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蛋笼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将
五彩缤纷的彩线编织成一个个小小的蛋
笼，挂在胸前，寓意来年顺利祥和。6月
5日，忻城县2024年“我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在县公共
文化阅读空间开展，现场热闹非凡，群众
聚精会神编织鸡蛋笼，“沉浸式”体验壮
乡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深入了解传统
文化。图为小朋友们认真编织鸡蛋笼。

（姚海珍 摄）

▲近日，武忻高速忻城段路基施工已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路面施工。据悉，武忻高速全长118.744公里，总投资186.12
亿元，途经武宣县、兴宾区、合山市、忻城县，是自治区统筹推进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武忻高速建成通车后，将对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紧抓广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机遇、加快“东融”开放发展新格局，打造
桂中地区“一小时经济圈”，助力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沿线乡村振兴发挥重要作用。图为武忻高速果遂枢纽互通航拍图。（潘显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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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婚论嫁，免不了“彩礼”的话
题。蓝喜宣是北更乡北更村村委会副
主任，去年收获了小家幸福。“现在提
倡婚事新办，女方父母没有索要一分
彩礼，也不赞成大操大办婚宴。结婚
那天，3桌家常饭，在两家30多位亲人
的见证和祝福下完成了仪式。”蓝喜宣
在谈到彩礼时说，家人积极响应移风
易俗的号召，弘扬勤俭节约的好风尚。

近年来，北更乡北更村通过党建
引领、村民自治、宣传引导、文明实践
等举措，大力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
走深走实、深入人心。

突出党建引领，培育民风乡风。
北更村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
载体，组织党员公开承诺、签订承诺
书，要求党员以身作则，主动担任移风
易俗宣传员，带头执行移风易俗“五个
统一”，文明节俭办事，自觉接受监督，

带动身边群众抵制陈规陋习和歪风邪
气，树立勤俭节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如今，全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厚养薄葬等文明新风逐渐深入人心，
蔚然成风。

突出自主自治，激发内生动力。
北更村通过入户调查听取意见建议，
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教
育引导群众参与移风易俗，制定完善
村规民约和移风易俗“五个统一”机
制，健全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
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等村民自治组
织，以“积分制”管理为载体，激发群
众内生动力，引导广大村民积极参与
乡村建设各项工作。“标准和规模都
是大家讨论制定的，所以都能自觉遵
守。以前过年过节村民都喜欢吃吃
喝喝，现在喜欢茶余饭后走一走，到
广场跳舞、唱歌。”村民蓝佳仁对村里

制定的村规民约和移风易俗“五个统
一”表示赞同，切实感受到了村里的
文明新风。

突出宣传引导，提升文明素养。
北更村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
地作用，组建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动
员德高望重的退休干部、党员群众、文
艺骨干等乡贤加入服务队，创新活动
载体，以群众乐于参与的方式、用群众
听得懂的语言，开展倡导移风易俗文
明实践活动。运用“网下+网上”模式，
深入宣传中央、自治区和市、县有关移
风易俗工作的政策，不断调动群众参
与共建文明新风的积极性。同时，大
力宣传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

约、孝老爱亲等先进典型，引导群众学
榜样、行标杆。近年来，北更村获评全
国文明村镇，获得市级“最美志愿者”1
人、“星级文明户”5户。

突出文化沁润，丰富精神世界。
北更村立足本村特色，发动村里的文
化文艺人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婚事新
办、孝老爱亲等内容编排成小品、快
板、山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依托春节、元宵、“三月三”、端午、重
阳、国庆等重要节庆，常态化组织开展
丰富的文艺文化活动，让移风易俗沁
润人心。今年春节，北更村组织开展

“迎新春”村BA、拔河比赛、春节联欢
晚会等活动，深受群众欢迎。

“门前有条红水河，如今绿带荡绿
波；绿水青山生态美，群众过上好生
活，好生活，咿呀呦，咿呀也……”“两
山”理念的光芒，已被忻城县群众以山
歌的形式广为传唱。

忻城县地处大石山区，是广西石
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国家退耕还
林工程选定示范点之一。在“两山”实
践中，忻城县从“资源索取式”老路向

“生态回馈式”新路转变，创新实施红
渡镇“蚕舞银丝”赋能乡村振兴、北更
乡“点石成金”石漠化综合治理、思练
镇“牛羊兴业”生态种养循环和红水河
流域“碧水淘金”产业融合发展等一批
具有忻城特色的发展模式及经验，让

