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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融水苗族自治县白云乡枫木村高孝屯高山梯田逐渐进
入耕作期，当地苗族村民犁田、砌埂、灌水、插秧，忙碌的身影
与层次分明的云雾连同若隐若现的苗寨木楼，勾勒出一幅生机盎
然的美丽春耕画卷。图为梯田苗寨云雾春耕场景。

（兰 堃）

近日，为满足市场需求，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丹洲镇江荷村一家
竹业加工厂车间，工人们正加足马力生产竹帘。近年来，三江聚焦
产业提质，大力推动“两茶一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进企业到
村里开发加工竹产品，全力延伸竹产业链，以竹“串”起“致富”
链，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图为工人在制作竹帘。

（龚普康）

近日，梧州市
整座城市的上空都
呈现出一派天蓝云
白 的 生 态 优 美 景
象，蓝天、白云、
城市、乡村相互映
衬，形成了一幅优
美的夏日风景图。
据了解，2024 年 1
至 4 月，梧州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率达 99.2%，排
名全区第二，梧州
蓝成为常态。图为
梧州市旺甫镇航拍
画面。

（周火文）三江：竹业加工促就业

梧州：天蓝云白环境美

近日，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开展2024年“十百
千万”示范工程建设推进现场会活动，组织种养大
户、致富带头人、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主任40多人参观
学习示范屯庭院经济建设、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等先
进经验和做法。

去年以来，该乡以“十百千万”示范工程为抓
手，聚焦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村治理，成立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模式、突出特
色、补齐短板，全力打造宜业宜居和美乡村。

隆福乡按照“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以点带面、
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始终把“十百千万”示范工
程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等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以产业发展为抓手，引导群众整合闲置
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蔬菜瓜果种植、小畜养
殖等庭院经济。扶持发展生猪养殖、养牛、
养羊示范户，建设“六微”院墙、菜地，充
分利用产业以奖代补、富民强产“牛羊贷”
和“小额信贷”等金融扶持政策，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投入资金187.3万元建设产业路和
产业水柜等项目，打造了“瑶山薯”“瑶山
羊”“龙布日出”旅游等特色品牌。去年，该
乡葛家村种植红薯面积 300余亩，产值超过
80万元，辐射带动260多农户增收。

该乡还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
升人居环境。投入“一事一议”资金，实施
村级道路硬化、新建屯级路、太阳能路灯项

目、道路塌方和危石塌落维修工程。去年以来，该乡
新建和硬化屯级道路14条，新建防护栏11条，扩建硬
化屯级道路2条。投入120万元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不断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2022 年，隆福乡乡村治理积分制做法入选全国政
协举办的“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2022年度协商座谈
会实例。据了解，去年以来，隆福乡以“千万工程”
为引领，深入推进“十百千万”工程，共创建示范村
5个，示范屯 35个，示范户 230户。图为龙布日出”
旅游景区。

（杨顺琦 韦琍归）

融水：高山梯田春耕忙

都安：打造宜业宜居和美乡村

“这个代表很不错，别看她瘦小
瘦小的，身上的能量大着呢！这些油
茶、木耳，都是她领着我们一起做
的。”村民张老到合不拢嘴说道。村
民口中那个瘦小的她，叫潘彩琼，既
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又是县里的人
大代表。在她的带领下，三江侗族自
治县洋溪乡红岩村的4500 多亩青山
变成了群众的“金山银山”。村容村

貌的改变，生活质量的提升，民族团
结的情怀已深深刻入了红岩村侗族、
苗族群众的心里。

做产业，扎牢民族团结篱笆

“村里产业蓬勃发展，但是发展
资金需求旺盛，集团可以增加产业发
展方面的资金投入吗？”面对潘彩琼
提出的请求，柳州市投控集团快速做

出反应，拨付5万元帮扶资金用于发
展壮大全村罗汉果种植，同时分发秧
苗给党员干部、“致富能手”、脱贫群
众，鼓励参与到罗汉果产业中去，通
过“油茶+罗汉果”套种模式，实现了

