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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丹荣 王财金

田间玉米黄，秋收正当时。时下，南丹县
八圩瑶族乡的水稻、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农
田稻谷金黄，成熟饱满的谷穗随风成浪，一台
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到处呈现
丰收的景象。

产业兴、安居乐、精神足……八圩瑶族乡
利用“三把钥匙”解开群众“幸福密码”。

产业发展“钥匙”解开“财富密码”

在八圩瑶族乡“幸福瑶乡”田园综合体红
高粱基地，连片的红高粱铺满田野，高粱穗上
长满了细碎的小花，颗粒也开始逐渐饱满。

这是丹泉酿酒红高粱种植基地，也是南丹
依托“幸福瑶乡”田园综合体打造的一条产业
示范带。目前，该基地共流转八圩社区6个自
然屯 500余亩土地，带动周边 100余名脱贫群
众就业。

据悉，“幸福瑶乡”田园综合体项目计划
总投资8.11亿元，建设范围涵盖八圩瑶族乡八
圩社区、结拉社区、甲坪村、瑶寨村、团结社
区共5个行政村（社区），规划区域面积4万余
亩；通过实施红高粱产业示范带、高档肉牛生
态循环产业、特色水果产业、油茶标准化提升

工程、白裤瑶文化景观长廊建设等一批重点项
目，把八圩瑶族乡打造成为独具南丹地域特色
的瑶族文化乡村旅游廊道和生态农业富集区。

如今，“幸福瑶乡”田园综合体建设稳步
实施，探索推行的“公司+合作社+脱贫户”

“土地入股+分红”“油茶小区认领管护+脱贫
户产业保姆”“母牛托养”“入股分红”等模
式，共吸纳搬迁脱贫户800余人就业，年人均
收入2.5万元以上。

解决困难“钥匙”解开“安居密码”

在八圩瑶族乡易地扶贫搬迁点团结社区，
搬迁群众兰玉群正领着一双儿女在自家门口的
小菜园里翻耕土地，为种植菠菜做准备。

兰玉群是八圩瑶族乡利乐村人，经过脱
贫攻坚，她和寨子里 30户白裤瑶群众集中搬
迁安置到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团结社区。搬迁
后，居住环境改善了，搬迁群众期盼着能像
过去那样在住房周边种些菜、养些鸡来贴补
家用。

为了让搬迁群众更适应搬迁后的生活，八
圩瑶族乡党委、政府非常重视群众的期盼，多
方筹措资金 1000余万元，因地制宜建成“小

菜园”“小养殖房”“小厨房”“民族服饰小作
坊”“油茶基地小产业”“小光伏”等“六小产
业”项目，有效保障了搬迁群众的基本生产生
活需求。

“六小产业”项目工程只是近年来八圩瑶
族乡党委、政府把群众的“心上事”当作“上
心事”的一个缩影。

近 10 年来，全乡共实施危房改造 2359
户，享受补助资金1933.5万元，住房安全保障
率达 100%，实现“危房不住人，住人不危
房”目标；全乡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和参保
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和参保缴费率均达标，
医保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全乡在饮水安全方面
共投入资金 1864.28万元，建成集中供水点 86
处 （座）、分散供水点 （家庭水柜） 581 座，
水柜、水池加盖198处（座），受益群众2万余
人，其中脱贫户 4700余人；全乡行政村自来
水通水率 100%；全乡所有行政村通四级以上
水泥路实现全覆盖，20户以上自然屯通屯道
路硬化率达100%。

丰富活动“钥匙”解开“文化生活密码”

走进该乡结拉社区，一排两层半“别墅”

矗立路旁，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草坪青
翠。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整洁的社区与缤纷的

“彩虹”骑行道构成了一幅和美乡村新画卷。
2023年来，该乡以易地扶贫安置点结拉

社区、团结社区为试点，围绕“一个基层党组
织、一支党员管理队伍、一套包保制度、一套
考评细则、一套奖惩措施”等“五个一”机
制，将2个社区划分为10个网格小区，每个小
区配备一支党员管理队伍，围绕“家庭环境卫
生、选树先进典型”主题，树立“红黑榜”，
每季度奖励家庭环境卫生较好的先进户，对家
庭环境卫生较差的在社区村务公开栏和社区业
主群进行“黑榜”通报，有力推动群众由“旁
观者”到“实践者”转变。

同时，通过制作瑶语移风易俗顺口溜短视
频，推出婚育新风小品《老同想嫁女》和瑶语
版快板，打造婚育新风宣传示范街，在全乡营
造移风易俗的浓厚氛围。

该乡还充分发挥农家书屋在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中的“软实力”作用，通过“农家书
屋+”的方式，将农家书屋与积分阅读、志愿
服务、移风易俗等有机结合，不断丰富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

“三把钥匙”解开群众“幸福密码”
八圩瑶族乡：

近年来，平果市把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
半篇文章”的重要抓手，不断优化招商环境，外引内培壮大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搬迁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的桥梁，实现“家门口”就业，让搬迁群众
搬得出、能致富。

