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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瑶族自治县，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
件和生态环境，夏可避暑、冬可避寒，一直以来
都是国内外游客心目中的热门目的地。随着
旅居康养产业的兴起，旅居巴马成为巴马文旅
新IP。因此，巴马着力将康养产业作为主导产
业，养老产业作为重要一环，在服务协同中不
断发展，打造区内领先的“医养康”相结合的

“巴马模式”。
“大妈，买了这些药给你送来，肠胃宁片一

次吃三颗，一天吃三次，你要记得吃。”巴马县
人民医院医护人员黄忠康一边叮嘱一边给 86
岁的覃的英拆开药盒。另一名医护人员李仁
贵来到 78 岁的黄丽美家中，亲切询问老人身
体怎么样了、有没有按时吃药，一边说一边给
老人量体温。

“医生每月都会来我家嘘寒问暖，帮打扫卫
生、买菜做饭，他们一来，我心情就好了很多。
在需要的时候有帮助、生病的时候有便捷的医
护服务，我是幸福的，感谢党、感谢政府。”黄丽
美激动地说。

“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我们的亲人一样，互相
之间都有感情，我尽力去帮他们，让他们感受到
更多温暖、更多幸福。”李仁贵深情地说。

这是巴马通过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为符合
条件的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提供
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探访关爱。截至2024年
底，巴马社会组织团体达到175个，志愿服务团
队共有7个，社会组织团体成员及社会志愿者
人数近5000人，为全县7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了
服务12285人次，让老年人安享“老年时光”。

去年以来，巴马积极改造提升农村敬老院，
同时建成甲篆镇坡月村养老客房48间，每天入
住近百人次，有效承接了巴马养老功能疏解。
所有养老机构都与医疗机构签订了《医疗服务
合作协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中有养，养中
有医，康复相助”“医养康”三位一体养老模式；
初步构建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了
各类老年人机构养老的需求，为巴马康养产业
增加一张亮眼名片。

2月18日上午11点半，在巴马最大的易地
移民安置区——新民社区长者食堂里做出了冒
着热气的饭菜，小炒肉、煮豆腐、炒白菜应有尽
有，食堂也开始热闹起来，人们陆续进来排队打
饭菜，有的打包带走，有的坐在里面吃，不一会

儿，食堂里就坐满了人。
“这个食堂的饭菜可口、服务好、价格好，我

和老伴儿的饭菜每天都是从这里打了带回去
吃，方便又省事。”77岁的罗日辉端着盛满饭菜
的饭盒，笑容满面地说。

这是巴马通过“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
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方
支持方式，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正餐消费给予
补贴，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就餐、送餐等普惠性服
务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项目。

巴马将进一步推进“养生巴马”文化品牌建
设，持续提升全县老年人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乐、老有所安。

(韦明崧 韦春灵)

眼下，走进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易地搬迁
安置区，只见楼房整齐划一，社区服务中心
人来人往，帮扶车间内机器轰鸣，光伏板在
楼顶熠熠生辉……昔日的贫困群众在这里开
启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新生
活。去年该县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第二季度人
均纯收入达 13663 元，同比增长 19.83%，增
速领跑全县脱贫人口。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城西安置区的帮
扶车间里，周海凤正熟练地操作缝纫机。“家
门口上班，月收入 3000 多元，还能照顾老人
孩子。”她笑着说。为让搬迁群众“有活干、

有钱赚”，环江打出就业帮扶“组合拳”：引
进 16 家帮扶车间，免费提供 436 间商铺，开
发 400 多个公益性岗位；搭建就业创业服务
平台，通过“直播带岗”、技能培训等方式，
帮助 300 多名群众掌握养老护理、家政服务
等技能，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目
前，全县有劳动能力的搬迁家庭全部实现至
少一人就业。