“一地双用”“一地双产”，目前红岩村
共种植罗汉果172亩，能为各族群众
带来每亩近万元的收入。

红岩村不仅适合种植罗汉果，木
耳产业也有发展空间。为了推动特
色产业多点开花，潘彩琼将目光落在
了木耳种植上。通过前期实地调研、
技术指导、投入成本、种植环境等多
维度考虑，木耳种植符合红岩村产业
发展需求。为加快木耳产业迅速落
地红岩村，潘彩琼向定点帮扶单位柳
州市投控集团争取了资金15.7万元，
建设木耳种植大棚5个，提取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金6万元用于购买木耳菌
棒。在她悉心呵护下，木耳产业逐渐
有了起色。种出来还要卖得出去。
为健全销售渠道，她还与驻村干部一
起想法子、谋出路，最终形成政企帮
销、平台助销、专柜展销、零售推销、
熟人代销、网络购销的“六销”销售模
式，成功拓宽了红岩村木耳销售渠
道，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5万元。在
她的带领下，红岩村油茶产业面积达
4500亩、木耳菌棒存量8万棒、罗汉果
种植面积172亩，欣欣向荣的特色产

业扎牢了民族团结的篱笆。

暖人心，当好民族团结“领头雁”

“那天下着雪，是她带着村干部
给我送来了取暖物资！”石清望回忆
起往事激动地说道。石清望是村里
的弱势人群，2021 年的冬天，气温骤
降，红岩村道路结冰。行动不便的石
望清在无助中，等来了取暖物资。看
着肩扛物资的潘彩琼和村干们，石望
清流下了眼泪，心里腾起了一束火
光。

而在独居老人张奶永家里，凳子
上堆成小山的换洗衣服引起了潘彩
琼的注意。原来，老人近期因身体原
因行动不便，衣服不能自己清洗，潘
彩琼看到后心里一酸，二话不说就将
衣服拿起，在水池边洗净、晾晒。如
今，老人还时不时到潘彩琼家里唠家
常，潘彩琼已然成为老人的“贴心小
棉袄”。件件小事，温暖着群众心房，
她成为村里侗族、苗族群众信任的暖
心人。她说：“人大代表是一面旗帜，
在领着大家做产业参与乡村振兴的
同时，还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2020
年以来，潘彩琼通过“亮身份、做表
率、当先锋”主题活动，与驻村工作
队、党员干部们一起开展敲门慰问行
动，进屯入户了解老人生活情况和需
求，慰问、帮助群众40多人次，以实际
行动践行“人民代表为人民”的理念。

育新风，拓宽民族团结“幸福路”

“阿奶，如果遇到自己不能解决
的事情可以打电话给我，力所能及的
事情我一定帮你解决。”潘彩琼与大
妈边说边走。

潘彩琼还是红岩村的总网格长，
进屯入户宣传上级政策、调解群众矛
盾纠纷等是日常工作。红岩村推行

“一网融合、一队管理”的乡村治理模
式，建立一支专职+兼职的队伍，由村
干部牵头，将乡镇干部、网格员、公益
性岗位人员整合编入队伍，定期学习
传达上级有关政策精神、召开座谈交
流会等，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另
一方面，吸纳群众中威信高、服务意
识好、大局观强的老党员、退休干部、
调解能手等组建新时代志愿服务队，
增强网格队伍力量，化解邻里纠纷，
培育新风。“她工作做得好，我们现在
钱包鼓起来了，文明风气好起来了，
村里的矛盾越来越少了！”张奶永开
心地说道。

放眼远眺，红岩村茶园苍翠，产
业路蜿蜒，挂果的油茶树笑弯了腰。
村中，侗歌婉转悠扬。戏台前，侗族、
苗族群众，手牵手跳起了多耶，幸福
洋溢在脸上。民族团结，产业兴旺，
红岩村民族团结进步的路，越走越宽
阔。

（滚亿忠 摄影报道）

——记三江侗族自治县人大代表潘彩琼

▲潘彩琼与群众聊茶叶发展。

当好“领头雁” 铺好民族团结进步“幸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