“红水”变成“绿水”，让“石山”变成“金
山银山”。

近年来，忻城县统筹各类资金，投
入2.67亿元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坚持走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可持续
发展道路，通过退耕还林与土地整治结
合、生态种养与发展经济林果结合、水
资源保护与生态旅游产业结合等方式，
持续发展壮大金银花、生态养殖、生态
旅游等特色产业，实现生态环境系统修
复和经济发展、农民增收“三赢”。2023
年，忻城县被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六五世界环境日前夕，记者走进
忻城县红渡镇、思练镇、欧洞乡等乡
镇，零距离感受生态环境之美，沉浸式
了解“两山”转化的新路径。

“红水河两岸生态环境治理得很
好，不仅有赏心悦目的美景，还给我们
学校团建提供了好去处。”红渡镇红水
河段微风阵阵，来宾市金秋实验学校
的教学组在前往红渡镇六蝶村黑山屯
鱼乐园休闲农庄的游船上谈天说笑。

红渡镇以流域治理为主要手段，
充分挖掘乐滩水电站经济价值、生态
价值和旅游价值。如今，红水河沿岸
草木茂盛、山峦层叠，蓝必贤经营的鱼
乐园休闲农庄便坐落于此。在农庄，
顾客不但能吃到正宗的本地菜，还能
坐船游览红水河，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2016年，蓝必贤下岗归乡后，带着
兄弟姐妹办起了农家乐，接替老人开
起了游船，生意红火。“河水从浑浊到
清澈，我是见证者，亦是守护者，现在
红水河美如‘小三峡’，吸引越来越多
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绿水青山给我
们带来了‘金山银山’。”蓝必贤说，
2023年鱼乐园农庄接待游客2万人
次，全年营业收入达五六十万元。

走进思练镇练江村，两米多高的
牧草茂密生长，在山脚连成一片。思

练镇练江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覃铭介绍，2018年“南方牛都”“澳湖
羊”等重大项目相继在思练镇落地生
根，推动了育肥牛、育肥羊产业的延
伸，他瞄准牧草种植加工这一项目，租
下村里700余亩撂荒土地，种植牧草的
同时盘活了闲置土地，为租户带来稳
定收入。2021年至2023年，覃铭的牧
草加工厂共加工牧草1万余吨，营业额
超过250万元。加工后的牧草饲料除
销往本地及周边地区外，还远销云南、
贵州等地。

“我现在除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
牧草外，还办起养殖场。”覃铭说，养殖
场存牛20多头，带动12名村民就业，每
人每天可拿到150元工资。除去各项
成本，年均纯收入40万元至50万元。

种植牧草、收购牧草、加工牧草、
销售牧草的“种草养牛羊”模式，开辟
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道
路。在覃铭的带动下，忻城县内的牧
草种植面积已达1万亩。

绿水青山是大自然赋予的宝贵财
富，而良好生态的打造并非一朝一夕

之功，需要持之以恒的守护。在忻城
县欧洞乡大山深处，护林员黄守献将
这份事业坚持了35年。他与青山为
伍、与林海为伴，用青春和汗水浇筑出
一座守护青山林海的钢铁长城。

1989年，年仅20岁的黄守献投身
欧洞林场，岁月如梭，曾经的朝气青年
已白发渐生。在他的悉心照料下，一
棵棵小树苗正成长为参天大树。

目前，欧洞林场总面积7.1万亩，
主要由古蓬松构成，全部靠护林员划
片管护。

“能够为国家守护这片青山绿水，
是每一位护林员的骄傲和自豪，我们
会一直坚守在这里。”黄守献的故事，
是无数护林员的缩影，他们以实际行
动建设生态文明，呵护绿水青山。

“我们依托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
优势，坚持‘宜耕则耕、宜牧则牧、宜林
则林、宜桑则桑’的发展思路，持续培育
壮大糯玉米、桑蚕、金银花、牛羊养殖等
农业特色产业，积极探索‘两山’转化新
路径，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忻城县委书
记韦猛表示。

药材与美食结合，药学与味觉碰撞。
6月7日至8日，来宾市第二届中医药壮瑶
医药药膳大赛在金秀瑶族自治县举办，
来自广西区内外的42支队伍参赛。古蓬
中心卫生院、果遂镇卫生院代表忻城县
参赛，分别获三等奖、团体优秀奖。

