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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采收桑苗。

▲驻村队员、村委干部和村民一道种植草珊瑚。

青山环抱的天等县进远乡岩造村，村内一
幢幢漂亮的小楼房比屋连甍，错落有致；屯内
巷道纤尘不染，房前屋后空地栽花植绿，雅趣
盎然；村子里有农家书屋、棋牌室、篮球场、
戏台、荷塘、文化长廊等，村民们或聚在一起
唠家常、唱山歌，或看书、下棋。村外稻田绵
延，瓜果飘香，铺展出一幅村美民富、文明和
谐、绚丽多彩的乡村画卷。

岩造村是天等县唯一一个村屯合一的行
政村，全村共 17 个村民小组，640 户 2407
人。屯子大、人口多、情况杂，过去婚丧嫁
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一度十分
盛行。近年来，岩造村大刀阔斧除弊立新，
靶向施策，通过实施“法治村”“文明村”

“书香村”“幸福村”等“四村”建设，推动
村庄“破茧成蝶”，实现精彩“蜕变”，焕发
出文明新气象。该村先后荣获广西法治建设
先进集体、崇左市文明村镇、崇左市书香乡
村、崇左市信访工作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
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推行党群共治，打造平安和美“法治村”

“潘支书，我现在是先礼后兵，来这里找
你讲理了，你不管的话，我们就用我们的方式
解决问题了。”近日，几个情绪激动的村民闯
进村委会，找到岩造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潘宗志。

“凡事都要讲法理，你们可不能胡来，
有什么事，好好说。” 潘宗志边安抚村民情
绪，边寻问事情的原委。

经过询问，潘宗志了解到这是一起邻里间
共用通道引起的纠纷，便胸有成竹地说：“我
们现在推行网格化管理，你那片区归玉劲松
管，我这就叫玉劲松来处理。”

玉劲松在村里德高望重，很有威信，他一
听事情经过便知症结所在，一通电话调解后，
便让当事人撤掉了通道围栏，事了人和。

善治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来，岩造村
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推行“党群共治、依法共
商、网格共管”治理模式，组建了以党代表、

村民代表为主体的“党群共治会”，将岩造村
17个村民小组划分为22个网格片区，每个网
格落实法治管理员，选当地品行好、有威望、
有能力、热心公益事业的“五老人员”、党员
干部、经济能人等担任，通过“网格化管理、
亲民式服务”，实现了“联系无遗漏、管理无
盲点、服务无缝隙”工作目标。

推行文明共建，打造移风易俗“文明村”

“以前攀比心太重，操办红白喜事讲排
场、比阔气，一家比着一家办，唯恐自己丢了
面子。现在好了，大家遵循约定，既不丢面
子，还能省不少钱。”提起大操大办之风得到
扭转，在天等县农业农村局工作的岩造籍干部
何蒙说。

何蒙的母亲于2024年8月辞世。何蒙说，
换做以前，为了彰显所谓的孝心，他为母亲办
丧事，少说也要花5万到8万元。此外，一众
亲朋好友和同事赶来奔丧，接连几天都要大宴
宾客，既劳民又伤财。“还是现在的风气好，
节俭办丧，真是为我们大家减负松绑了。”何
蒙感慨道。

文明是乡村最美的风景。“岩造村持续深
化移风易俗工作，创新举措，狠刹陈规陋习，
倡导婚丧嫁娶新风尚，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进远乡党委宣传委员杨正乐
介绍，岩造村采取“党群共商”“庭院夜话”
等方式，汇集群智群策，创新修订了村规民
约，约定统一红白喜事操办规模、随礼上限等
内容。例如红白事宴请不得超过20桌，菜品
不得超过 6 样，婚嫁迎娶随礼不超过 100 元，
白事人情费一律只收30元。

为落实村规民约相关内容，岩造村成立由
村里熟悉操办婚丧事宜的人员组成的红白理事
会，村内的红白喜事一律执行备案制度。创新
设立礼金代收机构，专门负责代收农户办理红
白喜事的人情费，全村共用一本人情登记簿，
统一礼金标准尺度。

同时推行“共享食堂”模式，在指定的公
共场所开展宴请活动，让操办对象共享桌椅板

凳、厨具餐具，节约办理成本，方便公众监
督。2024 年以来，岩造村操办节约型红白喜
事12场，宴席规模从过去司空见惯的30桌左
右控制为如今的20桌以内，平均每场减少开
支7000元左右，累计减少花费8万多元。

推行文德共修，打造崇学向上“书香村”

走在岩造村农家书屋里，屋内干净整洁，
书籍摆放得井然有序，一排排书架前，村民、
学生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成为村子里一道别致
的“新风景”。

