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8 日，在象州县石龙镇新大陆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枸杞种植基地里，绿
油油的枸杞菜迎风摆动，一派生机勃勃景
象，村民正忙着采摘、打包，将鲜嫩的枸杞
菜发往广东市场。近年来，石龙镇因地制
宜做好做活农业产业“文章”，以农业产业
化发展撬动乡村振兴“金芽产业”，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实现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黄隆天 陆干波 王丽燕 摄）

◀5月 6日，在象州

县水晶乡甫上村委甘蔗
种植基地，村民正在给
甘蔗除草和施肥，开启
一年的“甜蜜事业”。近
年来，该乡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发挥村级集体
经济种植甘蔗的示范作
用 ，积 极 推 广 甘 蔗 种
植。截至目前，全乡甘
蔗种植面积共 6645 亩，
其中村级收集体经济种
植甘蔗 126 亩，甘蔗已成
为该乡农民致富增收的
支柱产业之一。

（何建伦 摄）

“今天我们会前‘十分
钟’提醒教育学习的内容是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印发
的《广西纪检监察干部十自
觉、十严禁》，目的是对大家
进行一次警示提醒……”近
日，象州县纪委监委在今年
的专题党课报告会前组织
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学习了

“十自觉、十严禁”，通过不
断强化日常学习和警示教
育，引导全县纪检监察干部
真正从思想上绷紧廉洁自
律之弦，不断筑牢拒腐防变
的思想道德防线。

今年以来，象州县纪委
监委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方
法，通过开展会前“十分钟”
提醒教育，常态化推进纪法
教育。该县纪委监委在班
子会、党组中心组学习、全
体干部职工大会、党员大会
等各类会前，专门安排 10
分钟左右时间，以个人领
学、讲授辅导、观看视频等
方式，学习有关法律法规、
党纪党规等，改变了以往阶
段性的纪法教育模式，真正
将教育融入党员干部日常
工作中，做到抓在日常，严
在经常，固化廉洁自律思
维，让党员干部始终保持警
钟长鸣。

“会前‘10分钟’提醒教
育虽时间短，但频次高、效
果好，特别能入脑入心。”象
州县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
干部韦启剑说。 （韦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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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6日上午，象州县市场监管局深
入辖区内的大米生产经营单位，开展“象
州大米”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专项检查，
县人民检察院派人员对本次执法检查进
行监督。

检查组到食品经营单位，重点对在
售的预包装食品名称为“象州丝香苗米”

“象州大米”“象州红米”等大米产品的外
包装标识标签、索证索票情况进行核查，
并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宣传。

在大米生产单位，检查组向企业了
解大米生产情况，指导其使用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象州大米”“象州红米”，并要
求企业严格把控产品质量，确保食品安
全。

据悉，象州县于2019年、2020年分
别获得“象州红米”“象州大米”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截至目前，检查组已对辖区内的10
家大米生产企业、15家商超等食品经营
单位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涉嫌违
反 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相关规定的 1家
食品经营单位，责令其对相关食品进行
下架。 （覃巧玲 韦献梅）

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专项检查

▲5月 6日上午，检查组在超市对在售的大米标签标识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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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水晶乡人大积极探索“代
表+”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密切联系人民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着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平安水晶建设工
作向纵深发展。

“代表+志愿者”
平安宣传理念深入人心

“新型毒品伪装层出不穷，危害巨
大，不仅破坏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
统、生殖系统、血液系统，更易造成多种
疾病传播。”近日，在水晶乡广场，人大代
表化身志愿者，向群众宣传禁毒知识。

水晶乡人大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紧扣平安宣传工作缺口、群众需求，
开展宣传教育。组织 64名人大代表加
入“代表先锋平安宣传志愿服务队”，结
合“壮族三月三”、国家安全教育日等重
要时间节点，采取“理论+故事”“文艺＋
宣讲”等方式，多形式、多角度、常态化开
展禁毒反邪、防溺水、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等志愿服务活动3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2万余份。

“代表+调解员”
矛盾纠纷化解成效凸显

“困扰了我家许久的宅基地问题，今
天终于解决了，虽然事不大，但是得有人
给评评理，而且通过一件小事就能看出

谁的心里装着人民群众。”水晶村委福幸
村村民彭宝忠对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人
大代表黎会山说道。

水晶乡人大代表主动上前，协同村
干部组成“调解委员会”，积极参与房屋、
宅基地纠纷、征地等涉及群众根本利益
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勇当协调、解决群
众纠纷的“和事佬”，把群众的烦心事、揪
心事变成舒心事、顺心事。目前，该乡人
大代表共参与并成功调解房屋宅基地纠
纷5件、邻里纠纷8件、土地纠纷3件，最
大限度把各类矛盾问题发现在早、化解
在小、解决在“神经末梢”。