比赛现场有蒸有煮有煨，各参赛队
伍尽情施展“独门秘笈”，力求作品色、
香、味、意、形、效。古蓬中心卫生院、果
遂镇卫生院的参赛选手分工有序、配合
默契，围绕中医元素、节气养生、常见病
证等，以鸽子、鸭等新鲜食材，以及黄芪、
天麻、陈皮等药材为原料，灵活运用炖、
蒸、炒等烹调技法，完成养生鸽韵汤、天

麻枸杞西洋鸭、举元膏等菜品，充分体现
中医药膳“药食同源”的核心理念。2支
参赛队伍还就各自的药膳，从药食命名、
使用食材、制法用法、功效、适宜人群等
进行现场答辩陈述，并接受评委们的问
询点评。

“本次大赛是一个向外推介忻城药
膳精品的良好契机，参赛选手很好完成
了具有忻城地域特色的药膳作品。”忻城
县代表队一名队员说，今后将继续在“桂
菜”中充分挖掘具有中医药道地特色的
药膳饮食，向大众普及“寓养于膳”的养
生知识，让更多人学药膳、懂药膳、食药
膳。” （蓝敏妮 黄俊良 蓝 潇）

来宾市第二届中医药壮瑶医药药膳大赛举行

忻城县代表队荣获两个奖项

忻城县卫生健康局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强化四项举措，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质效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高举思想之旗，以先进思想理论凝
心铸魂。县卫健局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行业道德等思想政治理论纳入
全员教育培训内容，共有1000余名干部
职工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全面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专门网格
员，强化网络意识形态监督，守好思想

“主阵地”。2023年，共设置主题宣传栏
宣传牌276版次，开展网评网宣及舆情
正向引导321条/次。

弘扬文明之风，营造向上的健康文
化氛围。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医疗卫生
志愿服务队，并参与乡村振兴扶贫帮困、
献血等活动，去年共开展学雷锋等志愿
活动100场次，献血561人次，资助公益
事业累计9.4万元。以“中国医师节”“国
际护士节”为契机，评选市级或县级优秀
护士（护理管理者）88名，“好医生”和“先
进医疗卫生工作者”119名，进一步增强
干部职工荣誉感，激发干事创业劲头。
近三年，92名医护人员获“先进抗疫者”
称号，其中39人获市级“最美白衣天使”

“最美逆行者”称号；2人获“优秀调查
员”、来宾市“最美党员”称号。2023年，
县卫健局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
号，被推荐为第十八批自治区文明单
位。该局还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工作，
举办卫健系统宣传工作培训班，提高宣
传思想文化能力。

培育行业之魂，提升卫生健康文化
影响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通过
巡讲、电影下乡、播放公益短视频等形
式，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明显提升，忻城县获评中国“长
寿之乡”“自治区级健康县”。完成中医
医院整体搬迁并开设精神病科，实现忻
城公立医院精神病科零的突破，乡镇卫
生院中医馆全覆盖。创建“旗舰中医馆”
和中医阁，充分发挥中医“简便验廉”的
特色优势，全县医疗机构中医药参与治
疗约18.07万例，参与治疗率达90%，更
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开展医
德医风教育培训、话清廉等系列家教家
风主题活动，打造县人民医院清廉医院
建设示范点，营造浓厚的清廉文化氛
围。去年，忻城县卫健系统共有2人获

“廉洁家属”荣誉，14人获“医德医风榜
样”先进个人。

丰富惠民之举，为思想文化注入源
头活水。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
动，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田间地头、学校
课堂。去年举办的忻城县第六个“中国
医师节”文艺晚会，直播观看群众近4万
人次；向群众面对面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等理论194场次。组织医疗机构进村
开展免费测血压血糖、常见病药咨询等
义诊活动，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
口。去年共开展义诊活动116场次，受
益群众2300人次。落实关爱保险惠民
政策，去年关爱保险赔付群众金额98.45
万元，进一步提高计生家庭抵抗风险能
力。全力创建胸痛中心及胸痛救治单
元，在全市率先实现胸痛救治单元全覆
盖，胸痛中心共救治胸痛患者10881例，
其中基层卫生院主动上转298例，有效
减轻患者看病负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
结核病主动筛查6973人，免费开展“两
癌”筛查16765人次，群众疾病防控意识
进一步增强。

