东部结对县市跟岗锻炼，学习
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加强人才储备，
为忻城卫健事业保驾护航。

信宜市、高州市、化州市“组团式”
帮扶忻城，对忻城学习发达地区先进
医疗经验技术、提升诊疗能力、培养
人才队伍等方面意义重大。在三市支
持下，忻城县人民医院有望在2025年
之前实现“强二甲”目标，到时基本实
现常见病、多发病在县域内解决，具
备必要的急危重症救治能力和快速高
效的转运能力，综合实力大大提升，

更好地满足县域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
求。

除了医疗协作外，2021年以来，信
宜市、高州市、化州市共向忻城选派挂
职干部7人、教师36名；忻城选派到东
部跟岗学习干部5人、教师21人，本月
将继续增加5名干部到东部交流。截
至目前，在忻城县共同举办3期乡村振
兴干部培训和 36期专业技术人才培
训，共培训955人次。

深化多方协作
巩固脱贫成果

在粤桂协作工作中，除了资金支
持、社会助力、人才协作外，信宜市、高
州市、化州市与忻城县还聚焦产业、劳
务、消费、社会事业等领域，深化多方
协作，巩固脱贫成果。

强化劳务协作。今年以来，开展
“点对点”赴粤返岗关爱农民工专项活
动累计发送31车次，有效帮助农民工
1325人克服疫情顺利赴粤返岗；协助
忻城县农村劳动力到东部就业 3257
人。同时，引进 7家运营企业、4个帮
扶车间、3个全产业链项目（园区），通
过提供技术培训、岗前培训和直接就
业岗位，帮助忻城群众（含脱贫户）852

人就业。
强化产业协作。信宜、高州、化州

3市加大帮扶投入力度，共同推动忻城
引进开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2.0122亿元，建设金泰医疗健康智能
制造产业园，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
2000个就业岗位；引进茂名城投公司
与忻城中投牧业公司签订合作意向协
议，推动南方牛都项目产销对接；持续
推进三江口（忻城县）茧丝绸产业园第
一期项目建设和企业合作；在澳湖肉
羊屠宰及食品加工基地新增一条黑山
羊加工生产线。在推进智能制造产业
园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忻城桑蚕丝绸、
肉羊、肉牛等农业产业发展要素，打造
特色产业链。

强化消费协作。信宜、高州、化州
3 市积极与茂名中农合创等公司对
接，在东部开设了粤桂协作乡村产业
振兴示范馆大型门店，在忻城设立16
个县、镇、村三级代销网点。援建忻
城县遂意乡板桐村乡村振兴特色产品
展示展销厅，设立粤桂协作消费帮扶
服务点，大力开展各种展销活动。去
年以来，通过 832平台、电子商务、冷
链配送、设立直销网点等方式，多渠
道 销 售 忻 城 农 特 产 品 ，销 售 额 达
2735.58万元。

——信宜、高州、化州帮扶忻城县侧记
□ 潘显高

“这次收益一共 12.6 万元！”经过
半年多的精心饲养，忻城县思练镇毛
洞村养殖户莫仁章与村民共同成立的
合作社获得了第一批良种牛的收益。

育肥牛是忻城县六大支柱产业之
一。去年，在广州打工的莫仁章决定
返乡创业。凭借自己掌握的养牛经
验，莫仁章与村民卢金鲜、陆鹏、莫佳
儒、张贵等5人成立了忻城县年年丰家
庭合作社。经过几个人齐心协力，合
作社在思练镇建设了2个养殖场。同
年 8月，合作社向中投牧业有限公司
（简称“中投牧业”）认领了32头已经受
精怀孕的西门塔尔良种母牛。

“为鼓励农户养牛，第一批产业带
头人可以通过‘借母牛生小牛’的方式
起步创业，每头母牛只需向公司交付
3000-4000元的押金，后续生产、育肥
都有技术保障。”中投牧业相关负责人
詹国防表示，技术人员会定期入户指
导村民科学养牛，在全日粮的配比、疫
苗接种、母牛膘情控制、环境卫生等方
面上提供技术指导，确保牛崽健康成
长，达到收购标准。

“公司+农户”的养殖方式不仅能

鼓励脱贫群众和龙头企业抱团发展产
业，还可以把小规模生产经营联结到
大市场中。据悉，中投牧业南方牛都
全产业链项目位于思练镇练江村，总
投资 14.28亿元，是集牧草种植、母牛
繁育、肉牛育肥、活牛批发、屠宰冷链
物流配送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项目。