“代表＋治安巡逻员”
群防群治增添鲜活力量

“白天看到‘绿马甲’，晚上看到红蓝
闪烁的警灯，大家都感觉很安全，晚上来
吃宵夜的人都比以前多了。”水晶街烧烤
摊老板娘开心地说。

作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
重要补充，水晶乡人大代表们穿上“绿马
甲”加入治安巡逻队，采用“坐班+巡逻”
和“警民联动”工作模式，按照巡逻需求，
各村制定路线图，建立巡逻微信群，畅通
沟通渠道，及时收集民情民意，加强对重
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部位的巡逻。目
前，60多名人大代表下沉到各村屯，出动
巡逻车10余次，受益群众达2000余户，
实现64个村屯巡逻全覆盖。

(何玲玲)

水晶乡：

“代表+”模式为平安建设贡献人大力量

5月 9日，象州县总工会在县工人文
化宫，开展“庆五一”职工趣味运动竞赛
活动，展示劳动者风采，营造团结和谐、
聚力发展的浓厚氛围。来自全县各单位
的25支队伍共600多名职工同台竞技，
各显风采。

趣味运动会设背篓绣球、旱地龙舟、
拔河三个比赛项目。比赛现场，加油声、
呐喊声、欢笑声不绝于耳，大家热情高
涨、默契配合，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比
赛中。最后，象州县中学代表队获得背

篓绣球、旱地龙舟比赛项目第一名，广西
联壮科技有限公司代表队获得拔河比赛
第一名。

干部职工们表示，将以更加昂扬
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工作
中，积极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
模精神，把趣味运动会中所彰显的团
结拼搏、实干勇毅的精神风貌转化为
工作的动力，为象州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莫思 闭 薇 廖凤梅）

趣味运动赛展职工风采

位于象州县妙皇乡天盖山脚下的思
高村，是国际著名漫画大师廖冰兄故里、
象州八景之首“天盖晴岚”所在地和千年
名茶象州古琶茶主要核心产区。近年来，
思高村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为抓手，涵养
乡风文明移风易俗，有力推动乡村振兴全
面发展。2023年，思高村获评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村。

文旅融合，乡风文明展新颜。结合
文化振兴要求，思高村争取专项资金共
计3000多万元用于建设思高村沿河景
观带、茶文化园、观光长廊等一系列景观
休闲宜居设施。并从“旅文产”+“网红志
愿服务”融合发展入手，推介古琶茶文
化。建设过程中，得到群众大力支持，协

调出村边 10多亩的集体土地，以“营
地+”模式，打造“大地客美溪营地”项
目。文旅融合让山青、水绿、地净，各地
游客纷纷前来打卡，乡村焕发新的生机。

汇贤聚力，带动文明新风尚。2021
年以来，思高村汇聚乡贤力量，召开村
民会议，通过修订村民公约、建设“四
会”机制、建立农村红白事文明劝导志
愿服务队、推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制
度以及打造家宴中心统一红白事用餐
标准套餐等方式，提高村民自治发展水
平。结合冰兄乡贤馆开展家风家训、乡
贤学堂专题培训学习50多场次，充分
发挥“一约四会”和“一队”作用开展乡
风文明和移风易俗专题宣传教育 200

多次，发放宣传单2000多份。
文化赋能，乡风文明润人心。思

高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依托，加
强队伍建设，大力孵化乡村振兴人才，
招募志愿者共计180多人次，培育古琶
茶制茶研学、网红直播为主的文明实
践项目品牌6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10多支。以茶文化为内涵，创作、编
排、传习一批以制茶技艺展示、采茶歌
为主题的民俗文艺节目，借助“送戏下
乡”巡回展演、网红公益直播、系列宣

讲研学活动在村中营造浓厚文化赋能
氛围。2021年以来，承办区、市、县系
列文化主题活动 30多场次。2023年
初，思高村人居环境全景图获刊登于
人民日报头条。同时，在文化赋能中，
思高村挖掘先进典型，开展道德模范
评选和文明户、好家庭、善人义举等评
比活动50多人次，开展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200多场次，通过文化赋能，聚力
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

(张铭慧 韦婷艳)

妙皇乡思高村：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振兴

象州县举办中华经典诗词讲解大赛
5月 5日，象州县举办以“书香新时

代‘典’亮新征程”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诗
词讲解大赛。

比赛设小学教师组和中学教师组，全
县26所中小学校各选派一名教师参加比
赛。比赛现场，选手们从写作背景、诗人
简介、诗意赏析、情感分析、课外拓展等方
面进行逻辑清晰、详略得当的讲解，运用
新颖独特的讲解方式，结合情感饱满的朗
诵，阐述了自己对诗词的理解，将现场观

