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话题

6 月 2 日《来宾日报》一版刊发稿
件《背街小巷焕新颜 群众获得感满
满》，报道了来宾持续推进“创城”工
作以来取得的成效。笔者读后，为我
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认真
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周密的部署、有
力的举措感到由衷欣慰。

自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冲锋
号以来，我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
目标为牵引、以落实为抓手，在抓紧
抓好城市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排查整
改的同时，还注重抓好背街小巷的治
理提升，取得了明显成效。如今，往
昔拥挤杂乱的兴宾区河西街道向阳

社区实现了“五无”，即无乱搭乱建、
无乱停乱放、无乱贴乱画、无占道经
营、无卫生死角，社区干净整洁、秩序
井然，呈现出平安和谐、幸福吉祥的
文明新景象。

以硬核的手段、管用的措施把城
市背街小巷治理好，是明智之举、务
实之举、利民之举。相对而言，比起
城市主干道、重点城区和重点部位，
背街小巷不太起眼，却真实地反映出
一座城市的烟火气，亦折射出居民的
文明素质。有人把背街小巷比作城
市的“毛细血管”，如果“毛细血管”不
畅通，势必会影响城市发展的速度和

质量，也有损城市的文明形象。因
此，治理好背街小巷，是创建文明城
市的必然要求和必然选择，向阳社区
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推广。

背街小巷空间较小、人员密集、
情况复杂，治理难度较大，但只要善
于引导居民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文明
意识、大局意识、公共意识、环保意
识，就一定能够统一认识，让广大群
众主动投入到“创城”工作中。例如，
向阳社区以文明创建为引领，认真落
实“四员”工作制度，发挥相关部门职
能作用，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开展
调研，听民声、体民情、察民意、解民

忧，得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加上市
委、市政府的科学部署、统筹安排，落
实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基础设施更
新改造，形成合力，促进背街小巷改
头换面、华丽转身。

我们坚信，有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有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大
力支持，背街小巷治理工作一定能够
与全市文明发展同频共振，继而推动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

治理背街小巷 彰显文明格局
□ 特约评论员 莫思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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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糖料蔗生长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时期，武宣县涉农部门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甘蔗田间管理机械化技术指导，助力提高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目前全县
30.7万亩糖料蔗已有97%完成中耕施肥培土，为年底增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图为6月1
日，黄茆镇“双高”糖料蔗种植示范基地合作社群众正在操作农机，开展中耕施肥培土。

（特约摄影记者 陈冬梅 摄）

《广西日报》6月 5日报道 为推动
乡村振兴走深走实，我区全力打造

“乡村振兴+行动学习”示范典型，这
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区“乡村振
兴+行动学习”试点项目工作部署会
上获悉的。

近年来，广西把“乡村振兴+行动
学习”试点项目作为持续推动新时代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的重要举
措，深入实施“乡村振兴+行动学习”

试点工作三年计划（2021-2023 年）。
目前，试点项目累计达 86 个，其中高
标准农田项目 12个、广西特色农产品
特优区项目 14个、现代特色农业示范
区项目 60 个，选树打造了 18 个自治
区示范点，涉及 14 个设区市 75 个县
（市、区），基本实现了有条件有意愿的
市县全覆盖。

为高质量完成试点各项工作，广西
紧扣农民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急

难愁盼”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着
力破解“卡脖子”“产业链条短”“农民
增收不稳定”和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可
持续发展等问题，确保产业转型升级、
全面提质，努力将“乡村振兴+行动学
习”模式做成广西特色、全国样板。

我区打造“乡村振兴+行动学习”示范典型
基本实现有条件有意愿的市县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谢仁凤 王明三）
6月5日，市长廖和明率队来到市第一中
学，调研检查我市高考考点备考和食品安
全等相关工作。廖和明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以最严格的要求、最务实的举措、最温馨
的服务，抓细抓实高考备考和食品安全等
各项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高考考务工作是否落实到位？”
“校园饮食卫生安全情况怎么样？”当
天，廖和明走进市第一中学高考考场、
监控室以及校园食堂等场所，认真听取

考点准备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考务
工作安排、饮食卫生安全、相关设施设
备运行、后勤保障、应急预案和学校落
实食品安全责任制情况，并对做好高考
考点、考务工作等提出具体要求。

廖和明强调，高考是人生的转折
点，关系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承载
着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殷切期望，深入细
致做好高考备考工作意义重大。全市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
要求，把各项准备工作落实到位；要深

