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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桂林市灌阳县新街
镇葛洞、龙云、龙炼、车头等村的山苍子
种植示范基地，只见山苍子树郁郁葱葱，
果子挂满枝头，浓浓的绿意与聚居点相
互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以前村里这片山林都是一些杂树
杂草，山路难行，大家都零零散散种点农
作物和林木，生产效益低下，很难满足生
活的需要。”灌阳县人大代表、新街镇葛
洞村党支部书记邓根新在村后山苍子种
植示范基地介绍说。

近年来，灌阳县不断探索山苍子种
植经验，念起了山苍子的“生意经”。温
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广阔的林地
资源为山苍子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然而这里土地比较零散，无法开展
机械化作业。如何让“小地”变“大地”，
成为挡在产业发展中的一道难题。

新街镇积极探索实施“整村土地流
转”发展模式，鼓励和支持葛洞、龙云、龙
炼3个村将闲置林地进行流转集中管理，

提升规模化经营水平。随后，邓根新在
灌阳县第十七届第四次会议上又领衔联
名新街镇龙云、龙炼、车头等村的县人大
代表提出了《关于打造“中国山苍子之
乡”的建议》。灌阳县人大常委会对重点
提议《关于打造“中国山苍子之乡”的建
议》进行跟踪问效，组织部分县、镇人大
代表和相关承办单位领导、专家深入山
苍子种植基地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全县
山苍子产业的种植和发展情况，助推乡
村振兴。

灌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山苍子
产业发展，在项目立项、基地建设和宣
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协调、推动工作。
2022年 1月，引进并成立了桂林丽匀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3.5 亿元发展山
苍子种植及精深加工项目；自治区重大
项目办将其列为 2022 年第二批自治区
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县政府将其列
入全县 2022年-2024年发展特色产业助
推乡村振兴三年奖补项目。目前，灌阳

县共有包括新街镇葛洞村、龙云村在内
的 6个村投入村集体资金 250万元发展
山苍子产业，每年村集体经济共增收 15
万余元入股分红，示范带动全县 908户
农户种植。

高山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文
晓进说：“我们将在黄关镇建设山苍子种
植基地 1400亩，将米竹山 100亩山苍子
科研基地打造成网红打卡地，带动农林
产品销售，将灌阳山苍子产业提升为升
级版，形成以种植基地建设为基础，以科
技研发为支撑，为灌阳县打造中国山苍
子之乡贡献一份力量。”

据统计，全县山苍子种植面积5万多
亩，拥有两个 5000亩以上的山苍子种植
示范基地，建成了广西最大的山苍子油
加工企业——高山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该县将用 5至 10年时间，把灌阳打
造成为“中国山苍子之乡”，唱响山苍子
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歌”。

（陆仕臣 胡惠贤 摄影报道）

近日，在河池市金城江区六圩镇岜烈村拉旦屯映
荷谷景区中，百亩荷塘的荷花争相盛开，放眼望去，一
朵朵荷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充满生机与活力，吸引了
许多游客前来游玩观赏。近年来，该村做足“荷”文
章，大力发展农旅综合开发项目，培育壮大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映荷谷位于六圩镇岜烈村拉旦屯，因距离城区较
近，交通便利，盛开的荷花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
来打卡、休闲郊游。微风吹过，荷花随风摇曳，荷香迎
面扑来，大片鲜绿的荷叶与粉色、白色的荷花交相映
衬，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的美丽画卷。“今天我和朋友来
到映荷谷这边玩，这边的荷花很漂亮，我们都很喜欢，
拍了很多照片。”前来游玩的游客韦利晚说。

借助百里龙江画廊打造的拉旦映荷谷景区，成为
金城江区产业扶贫农业观光旅游项目。景区目前已
建成农耕研学区、春秋游区、观赏性瓜果长廊区、烧烤
露营区和夜景灯光区。同时，景区还结合“休闲观光+
渔业养殖”的发展模式，发展农旅、餐饮、休闲观光农
业。“二期开发试运营至今，接待游客总量 20万人次
以上，各方面成效良好。同时，每月可提供固定务工
岗位10个，带动临时用工400人次，月平均发放工资6
万余元，每月带动农副产品销售2万余元。”六圩镇岜
烈村驻村第一书记韦仁孔说。