新安镇吉祥社区是平果市最大的安置点，位于新安工业小镇内，毗邻平
果工业园区，占地面积285.07亩，建有54幢6层的住宅楼，居住着9000多人。

“在过去，我想都不敢想在县城有新房子住，而且还能有一份固定工作，
现在已经实现了。感谢党和政府扶贫惠民的好政策，让我在家门口就有活
干，一家生活得到保障。”近日，正在吉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打扫卫生
的脱贫户钟安裕高兴地说道。钟安裕是平果市新安镇龙越村更梯屯脱贫户，
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到吉祥社区。由于劳动力弱，一直苦于没有收入来源。
社区居委会考虑到他家的实际困难，将他纳入公益性岗位就业行列，为他申
请办理公益性岗位，聘请他做社区里一名保洁员。多了这份收入，他家的经
济压力减轻了不少。这是平果市提供公益性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的一个缩影。

公益性“专属岗位”，帮助稳定就业。近年来，平果市为进一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在稳定脱贫、防止
返贫致贫等方面的作用，为脱贫户、低保户、监测户、低收入家庭提供了

“专属岗位”，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切实帮助困难群众稳定就业，实现
增收。据悉，2024年平果市共开发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2262个，全市累计发
放岗位补贴1577.17万元。

利用工业园区筑巢引凤，增加就业岗位。平果市出台优惠政策，支持企
业在安置点附近或小区内创办红石榴帮扶车间、阳光助残车间等，帮助搬迁
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利用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产业园、平果工业园等，吸纳区
内外优质企业入驻，提供就业岗位。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市共引进服装、
电子等35家企业在安置点及周边开办工厂，为搬迁群众提供超过5000个就业
岗位。依托太照脱贫劳务服务公司，根据产业园区用工企业的岗位需求，开
展“订单式”就业信息推介，积极推介有就业需求的群众到工业园区的平铝
集团、博导铝等企业就业，实现“家门口”就业。同时，吉祥社区还引导搬
迁群众租赁安置点商铺经营超市、批零店、日用百货店等自主创业，拓宽就
业渠道。目前吉祥社区自主创业的搬迁群众已有100余人。

强化组织建设，让搬迁群众有归属感。新安镇积极创建社区群团组织建
设工作，先后成立吉祥社区“妇女之家”“春晖社”等组织，把一批乐于、善
于做群众工作及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村干部推举为“当家人”，主动
将“当家人”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向社区公布，明确每个“当家人”分片定
期入户走访所联系的群众，发放社区负责人联系卡，设立信访信箱，实行网
格化管理，使社区群团组织和服务工作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群众身边常态
化、有形化。以社区妇女劳动力就业困难为重点，通过上门走访、微信或电
话的方式记录她们的岗位需求，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平果市妇联举
办的“桂姐姐宣讲进企业”活动，开展女性创业就业宣传，涉及易地搬迁
1200余名妇女参与活动。同时加强与市人社、总工会等部门联系，常态化举
办“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招聘会，让群众有更多的择业机会。

开展技能大培训，让搬迁户拥有获得感。吉祥社区聚焦搬迁群众的长远
生计，坚持以党建引领群众就业，不断加强和完善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体
系，紧扣搬迁群众就业需求、创业需求、市场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
培训、定岗培训，为搬迁群众量身定做“100%就业计划”，开展叉车、电工、
电焊、育婴家政等“十八般武艺”技能培训实操，带动各族搬迁群众从农民
身份转换成为技术型城乡居民。2023年以来，举办13期技能培训班共计1100
余人。通过就业帮扶、开展就业培训等举措，让搬迁群众掌握了新的生存技
能，6000余名搬迁群众通过劳务输出或就近就业，真正实现了“培训一人、
就业一人、致富一户”目标，有效解决了易地移民搬迁后群众就业致富问题。

实现在家也能就业，提高收入拥有幸福感。社区积极联系扶贫车间，关
注耳塞组装、手机数据线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为搬迁户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5850个。60岁以上老年人则以“培训合格+在家编制+计件结算”方式，熟练
工每人每月收入可达1500至3000元不等，做到就业不离家、收入能养家的就
业模式。截止目前，吉祥社区搬迁群众实现“在家就业”的就有600余人，提
升了搬迁安置点群众就业的幸福感。

近日，在蒙山县蒙山镇甘棠村，晚霞映照下的连片大棚蔬菜基地蔚为壮观。目
前的大棚蔬菜，每年可轮换种植5至6批，单位面积蔬菜产量与效益远远高于普通
地块。近年来，蒙山大面积发展大棚蔬菜，引领群众发展蔬菜生产，年种植蔬菜超
过30万亩，建成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蔬菜生产基地县，不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图为晚霞映照下的连片大棚蔬菜基地。 （黄胜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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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发展大棚蔬菜 助力乡村振兴

时下，在天等县都康乡，万亩富硒米水稻逐渐成熟，遍地金黄，风吹“浪”
卷，沃野飘香，田畴溢彩，如诗如画。据了解，近年来，天等县都康乡充分发挥
硒土壤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富硒米”产业，倾力打造“硒”望田园，单季
种植富硒米水稻面积达15000亩，实现全乡富硒米水稻种植全覆盖。

图为美丽如画的都康乡田园“丰”景。 （黄城松 摄影报道）

天等：万亩“硒”望田园“丰”景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