“楼下开商铺，楼顶建光伏，家门口还能
种菜养鸡。”在城北安置区，搬迁户韦大哥对

“六园六小”项目赞不绝口。环江因地制宜打
造工业、农业、电商等六大产业园，发展

“微菜园”“小作坊”等庭院经济，形成“楼
上光伏、楼下商贸”的立体产业模式。以柳
浪咧特色商旅小镇为代表的文旅项目，更成
为县域经济新增长点。该县还探索楼顶光伏
产业，既充实集体经济，又为每户年均增收
2000余元。

社区治理是搬迁群众融入新生活的关键一
环。在毛南家园社区，“阿毛哥”卡通形象随
处可见。这是当地创新推出的民族团结文化品
牌。通过“五社联动”机制，社区引入社工机
构、志愿者队伍，开展独居老人探访、护童行
动等志愿服务，用“爱心积分”激发居民参与

热情。此外，投入371万元修缮基础设施，推
行“1个月内解决房屋报修”承诺，让群众住
得舒心。社区还利用毛南族分龙节、重阳节等
传统节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深山到城镇，从“忧居”到“优居”，
从“脱贫”到“致富”，环江以社区管理“小
切口”推动城镇化“大变革”，蹚出了一条

“安居”与“乐业”并举、“治理”与“发展”
共赢的新路。如今，这里的群众正携手绘就共
同富裕新画卷，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

（蒙宏谯）

巴马：深耕医养结合“名片” 夯实养老产业根基

从深山到城镇 从脱贫到共富
——环江易地搬迁社区的“红火密码”

近日，马山县白山镇立星村贝贝南瓜大
棚里，30 亩三色贝贝南瓜迎来了丰收采摘
期，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运，现场
一片丰收忙碌的景象，为村民增收致富增添
了新的希望和亮色。

近年来，立星村通过深化农企合作，探
索现代农业发展新途径，带领村民闯出增收
致富新路子。立星村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加强与成功推出毛
节瓜、玉米、苦瓜等新品种的农业公司合
作，培育特色产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2024年下半年，立星村开始探索贝贝南瓜产
业发展。

贝贝南瓜的种植有季节性，春季播种的
约在4-6月份成熟上市，秋季播种的在11-12
月份成熟上市。由于冬天天气寒冷且会有霜
冻，露天种植会影响南瓜的生长及收成。立
星村大胆试验，通过大棚种植三色贝贝南

瓜，采用大棚立体吊蔓的方式种植，延长采
摘期，加强种植护理，实现错峰上市，促进
贝贝南瓜增产增收，取得了较好成效。现
在，每个大棚种植 600 株以上，产量约 1500
公斤左右。

据基地工作人员介绍，贝贝南瓜以其小
巧圆润、口感细腻、营养丰富等特点深受消
费者喜爱。立星村的贝贝南瓜从播种到除草
再到采摘，全程雇用本地村民，每年可带动
周边村民几十人就业，帮助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和增收致富。

大棚种植贝贝南瓜的成功让立星村信心
倍增，激发基地及村民们积极探索增收致
富新渠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种植
圣女果、蓝莓等特色果蔬产业，进一步辐
射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和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建设。

（窦大全/ 文、图）

2月25日，苍梧县举行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配送仪式，并向该县石桥镇东安社
区农家书屋免费配送图书。据悉，该县新华书店从即日起向全县143个村（社区）农家
书屋免费配送图书共计1.2万多册。图为配送仪式合影。 (黎杰源 摄影报道)

贝贝南瓜闯出增收致富路

苍梧：农家书屋免费配送新书

2月25日，在融安县长安镇红卫村，农民在田间育金桔树苗。早春时节，各族
农民抢抓农时，春耕备耕，广袤的桂北大地处处都是各族群众忙碌的身影。

融安县是“中国金桔之乡”，全县金桔种植面积达22.6万亩，种植金桔是当地
群众稳定脱贫、增收致富的主渠道。图为农民在田间育金桔树苗。

（谭凯兴 覃庆和 摄影报道）

融安：育桔苗 备春耕

▲村民在分拣贝贝南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