映荷谷“荷花经济”的兴起，不仅带动了当地乡村
旅游的发展，更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村
民莫肖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她通过在映荷谷中
负责荷花的养护工作，就近务工，实现了增收。“现在
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们不仅有了观赏荷花的乐
趣，还能通过就近务工获得收入。”莫肖永笑着说。

近年来，六圩镇岜烈村，以荷花为媒，依托其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积极探索“农旅+文旅”
融合发展之路，通过成立合作社、发展农旅综合开发
项目、土地流转等形式，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实现
集体经济有产业、合作社股东有收益、农民群众得增
收，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如今，映荷谷项目已为村集体创
造了10万元的收入。岜烈村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资金投入，依托荷花产业发展农旅综合开发
项目，帮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不断助推乡村振兴。”岜烈村党支部书记潘孟鲜
表示。

（韦詠仁 兰艳玲 韦登龙 摄影报道）

近日，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川山
镇下丰村富硒米产业示范基地收割现
场，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
株株金黄的稻穗被卷入机器，吐出秸
秆，留下金灿灿的稻粒。

“今年我们发动村民种植了 210
亩的富硒米。与去年相比，平均每亩
为村民增加 300-500元的收入，同时

带来 3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真正
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下丰村党
支部书记韦俊儒说。

据悉，下丰村富硒米产业示范基
地于 2023年由后援单位出资 20万元
创建。该基地依靠当地独特的自然资
源，以“党支部牵头+村民种植管护+合
作社运营+后援单位消费帮扶”模式运

营，持续发挥党组织“火车头”和党员
“主心骨”作用，带动农户种植富硒
米。今年辐射带动周边的白丹村一同
发展富硒米产业，让更多的村民实现
家门口就业增收。

在都川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2024
年（水稻）高产攻关示范片也迎来首次
大丰收。该示范片由都川村下候屯、
雅仁屯和都尧屯的连片水稻农田组
成，面积 174亩。该示范片通过县农
业农村局免费发放水稻种子，镇推广
站工作人员现场提供育苗和种植技术
指导，带动约 260名村民共同种植野
香优海丝品种的水稻。

“水稻丰收了，往年我们都是人工
收割，既费力又耗时，今年我们利用机
械来收割，又快又好！”都川村下候屯
队长韦尚俭高兴地说。

近年来，川山镇加大对水稻种植
的扶持力度，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班、提供优质农资供应、大力推广农业
机器化收割等措施，有效解决传统水
稻收割费时费力、秋收效率低的问题；

“铁牛”为村民水稻收割按下了“快车
键”，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也切实
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确保粮食增产
增收。

（莫 双 文/图）

8月 4日，在罗鹿高速公路新村大桥施工
现场，工作人员顶烈日、抗高温，奋战在一个
10米高的桥墩上开展施工作业，确保项目建
设进度按计划推进。

虽然天气炎热，但中国一冶罗鹿高速公路
最美劳动者仍奋战在一线，以“不服暑”的精气
神，奏响“高温”战歌，用拼搏和汗水为重点交
通项目建设抢工期、赶进度。为克服施工现场
作业环境温度高等困难，中国一冶罗鹿高速公
路项目部针对各开工点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
施，全力以赴保障工程建设有序、高效实施。
项目部向17个工区的一线工人发放藿香正气
液、人丹、金银花露等防暑用品，在施工中彰显
人性关怀。进一步优化施工时间，用好早、晚
两个时段，避开中午高温时段施工作业，防止
施工人员中暑。在全力保证施工人员安全健
康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把控工程质量。

该项目全长 97.497 公里，全线设计速度
120 千米/小时，途经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
县和柳州市柳城县、鹿寨县等地与泉南高速互
通。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广西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的运行效率，极大改善沿线民族地区
交通状况，助力乡村振兴。

（杨继强 王 睿 摄影报道）

灌阳：唱响山苍子产业振兴“致富歌”

▲科技助农人员深入种植基地指导农户管护山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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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映荷谷景区游玩。

环江川山镇水稻喜迎丰收

柳州：战高温 忙建设

▲川山镇下丰村富硒米产业示范基地。

▲罗鹿高速公路新村大桥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