县卫健局：

四举措奏响健康文化“奋进曲”
□ 莫瑾熙 蓝 潇

初夏时节，万物并秀。6月4日，在
忻城县古蓬镇龙利村竹笋种植基地里，
210亩郁郁葱葱的竹林下，一颗颗竹笋争
先恐后破土而出，扑鼻而来的竹笋香让
人心旷神怡。

当天，村民们拿着锄头、刀具、麻
袋，穿梭在竹林间，看到大小合适的麻
竹笋，用锄头刨开笋子周围的泥土后从
根部翘起，伴随清脆的断裂声，一根粗
大肉厚的竹笋便被“拿下”，经过剥壳、
去竹节，诱人的“鲜味”就呈现在眼前。

“我们开收一个星期了，之前都没见过
这么大的竹笋，今年肯定是大丰收。我
们10个人每天收半天，竹笋剥皮后有
300多斤。”村民罗顺抱着刚挖出来的竹

笋乐呵呵地说。
据悉，每年5月到10月是麻竹笋生

长的旺季，由于新鲜竹笋的含水量高、保
质期短，为方便储存、销售和运输，基地
将采回来的竹笋腌制成酸笋，待检测品
质合格便开始销售。目前已有不少有意
向收购酸笋的老板到村委考察。

“我们将会把好品质关，将竹笋产业
发展起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古蓬镇龙
利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秦远莲说。

（张 玉 韦娟娟）

古蓬镇龙利村：

竹笋破土出 增收“节节高”

面条是常见的食
品，种类繁多，人们各
有喜好。6月3日，在
忻城县城关镇东门面
条加工厂销售厅前，
负责人刘再平向笔者
介绍加工厂的历史由
来及近年来研制的多
口味面条，并邀请大
家到加工厂参观桑叶
面的制作。

“我们从1987年
开始做面条，刚开始
是做普通面条和富强
面条两种。”刘再平
说，为了适应消费市
场，他们开始尝试做
各种口味的面条，目
前店里销售的面条有
荞麦面、桑叶面、糯玉
米面、菠菜面和葛根
面等种类，其中最受
消费者欢迎的是忻城
土面和荞麦面。

在加工车间，新鲜采摘的桑叶洗
净后被打成浓浆，与当地生产的精细
小麦粉按照比例放入面条制作机中
搅拌。在齿轮的转动下，面团被机器
压制成片后不断向前延压、拉伸，直
至被分切成条状，再由面筷把成型的
面条运输放置到机器尽头，等待工人
拿到晾晒间晾晒，待晾干后切割、包
装。从第一道工序采摘原料到最后
一道工序包装、销售，至少需要12个
小时，每道工序看似简单，但任何一
个细节都会影响面条的口感。

“我最喜欢吃土面，吃起来有嚼
劲又香，小时候吃的是这个味道，现
在依然是这个味道，非常地道。”前来
购买面条的顾客莫菊梅说，他们一家
都爱吃忻城土面。

如今，忻城县大力发展各类农业
产业，“忻城土面”不仅是电商争相推
介的食品，更成为忻城具有代表性的
新名片。

（蓝焮煜 韦娟娟）

城
关
镇
：

地
道
土
面
变
身
﹃
忻
﹄
名
片

6月6日，由忻城县人民武装部、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思练镇人民政府组成
的“报喜团”来到思练镇里伴村，为现役
军人钟成龙的家属送上三等功喜报和鼓
励金。

据悉，钟成龙于2017年入伍，在去
年训练中因表现突出，荣立战备训练三
等功。入伍以来，钟成龙曾获三等功、

“优秀义务兵”、“四有优秀士兵”、“最美
工化兵”、“强军精武标兵”等荣誉。

近年来，忻城县做实做细拥军优属
工作，全力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
氛围，努力提升军人及家属的荣誉感、自
豪感，激发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效祖国
的热情。

（莫鹏飞 罗献花 潘显高）

光荣！思练镇一现役军人再立新功

绿了石山 鼓了钱袋
——忻城县以生态建设推进乡村振兴侧记

□ 蓝春青

北更乡北更村：“五个统一”破陋习树新风
□ 蓝尉宁

▲6月5日，忻城县开展世界环境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主题”宣传活动，县
生态环境局等22个部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讲解环保知识、解答群众咨询等方式，倡
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引导群众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正确观念，让环保意识植根
于群众心中。图为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耕地保护相关知识。

（蓝海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