众带入诗词的殿堂，让大家体会诗词的音
韵美、意境美，诠释了经典诗词的现代意
义，陶冶了情操，升华了思想。

经过激烈角逐，评出一等奖4名，二
等奖7名，三等奖9名，优秀奖6名。

赛后，将推荐象州县花山小学、妙皇
中心校、马坪中心校、石龙中学、寺村镇
中学、马坪中学的各一名教师代表象州
县参加市级比赛。

（陈 丹）

“才一天时间，乡村建设中心就筹
措资金并带领我们把简易新桥建好
了！”望着修好的小桥，百丈乡那沙村
委大中塘村村民喜滋滋地说。今年 3
月23日，大中塘村村道上的小桥塌陷，
影响群众出行。网格员覃宏立即向上
级网格反映情况，乡综治中心将问题
分类疏理，转交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
心办理，仅过一日，问题就得以解决。

近年来，象州县坚持党建引领，加
强基层治理网格建设，通过将基层党
建、平安建设、民生服务等融合到一张
网格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水
平。持续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
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着力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构建一张网 优化体系架构

该县根据“任务相当、规模适度、
方便管理”的原则，综合考虑人口、管
辖面积等因素，整合优化设置网格管
理，将全县划分成927个单元网格，统
一设置网格编号，一个网格设立一个
党支部或党小组。整合综治、民政、司
法、公安等部门社会治理资源，推动部

门职能进网格，信息采集、矛盾化解、
法律宣传等事务进网格，构建起“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空白、不留死角、
全面覆盖”的网格服务管理体系。

建强一队伍 提升工作实效

去年 5月 13日下午 6点多，象州
县城一小区的两家业主因噪音问题，
引发矛盾纠纷。象州镇城东社区网格
员张牧星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
并迅速通知小区物业、小区保安关注
事态的发展。为阻止双方情绪进一步
激化，网格员及时拨打了报警电话。
随后，民警赶到，将情绪激动的一方业
主带回派出所了解情况。网格员和小
区物业工作人员则耐心劝导另一方业
主。经过网格员和民警一番耐心劝说
和真诚沟通，双方握手言和，一场矛盾
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这是象州县发挥专职网格管理员
作用，第一时间解决群众矛盾纠纷的
缩影。

该县按照“一个网格、一员负责、社
会参与”工作模式，每个网格均配备一
名专职网格管理员，充分发动党员、群
众代表、楼栋长、小组长和热心社区事

务的居民组建网格信息员队伍，按村
（社区）副主任待遇落实相关福利保
障。网格管理员对沉入网格事项负总
责，组织信息员和各类社会力量，做好
社会治安、重点人员服务管理、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当好社区服务管理
的信息采集员、教育宣传员、民意联络
员、矛盾调解员、群众帮扶员和社区监
督员，使群众需求在第一时间解决，矛
盾在第一时间化解，弱势群体在第一时
间得到救助，从源头上预防矛盾发生。

服务一门式 闭环解决问题

该县建立健全集中受理、现场派
单、会商解决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群众
身边的“关键小事”。由网格员将问题
归类梳理、分类解决，能现场解决的当
场解决；不能直接办理的，提交上级网
格长办理回复；复杂、疑难事项由事项
入格成员单位协商解决。实现“走访、
收集、处理、销号”闭环管理。

今年 3月 19日，象州镇城北社区

小光明村村民李某某向网格员反映，
其与同村村民吴某某在庙山塘承包了
0.7亩秧田，于2019年被政府征收时，
两人没得到征地补偿款。收到信息
后，该社区网格员主动向社区汇报，象
州镇综治中心先后于3月 20日、28日
组织当事人、小光明村村民小组长、相
关证人到现场指证，最终达成小光明
村将征地款还给该田承包人的协议，
成功调处该起纠纷。

据统计，今年1月至今，全县通过
网格服务共排查矛盾纠纷274件，调处
成功 272 件，调处成功率为 99.27％。
主要涉及土地、林地、征地、邻里、婚姻
家庭等领域。

此外，该县以综治信息平台为基
础，打造“象州微治理”平台，为网格员
高质量开展工作提供科技终端，实现
基层治理线上化。并通过整合基层信
息，建立“逐级上报情况、分流指派任
务、网上督查督办，实时通报结果”运
行机制，及时排查处置各类风险隐患，
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

“小网格”汇聚基层治理“大能量”
——象州县网格化建设工作亮点扫描

□ 刘润金 潘润乐 陈珊 谭秀波 韦利民

为加强农村消防安全工作，提升乡
镇应对突发火灾事故的能力，5月 6日，
象州县消防救援大队到百丈乡指导开展
消防安全应急培训及演练。

活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讲解了火
灾基本常识、初期火灾扑救、消防设施器
材的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消防安全常识。
接着，现场演示佩戴空气呼吸器、穿戴灭
火防护服的技巧。百丈乡应急部门人员

认真听、用心记，积极亲身参与演练，迅
速掌握了消防应急基本技能。

参加演练的人员纷纷表示，通过培
训和演练，掌握了火灾的处理流程，提升
了消防救援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增强
了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的协调配合能
力，为切实防范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 ，真 正 做 到 防 患 于 未

“燃”。 （熊柳琴）

百丈乡：

应急演练“真”防患于未“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