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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熬制古法红糖。

广西民族报乡 村 振 兴

隆冬时节，寒冷的融水苗族自治县红水乡
振民苗寨却温暖如春，苗胞们围坐在“火塘议
廉”点，炒阴米、煮茶水、打油茶，几口热气
腾腾的油茶下肚，大家的话匣子像是一下被打
开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讲着“水”的故事。

“来、来、来，进门就是客，喝碗油茶
吧！因为你们的帮助，我们随时都有水煮油茶
了，咖意喔（苗语‘谢谢’）！”

这是广东省廉江市纪委监委在该县红水乡
振民苗寨监督检查粤桂协作项目时亲身经历的
一件暖心事。

连日来，广东廉江、广西融水两地纪委监
委深入该县红水乡振民、高文苗寨对粤桂协作
项目之一的饮水提升工程进行专项督查，纪检
监察干部冒着寒风进入苗山深处的水源头、水
池边、抽水房、农户家，通过看现场、问苗
胞、查资金等形式，面对面、实打实地督查饮
水工程的有关情况，确保粤桂协作项目落地见
效、惠及苗胞。

“你看，水来得特别多、特别大，以前经

常是一滴水也没有。”面对督查的廉江市纪委
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梁闪，振民苗寨的韦艳红
微笑地扭开水龙头，“我们时时渴望有水喝、
有水用，但以前到了枯水季节，水就成了大问
题。我们只能用三马车、摩托车去几公里外去
拉泉水。”

说起曾经用水难的问题时，韦艳红还是一
脸的无奈。

近年来，该县纪委监委在振民、高文苗寨
监督检查时，苗胞们多次向纪检监察干部反
映，振民、高文苗寨同处高山地区，同是
4000 多人，同喝一池泉水，每到枯水期，供
水量和水压严重不足，只能按片区管理，隔两
天送水一次，季节性缺水严重困扰着当地苗
胞。该县纪委监委立即将之列为问题清单，及
时向乡政府、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反馈情
况，并跟踪督促相关部门履职尽责，把解决村
民季节性缺水的问题，作为惠民生、解民忧、
护民利、暖民心的大事要事来抓实抓好。

“振民和高文人口多、地势高、用水量

大，是长年缺水的苗寨，更重要的是我们缺少
资金，办不了大事啊！怎么办？”调研后，该
县相关人员感到很无奈。

“我们要实实在在地为民办实事、好事，
没资金就要想办法，把难事办好、办实。”廉
江在融水挂职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吴福东表
示。去年7月初，在粤桂东西部协作项目和纪
委监委的推动下，该县全面启动振民、高文苗
寨的饮水提升工程。

“在工作中，我们必须要加强监督。通过
监督，既能保护干部，又能让每一分钱用到刀
刃，使群众真切感受到可及可感的实事好事就
在身边。”梁闪坚定地说。

廉江、融水两地纪委监委采取事前介入、
事中跟进、事后跟踪等方式，对饮水提升工程
进度、建设质量、资金拨付等方面，进行全程
监督、精准监督、跟进监督，把好关口；村务
监督委员会牵头抓总，成立了监督小组，组织
人员不定时地对建设的质量进行“零距离”监
督，发现问题，要求及时整改，确保饮水提升

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村民委员会制定了运行管
理制度，具体细化管理机构、管理办法、管理
经费等制度，对工程维修、应急供水、饮水安
全、用水收费等方面进行量化，同时还建立智
能监控系统，对水质、水量、水压进行实时监
测与预警，让饮水提升工程真正地发挥作用，
惠及群众。

如今，在严格监督的推动下，经过 150
天的紧张施工，投资粤桂资金 265 万元的一
级、二级、三级蓄水池、抽水机房等饮水提
升工程，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近万名振
民、高文苗胞终于喝上了日思夜想的干净、
清甜泉水，从此告别了数百年来季节性缺水
的历史。

2021 年以来，廉江、融水两地纪委监委
对粤桂协作项目及资金开展监督15轮次，发
出监督检查反馈单和建议单9份，推动教育医
疗帮扶、饮水提升工程、道路及产业园建设等
项目如期完成验收82个，极大助力了乡村振
兴。 （龙林智）

融水：跟进监督让苗胞告别了“用水难”

曾在深山无人识，今朝闻名天下知！近年
来，随着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宁明县花山岩
画景区内，当地群众用传统手工制作的特色农
产品——曾经默默无闻的红糖，摇身一变成为
了深受广大游客青睐的“抢手货”，从小山村