“根据协议，单头肉牛重达 500
斤，对方会以 1.35 万元/头的价格收
购，超出 500 斤的部分按 27 元/斤计
价。”莫仁章告诉笔者，这一次出售的9
头牛里，最大的一头有660斤。

赚到第一笔钱后，莫仁章开始谋
划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加入
致富行列。他表示：“我们计划增开4
个养殖场，每个场可以养50头母牛或
100头肉牛。”

据了解，在思练镇党委、政府的牵
头下，忻城农信社与中投牧业达成合
作，为近期决定投入生产且符合相关
条件的农户提供贴息或免息的免抵押
帮扶贷款，养母牛最高可贷 50万元，
养肉牛最高可贷500万元。

思练镇桥头村村民莫玉平了解相
关政策后，马上着手修整房前屋后大

约 200平方米的空地，按照标准搭建
牛棚。“我计划把家里的猪卖了，和儿
子一起养良种肉牛。”看到龙头企业入
驻当地后，育肥牛产业越来越红火，莫
玉平对发展育肥牛产业信心十足。

近年来，忻城县积极探索实践大
石山区“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产
供联结机制，通过加强技术培训、资金
奖补、政策扶持和服务跟踪等措施，推
动农户集中、高标准发展养殖产业。

肥牛肥 农民富 产业兴
□ 覃 心 韦艳丽

▲忻城县宏盛青蒿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种植黄金百香果 350亩，目前长势良好。图为 6月 2日，工人给百香
果剪枝。 （莫玉秀 摄）

▲中投牧业工作人员将收购的 9头牛运回基地。 （韦艳丽 摄）

5月31日凌晨，新圩乡新圩村龙含屯背
后的深山里亮起一束束灯光，犹如夜空中闪
亮的星星，给人们带来一丝丝希望……

5月 30日 23时许，新圩乡党政办接到
求助电话，称新圩村龙含屯一名 68岁老人
18时到山上找牛未归。新圩乡立即启动应
急机制，联合公安、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
门，组建搜救队伍赶赴现场开展搜救。

由于近日连续降雨，地面湿滑，山上存
在很多不确定性危险。搜救队针对实际情
况制定了搜救方案，带上搜救装备，手持手
电筒沿着老人失联的方向进行搜寻。同时，
还使用无人机和搜救警犬争分夺秒开展救
援。

持续的降雨给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老
人可能长时间没有进食，山里地势比较复
杂，各种担忧萦绕搜救队员心头。几个小时
的跋山、涉沟、钻洞，让搜救人员疲惫不堪，
但一想到老人失联多时，可能面临受伤甚至
是生命危险，他们顾不上疲惫，简单补充体
力后，又马不停蹄开展下一轮搜寻。

经过7个小时的“地毯式”搜寻，终于在
5月31日拂晓找到失联老人。经查看，老人
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搜救人员将老人护送到
家中。看到老人安全到家，家属恢复了笑
容，参加救援的工作人员一夜的疲惫顿时烟
消云散。 （凌小芳 潘显高）

老人雨夜迷失
部门合力搜救

今年以来，安东乡桃源村根据《忻城
县 2022年农村危旧房整治攻坚月作战
方案》工作要求，在乡党委、政府的精心
部署下，积极开展危旧房整治工作，围绕

“危房不住人、住人不危房”的总体目标，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
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危旧房整治工作。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按照工作部
署，逐屯召开群众会议，讲解《忻城县
2022年农村危旧房整治攻坚月作战方
案》的具体要求及相关政策，引导群众支
持和参与危旧房整治工作。

提高站位，大力整治。按照“乡领导
挂村督战、村干部包片组织、乡干部包屯
动员”作战形式，集中力量打好“危旧房
整治”攻坚战。本着“应修尽修、应搬尽
搬”原则，对于鉴定为C、D级住房户逐
户动员，发放危房拆除通知书，可修缮的
限期修缮，不可修缮的限期拆除，迅速推

进危房整治工作。
建立台账，交流经验。严格按照

“不漏一户、不漏一房”“有人居住要查、
无人居住也要查”原则，开展拉网式排
查，建立精准台账，确保排查零遗漏。
每日召开危旧房整改汇报会，总结成
果、交流经验。

专人负责，用心做事。安排经验丰
富的专人组织、专人负责，确保危旧房拆
除安全、有序进行。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加大对困难群体的帮
扶力度，及时解答群众反馈的各种问题。

目前，该村同意拆除危旧房的家庭
有86户200间，已拆除64户146间。下
一步，该村将以更强的紧迫感、使命感、
责任感，咬定目标、攻坚克难，严排查、强
解危，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扎实做好危旧
房整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冯支波 潘显高）

