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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瑶族乡是贺州市平桂区唯
一的瑶族乡，当地群众以瑶族、汉族
为主，全乡少数民族人口占全乡总人
口的 30%以上。为了推动当地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大平瑶族乡人大
紧紧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充分发
挥基层人大职能作用，以建好代表联
络站、督办代表建议、用好人大监督
权为抓手，凝心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厚植民族团结进步沃土，
助推民族团结之花常盛常开。

建好代表联络站，架起民族团结
“同心桥”

大平瑶族乡下辖6个行政村。为
了创新开展“混合编组、多级联动、履
职为民”活动，该乡人大按照“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共同提高”的原则，将3

个汉族村与3个瑶族村“1对1”结对，
建立了人大代表联络站。

“人大代表们在种养殖过程中遇
到技术难题，可以在联络站与其他成
员共同探讨，从中获得解决问题的办
法。”该乡人大工作负责人介绍，联络
站通过接待选民、集中培训、代表座
谈、调研视察等方式，在解决群众建
房、就医、推销农产品等问题中发挥

“桥梁”作用。此外，联络站通过代表
和村民、汉族村和瑶族村进行结对帮
扶，可以更好地纳民意、汇民智，推动
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工
作作风的转变，化解基层矛盾，进一
步加强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宣
传，深入推进人大建设和代表工作。

在联络站的助推下，该乡人大共
推动解决涉及乡村振兴、项目建设、

医疗保障等领域的民生问题52个，落
实结对帮扶 49 户，解决矛盾纠纷 35
件，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交流，拉近
了各民族群众之间的距离，营造浓厚
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氛围。

督办代表建议，解决民族团结
“烦心事”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大平
瑶族乡发展的瓶颈。对此，大平瑶族
乡人大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融
入到各级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中，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示范引领作用，组织
各级人大代表深入一线，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聚焦事关民生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群众急难愁盼等问题，提出意
见建议，并督促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
抓好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常态化跟进

项目进度、检查实施结果，依法对民
生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全程监督、跟踪
问效，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近年来，在该乡人大的督办下，
全乡实施道路、桥梁、水渠灌溉、安全
饮水等项目 27 个共 1739.51 万元，争
取到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 6 个共
285 万元，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得
到极大改善。

用好人大监督权，民族团结跃上
“新台阶”

大平瑶族乡人大以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的工作作风，强化对少数民族
政策、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有
效保障了民族法律法规和党的民族
政策在大平瑶族乡得到全面贯彻落
实，助力全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该乡人大把推动民族地区高质
量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点进行
调研视察，围绕民族产业发展、民族
文化传承、民族教育、民族医疗等内
容提出意见建议40余条，组织代表外
出考察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视察民生项目建设情况，把监督关口
前移，着力促进民生改善，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在此推动下，大平瑶族乡
（腐竹）列入农业农村部第十一批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新建的
香芋种植基地、罗汉果种植基地等成
为当地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主要项目，
各项惠民事业发展均取得良好成
效。2022 年，该乡荣获“贺州市第三
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区示
范单位”称号。 （黄 超）

为发展壮大“兴业茶”产业，进一
步打响“兴业茶”品牌，促进兴业县茶
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7月15
日，由中共兴业县委员会、兴业县人
民政府主办的“兴业茶”进京产销对
接暨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本次推介会以“兴业好茶 香飘天
下”为主题，通过观看“兴业茶”宣传
片、现场推介、品茶、茶艺表演等形
式，集中展示兴业县境内悠久的茶叶
种植历史、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和独特
魅力以及丰富多彩的茶叶产品。

推介会结束后，开展了“兴业茶”
展示活动。在茶产品展示区，来自兴
业县的广西葵峰富硒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一千茶农茶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5家公司的优质茶产品通过实
物、板报等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
展示，兴业红茶、兴业绿茶等各类型
的茶叶吸引了众人驻足观看和咨
询。在茶艺表演区，现场宾朋满座，
大家以茶会友，茶艺师用唯美的茶艺

表演全面彰显了“兴业茶”外形条索
紧结、色泽乌润红亮、翠绿显毫的优
良品质。“兴业茶”富含硒、锌等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入口蜜香浓
郁，滋味醇厚甜爽。茶香气四溢，令
到场的各界人士赞不绝口。

活动期间，参加活动的领导嘉宾
及业界专家学者、茶企代表对“兴业
茶”的优异品质表示充分肯定，表达
了对努力打造“兴业茶”品牌特色的
发展期望，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
见。本次推介会的开展，为进一步打
响“兴业茶”品牌，拓展兴业特色产业
在北京的销售渠道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次到北京参加推介会收获很
大，我们不仅和北京的茶行业专家进
行了交流，也和北京一些企业达成了
合作协议。借助本次活动，我们也获
得了面向北京广大消费群体展示‘兴
业茶’产品的机会，拓宽了销售渠
道。我坚信，‘兴业茶’一定会走得更
远。”带着茶产品赴京参加推介活动

的广西葵峰富硒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人朱春林说道。

“‘兴业茶’进京展销，进一步地
提升了‘兴业茶’在京的知名度、影响
力和竞争力，对发展地方经济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兴业县委、县
政府将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深入
挖掘茶资源，积极搭建交流的平台，
开拓茶市场，打造茶品牌，推动茶叶
向品牌化、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
发展。”兴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敬
表示。