“飞”向全国各地，“甜”入千家万户。村民们
靠制售红糖鼓起了腰包，过上了甜蜜的日子。

宁明县城中镇耀达村，位于明江河畔、花
山脚下。在这里，村民们用古法柴火手工制作
红糖，是世代相传的传统手艺，已有数百年历
史。当下正值甘蔗丰收季，也是村民们熬制红
糖的好时节。每天一大早，家家户户就开始了
一天的劳作，砍甘蔗、运甘蔗、榨蔗汁、烧火
炉、熬糖汁……各个环节紧密衔接、有条不
紊。

耀达村岜栾屯村民、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宁明壮族红糖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
承人黎友军，也正在自家作坊里忙碌着制作红
糖。新鲜榨出的甘蔗汁被倒入大锅，架起猛火
熬煮，期间需不停搅拌，使汁水逐渐浓缩。一
时间，香气和甜味就弥漫整个作坊。待热糖浆
熬好，趁热将其倒入模具，随着温度降低，糖
浆冷却成型，一块块色泽金黄透亮、香气扑鼻
的红糖便呈现在眼前。

“去年我们建起了家庭作坊，生产红糖更
加方便，品质也更加有保障了。去年生产的红

糖有几十吨，年收入也有几万元。制作出来的
红糖大部分都是游客、外地的老板来订购的。
今年行情比往年更好，现在的红糖供不应求，
我们每天都忙个不停。”黎友军介绍说。

过去，耀达村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尽
管村民手艺精湛，耀达红糖却难以走出大
山，没能给村民带来好收益。近年来，宁明
县大力推动文旅发展，全力推进花山岩画景
区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交通条件极大改善，来景区旅游的游客
逐年增多。耀达红糖凭借天然香甜，赢得游
客青睐，销量大增，村民们在家门口也吃上
了“旅游饭”。

村里抓住机遇，大力推进红糖产业发展。
自 2023 年起，宁明县妇联副主席、耀达村驻
村第一书记廖树珍带领工作队员、村两委干部
深入走访调研，动员村民建设标准化家庭作
坊，规范制作流程，提升红糖品质。宁明县民
族宗教服务中心与城中镇市场监管所也大力支
持，提供资金扶持和标准化建设指导。

“我们耀达村历来有手工制作红糖的传
统，村民依靠制作和销售红糖来增加收入。去
年我们大力引导群众建设家庭作坊，红糖生产
环境和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村里的红糖产
业也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廖树珍介绍
说，2023/2024年榨季，全村有32家农户参与

红糖制售，产量达到25万吨，总收入超125万
元，创下了历史新高。

家乡的发展，也牵动着青年人的心。耀达
村村民何夏雯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她看好村
里红糖产业的潜力，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借助
互联网为红糖开辟新销路。何夏雯召集了身边
几位志同道合、同样怀揣创业梦想的伙伴，大
家齐心协力，一同创立了“古江遥红糖铺”。
他们潜心钻研各类电商销售的门道与技巧，通
过网络平台直播带货销售红糖，让耀达红糖跨
越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

何夏雯说：“手工红糖是家乡的特产，现

在我们主要是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两个网络
平台进行直播带货销售，销售势头蛮高的。我
们回乡创业的初心，是想把家乡的特产宣传、
销售出去，拓宽销售渠道，帮助村民就业和增
加收入。”

如今，耀达村的红糖产业乘着文旅发展的
东风，蒸蒸日上，充满希望。昔日默默无闻的
花山耀达红糖，借助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及特
产店等多元渠道，“飞”出了小山村，“飞”到
全国各地、大江南北，让当地群众的“腰包”
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甜。

（陆铁山 陈桂梅 吴春元/文、图）

古法红糖“熬制”甜蜜新生活
宁明耀达村：

近日，天等县龙茗镇龙英社区沃柑采摘园里，不少游客在采摘沃柑。据悉，最近几个
月来，该果园里果树挂果率高，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吸引了远近游客入园自由采摘，体
验农事活动，共享丰收的喜悦。近年来，天等县种植水果面积达3万多亩，通过“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方式，培育休闲采摘、农事体验等乡村旅游业态，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图为游客在采摘沃柑。 （黄城松 摄影报道）

天等：田园采摘撬动农旅融合发展

时值冬季，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交村村农民在冬闲田喂养土鸭，待供应春节年货市场。
近年来，梧州市大力鼓励农民利用冬闲田开展冬种冬养，放养鸡鸭鹅等家禽，推广一地多用
模式，助力农民增收。图为农民在喂养土鸭。 （颜桂海 摄影报道）

龙圩区：冬闲田养鸭待供年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