安东乡桃源村：

多措并举推进危旧房整治工作

“我捐 1000元。”“我捐 1800元。”5
月26日上午，在北更乡金银花小区会议
室里，企业、商会、爱心人士代表纷纷慷
慨解囊，为小区的物业管理捐款，助力小
区建设。

“2018 年，我利用易地搬迁扶贫车
间的优惠政策，创办了忻城县北更乡恒
鑫电子厂，厂房就在小区附近，厂里有很
多工人都是小区住户，为消除他们的后
顾之忧，我捐2000元。”返乡创业致富带
头人劳宏茵每年都自掏腰包，为小区建
设贡献一份力量。

“趁现在有能力帮助家乡，我带头捐
2800元。以后，我还会继续支持北更公
益事业，同时希望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到
北更的公益事业中来。”爱心人士王文贤

说道。
北更乡金银花小区是忻城县易地扶

贫搬迁重点安置工程，总面积为 96.77
亩，总户数为172户。一直以来，该小区
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管理全靠搬迁出来
的脱贫户民主自治管理。近年来，小区
的下水道、路灯等公共设施需要维修更
新。面对一笔笔不小的开支，小区党支
部书记罗建新犯了愁。北更乡党委了解
情况后，立即组织开展爱心捐赠活动，解
决小区无钱办事的问题。

据悉，本次爱心款赠活动共收到款
项8400元，将用于金银花小区的环境治
理、公共设施维修等方面，为构建和谐文
明新北更助力。

（蓝尉宁）

北更乡：

爱心捐赠助力搬迁小区建设

“您放心，我们可以上门办理公证业
务……”5月31日，一名前来县公证处咨
询的群众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原来，该群众是一名退役军人，叫樊
东军。其父亲樊绍昌是一名军转干部，
现已去世，需办理法定继承公证，但其母
亲年逾八旬，行动不便，无法前来公证处
办理相关手续。公证处了解情况后，决
定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上门服务，在老
人家中现场为其办理公证。

6月 1日，经过 1个多小时的车程，
公证员来到了樊东军家中。经与樊东军
母亲交谈得知，樊东军家庭从爷爷樊瑞
忠在抗日年代入伍，到父亲樊绍昌1965
年入伍，再到樊东军 1990年入伍，樊东
军的双胞胎弟弟樊双、樊笋 1995 年入
伍，已有5人参军。

了解情况后，公证员向老人进行了
法律宣传，将公证的事项和权利义务告
知老人，确保老人完全清楚自己的权利
和义务。在充分倾听老人的意愿后，公

证员根据《公证程序规则》规定，依法办
理了公证事项。老人非常满意，连声道
谢：“你们的服务真好，太感谢你们了！”

为军人军属提供优质、高效、便捷
的法律服务，是忻城县公证处始终把拥
军优属工作落到实处的具体表现。该
处秉承“军人优先、渠道畅通”原则，在
办证大厅设置优先服务窗口，为现役军
人、退役军人及军属开通“绿色通道”，
优先提供咨询、受理、公证服务。现役
军人、退役军人及军属因身体原因或其
他原因无法到公证处办理公证的，可预
约公证员免费上门办理，以实际行动加
深军民情谊，营造拥军优属良好氛围。

（刘燕燕）

县公证处：

情暖退役军人 深化双拥共建

反诈普法进社区 守护老人“钱袋子”
▲6月 2日，忻城县人民法院干警到城关镇城南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聚

福新城社区，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法治宣传活动，提高老年人防骗反骗意识。
活动中，法院干警通过发放宣传单、一对一答疑等方式，宣传涉养老诈骗各类违

法犯罪防范知识，提高老年群体识骗、防骗、拒骗意识和能力，守好老年人的“钱袋
子”。 （蓝珺馨 摄影报道）

今年以来，忻城县通过建立巡察专业人才库，多
部门互通联系，在培养巡察人才方面持续发力，从政
治素养、群众公认、德才兼备、责任担当、业务能力等
方面综合考量，将熟悉党建、法律、审计、财务等专业
人才及新提拔的副科级领导干部、后备干部纳入巡察
人才库，并按照财经类、法律类、工程项目类、综合类
对人才库人员进行分类，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逐

轮更新，逐步实现巡察人才队伍多样化、专业化、年轻
化，打造巡察尖兵队伍。

目前，该县巡察人才库储备达 381 人，平均年
龄 34岁，本科学历人数占总人数的 83%，新提拔科
级领导干部 66 人，财经类人才 41 人，法律类人才
135人。

（潘显高 莫丽美 杨 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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