入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安全责
任、强化风险隐患预判、细化高考应急
预案，不断加强检查监管，确保高考安
全、平稳、有序；要持续加强对考生的心
理疏导和学业指导，在生活上悉心关
照、在学习上精心指导，采取有效措施
帮助考生减轻压力、疏导情绪、增强信
心，以阳光健康的心态积极迎接考试。

廖和明指出，校园食品安全是家长
关心、群众关注的大事，也是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市各校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

“四个最严”要求，全面推进食品安全属
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两个责任”
落实落细，进一步健全完善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的防控能
力，助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坚决守
护好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市政府秘书长张建华一同调研。

抓细抓实高考备考工作 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廖和明调研高考备考和食品安全工作时要求

本报讯 （记者 刘 维 刘 永 文/图）
6月 5日，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为主题的 2023年六五环境日来
宾市主场活动在市体育馆举行，活动结
合城市风采与民族特色，集中展示我市
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成就和绿色发展的
成果。

此次活动不仅有形式多样的环保宣
传、新颖的低碳互动环节，还通过设置国际
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碳中和、碳
达峰四大主题特色展区，以及举办环保科普
集市等形式，动员市民群众共同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做生
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提升全民

“创城”意识，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来宾。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经济发展与保
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防治污染相结
合，不断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
保护力度，环境质量不断改善。2022年，
全市空气环境质量部分指标超额完成，
氮氧化物、氨氮等重点工程累计减排量
均达“十四五”目标要求；7个县级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4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7个自治区地表水考
核断面水质优良率均达100%；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率达100%。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2023年六五环境日来宾市主场活动举行

学生作品学生作品《《我们我们
的地球的地球》》吸引关注吸引关注。。

本报讯（记者 邓齐河 李 力） 6月
1日晚，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来
宾、贵港两地公安部门，在武宣县举办
2023年广西“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区
域联动巡回宣讲（货车专场）活动，向群
众普及交通安全知识，预防和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发生。

活动在悦耳的歌声、动人的舞姿
中拉开序幕。“遵守交规，要靠我也靠
你，幸福就会属于你。”歌曲《平安出
行》改编自流行歌曲《早安隆回》，熟悉
的旋律、直观的歌词让平安出行观念

“声”入人心；武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带来情景剧《一路平安》，以接地气的
表演形式，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增强
安全驾驶意识；贵港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带来的小品《卖香蕉》，用通俗易懂
的生活故事传递“维护交通秩序人人

有责”的理念。当天，现场还进行宣传
教育活动，播放大货车交通违法警示
教育片，用鲜明的交通事故案例敲响
安全警钟；开展有奖互动问答，普及道
路安全法规；货运企业代表及驾驶员
代表签订安全承诺书，集体进行文明
驾驶宣誓等。

今年以来，我市突出“四狠抓四强
化”，全面实施区域联动、路段联勤、错时
勤务，严管严查货车易肇事肇祸交通违
法行为，推动“平安货运”专项整治行动
取得良好成效。其中，货车一般程序处
理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
数同比下降，查处货车违法总量、超限超
载、疲劳驾驶、违法载人、非法改装、行政
拘留数等同比上升，未发生较大道路交
通事故、未发生涉及危化品车辆的较大
事故。

全区交通安全区域联动巡回宣讲（货车专场）活动走进武宣

“口语化”讲身边事 筑牢全民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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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如何传承赓续？
一个民族绵延不绝的悠久文明，如何发扬光大？
带着这样的深邃思考，6月1日至2日，习近平总书

记专程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
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
发出振奋人心的号召——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

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和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这两个馆，两年来我一直都想去看看，但都没有
找到机会。这次下定决心，用两个半天的时间，走一
走、看一看。”习近平总书记说。

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来到离北京中心城区
约40公里的燕山脚下，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这里原是一处废弃的采石场。经过生态修复，一
片气势恢弘的仿古建筑群依山就势兴建起来。

“国家版本馆是我亲自批准的建设项目，一直非常
关注。”总书记举目环视，微笑着说，“坐落在山水之间，
中国古典建筑看起来很舒服。”

步入文华堂，绕过大屏风，迎面是国家级版本陈列
殿堂——国家书房。四周15组巨型书柜，陈列着近3
万册新中国精品出版物，营造出中国风格的藏书空间。

总书记走近书柜，仔细观摩，一套《宋画全集》吸引
了他的目光。

“这是我在浙江工作时候，浙江大学张曦负责的项
目。先是编纂《宋画全集》，后来又扩展到‘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不仅在浙江当地，还和海内外广泛合作。”总
书记回忆道。