据了解，近年来，兴业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茶叶产业发展，坚持把茶
叶作为特色优势产业来抓，不断加大
扶持力度，积极构建现代化茶叶产业
发展体系，大力推进产业规模化、品
牌化发展。目前，全县茶园种植面积
2 万多亩，年产干茶 2000 多吨，年产
值1.8亿元；培育了山心云雾茶厂、绿
峰茶厂、一千茶农茶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等27家茶业加工企业，打造了山心

毛尖、葵峰绿茶、山心红茶、双魁峰红
茶等多个茶品牌。2018 年至今，“兴
业茶”连续五年获自治区富硒茶产品
认定，成功创建了自治区级现代农业
示范区——兴业县葵峰富硒茶产业

示范区。2022年，“兴业茶”获农业农
村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定，成功引
进了总投资2亿元的山心茗韵茶产业
园项目落地建设。

（何少凤 卢文佳）

7 月 16 日，上林县镇圩瑶族乡在排岜庄举行
“达努欢歌感党恩 振兴瑶乡展未来”达努节活动，
丰富多彩的特色民俗活动吸引众多宾客慕名而
来。

当天，瑶胞们穿着节日盛装在排岜庄广场入口
打起瑶鼓，跳着竹竿舞，献上美酒和肉串，热情欢迎
四方宾客，现场的游客们感受到满满的瑶乡热情。

“上刀山”“下火海”民俗表演是活动重头戏之
一。祭师赤足踏着一级级锋利刀刃登上高梯以及
来回蹚过刚刚燃烧通红的木炭，脚底丝毫无损，让
人惊叹不已。

品尝瑶族特色美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大家
围桌而坐，津津有味地吃着竹筒糯米饭、糯米糍粑、
肉粽、羊肉串等瑶乡特色美食，期间还有远道而来
的壮族同胞和瑶族同胞们对唱山歌。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游客们意犹未尽。
瑶族同胞韦兰坚说:“今天我们穿上民族服装，

载歌载舞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各族兄弟姐妹，把我
们的幸福传递给大家。”

篝火晚会开始，瑶族同胞们手举火把，与游客
一起围着熊熊篝火，载歌载舞，尽情地享受着篝火
晚会的快乐。这其乐融融的场面体现了民族团结
一家亲的共同理念，展现了瑶乡人民积极向上、民
族大团结的精神风貌。

“这里的民风民俗淳朴，村民很热情，又能歌善
舞。我已是第二次来这里，觉得活动热热闹闹、其乐
融融。”游客梁女士兴奋地说。来自广东的何先生
说，这里山美水美，活动精彩，以后会常来这边旅游。

图为热热闹闹的篝火晚会现场。
（李道永 李燕红）

近年来，融水苗族自治县依托绿水青山、物种资源丰富的优
势，大力发展有机产业，共同打造好生态环保、特色鲜明的绿色有
机农产品输出地。目前，融水的“三品一标”农产品在有效期内的
认证数量达 105个，其中有机产品38个，居全区第一。

眼下，正是灵芝丰收的季节。种植大户罗兆生种植的林下仿野
生灵芝销售火爆。“最高价格卖到 500 多元一斤，总产值大概是在
800 万元。”罗兆生告诉记者，通过有机认证后，不仅灵芝价格翻
倍，而且产品供不应求。

“我们是按国家有机农业生产标准指导群众去种植农产品 ，要
求在生产过程严禁使用化肥、农药、杀虫剂，确保农产品达到有机
标准。”融水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监管股农艺师韦锦思表示。

融水从2002年开始获批全国农业标准化种植示范区，先后在融
水糯米柚、大苗山茶、融水灵芝、融水紫黑香糯等农产品上推行农
业标准化种植。2008年，开始在融水茶叶、灵芝、稻谷等生产企业
中宣贯GB/T 19630《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给予有机种植的企业和
个人政策倾斜，同时委派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有机种植技术指导
工作。

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目前，融水有14家企业38个产品通过中
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中心的有机产品认证，并建成稻谷、茶叶、黄
酒、蓝莓有机基地近6000亩，年生产有机农产品1.53万吨，年产值
达4亿元。

在安太乡的农产品加工中心，几名工人正忙着把加工好的有机
大米整整齐齐地码放好，准备装车。这些大米很快销往上广深等一
线城市。

“融水特色有机水稻，通过加工成有机稻米，也加工成融水苗
族的特色非遗黄酒系列。”广西融水元宝山苗润特色酒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谢秀萍介绍。

为进一步促进有机产业的增产、增值、增收，融水在有机产业
上加大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据统计，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群众
有6000人，年人均收入1.5万元。

2020年，融水稻谷、蓝莓、茶叶种植基地被评为全国有机农产
品种植示范基地。 2021 年，融水作为广西代表在全国有机农业会
议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在有机产业发展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将不断巩固提
高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基地的创建成果，加大技术和产业扶持力
度，全面推进融水有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毛焕生说。

（覃 美 欧振波）

发挥人大职能优势写好民族团结进步篇章

“兴业茶”进京产销对接暨招商推介会在京举办

上林镇圩达努欢歌迎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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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会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