当年，正是在习近平同志亲力推动、全程支持下，
历时10余年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顺利出版，将穿越千年的丹青、散落全球的国宝汇聚一
堂，生动呈现赫赫先秦、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典雅宋
韵、元明清风采。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总书记的目光望向国家书房顶部中央藻井内的星

空穹顶。穹顶上是一幅宋代石刻天文图，图上标注着
古人观测的恒星位置，星汉灿烂、浩渺深邃。

“选用这幅图案，传递着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文瀚阁’的寓意：中华文明如星空般浩瀚璀璨。”听着
讲解员的说明，总书记不时点头。

版本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媒介，是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欣欣向荣的表征和见证。在文华
堂二层，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斯文在兹——中华古代
文明版本展”。

商王武丁时期的“四方风”甲骨刻辞、宋刻本《棠湖
诗稿》、宋拓本《西楼苏帖》、唐写本《妙法莲华经》……
一件件珍贵的甲骨、简牍、古籍文献、雕版拓片等，无不
昭示着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渊
综。 （下转第四版）

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厚植绿色本
底、发展绿色产业、释放绿色红利的三
个抓手，着力扮靓乡村“绿容颜”，全力
打造“绿色引擎”、增添“绿色动力”，引
领“绿色经济”发展，助推乡村产业振
兴，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共赢的新路子。

厚植绿色本底
打造宜居美丽“生态村”

我市通过抓好生态示范建设、创新
管理、加强保护等措施，持续优化人居
环境，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打造“绿化村”。以“党建红”引领
“生态绿”，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充
分利用农村“四旁”绿化、立体绿化，打

造乡村绿化示范点，扮靓乡村“绿容
颜”。去年以来，全市共打造村屯绿化
示范点 16个，市级累计投入绿化资金
315.72万元，赠送和种植绿化苗木1.64
万株、香花油茶苗 2.43万株；实施“珍
贵树种进百城入万村”行动，赠送、种植
珍贵树种4221株，村庄绿化覆盖率达
29.23%以上。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
建全国森林村庄 17个、广西绿色村屯
26个、广西生态文化村7个。

建设“生态园”。以林长制为抓手，
深入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森林公园及
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保护工程，全市
已创建国家湿地公园3个、森林公园3
个、林业自然保护区5个。去年，濒危物
种“海明关木通”在大瑶山保护区内被发
现，广西大瑶山观鸟赛连续两届在金秀
瑶族自治县举行。

打造“文教地”。依托公园、自然保

护区、油茶示范基地等开展乡村生态文
化科普宣传活动，打造生态文化展示的

“绿窗口”，引导广大群众树立保护乡村
自然生态意识。目前，全市累计打造林
业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15个以上。

发展绿色产业
种下富民兴村“摇钱树”

大力发展油茶、林下经济、木材加工
等生态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近年来，我市大力实
施油茶“双千”计划，通过“油茶+N”套种
模式、“基地+农户”带动模式、“科技+品
牌”赋能模式、“能人+农户”推广模式，不
断推动油茶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促进林
农持续增收。截至目前，全市油茶林面
积达19万亩，其中选育推广香花油茶优
良品种7个，种植面积达1万多亩；油茶
产业发展覆盖带动脱贫户2000多户，受
益群众2万多人，人均年增收800多元。

围绕“大抓木材产业”理念，通过抓园

区建设、抓延链补链、抓精准招商、抓要素
保障的四个抓手，打造“一域三核多点”的
林木加工产业全域布局，引导产业区域集
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截至去年年底，
全市林木加工规上企业增加到151家，规
上产值达128.49亿元，林木加工业成为
来宾首个规上企业突破百家、规上产值突
破百亿元的“双百”产业，拉动全市规上工
业总增加值3.7个百分点，助力我市向“绿
色板材之都”的目标迈进。

此外，通过强化示范引领、政策扶
持、招商引资、科技赋能等举措，大力发
展林下林药、林菌、林畜、林蜂、林菜、林
旅等多种形式的林下经济产业，逐步形
成“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
局，促进林农增收。全市累计建设自治
区级林下经济示范项目 34个、林下经
济合作社120个，林下经济发展面积达
268万亩，产值突破60亿元，惠及林农
40多万人，促进林农人均年纯收入达
1527元。去年，金秀瑶族自治县获评
首批“广西林下经济示范县”。

（下转第四版）

打出“组合拳”念好“生态经”
——我市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亮点扫描

□ 韦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