文化是乡村最亮的名片。围绕解决村民生
活单调、精神空虚贫瘠的问题，岩造村持续加
强农家书屋“软硬件”建设，积极探索“农家
书屋+”模式，让岩造处处飘书香。“在打造

‘书香岩造’的过程中，我们推行的模式是
‘1+N’和‘4个1’模式。” 进远乡乡长李乃
富进一步解释，“1”即“主阵地”农家书屋，
由 1 名村党总支委员担任书屋图书管理员，

“N”包括多面教育墙和多处图书角，让村子
里处处是文化“磁场”；“4个1”即通过1堂党
员微党课、1堂大榕树课堂、1次读书分享活
动、1次户外教学活动等方式推动全民阅读蔚
然成风。

同时，村里成立助学基金会，通过发出一
纸倡议书、群发一条短信、举办一场助学颁奖
仪式等形式，传承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激励
岩造学子勤奋读书、奋发有为。

2019 年基金会成立至今，岩造村已筹集
资金37万元，资助学生292人，培养出大学生
160人。

推行发展共享，打造守望相助“幸福村”

幸福是百姓最大的愿景。岩造村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党群活动中心等为载体，搭建邻
里大家庭“互助共享邻里圈”，通过举办篮球
赛、晚会、外嫁女集体探亲等活动，推进“互
助共同体”建设，涵养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
文明风尚。

同时，岩造村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建立
一支“不用吹哨、主动报到”的志愿服务队
伍。设立“一站式服务”点，提供“一门式办
理”，为群众提供代售、代购、代办、代跑等
服务。进远乡党委书记赵小娇说：“2024年以
来，村里56名‘服务员’为群众代办农房审
批、产业奖补、交通补贴、低保申报等895件
次，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为推动新风尚的养成，岩造村聚焦文明
乡风、说事议事、创业致富等制定指标评分
细则，将村民的日常行为转化为可量化指标
分值，开展“每月一评分、每季一表彰”，并
根据积分给予相应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通
过推行积分制，让村民积极主动参与到村务
治理工作中来，真正实现群策群治共建共享
的“大合唱”。

（黄城松）

春来乡村闲人少，林下套种药材忙。连日
来，融水苗族自治县大浪镇上里村坳底一带林
地里，村民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认真起垄、
挖坎、栽苗，一派忙碌的景象。刚栽植的草珊
瑚嫩芽抖动，散发淡淡香味，生机盎然。

“每亩种植 1000 株左右，草珊瑚成活后
要注意除草施肥，每株施肥100克到150克，
足够的肥料促使母株分蘖长出更多的分株
……”村民们一边劳作，技术员一边手把手
地传授草珊瑚种植管护需要注意的事项。

“去年在杉木林下套种草珊瑚6亩，今年
准备再种8亩，目前已栽下5000株，面积大
概6亩，购买苗木花了1750元。”这几天，村
民杨梅努一家和其他村民一样，都在忙碌地
种植村里统一调运的草珊瑚苗木，趁着天气
回暖和孩子们还没外出打工，一家人利用 3
天时间把苗木种完。

近年来，上里村充分发挥当地森林丰富的
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林下套种中草药的产业发
展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乡村振
兴之路。通过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经营模式，吸收脱贫户用闲置土地入股，大伙
抱团发展草珊瑚、黄精、五指毛桃等产业项

目。合作社还为种植中草药的村民提供种苗、
技术指导、产品回收等支持，既解决了种植户
的技术问题，又保证了村民种出来的中草药有
销路，让村民不再担心种植的风险。目前，该
村已种植草珊瑚600多亩、五指毛桃120亩、
黄精120亩。今年，上里村与西安幸福药业初
步达成合作协议，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完成林下
种植金毛狗蔸1200亩。

“三分种植七分管理，大家要勤施肥、除
草，保证草珊瑚根粗壮，生长更多的枝条，
从而达到枝繁的效果。”驻村第一书记张东在
现场给村民传授草珊瑚种植管护技术。他
说，眼下正是种植管护药材的好季节，村里
已投入3.85万元调运草珊瑚苗木11万株，村
民将新种植草珊瑚150多亩。

目前通过科学规划和精细化管理，林下
套种的草珊瑚、黄精等中药材长势良好，预
计两年后进入丰产期，实现了绿色发展和增
收致富的双重提升。下一步，上里村将继续
利用丰富的林业资源，引导鼓励村民发展林
下经济，做好“山”文章，做活“林”经
济，提升“林”效益，拓宽村民致富路。

(韦仕尤/文、图)

3月11日，在忻城县城关镇尚宁村优质桑育苗基地，村民正忙着管护、采收桑
苗，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2024年忻城县桑园种植面积25.39万亩，发蚕种量118万张，鲜茧产量
4.77万吨，产值26.01亿元。桑蚕产业已成为忻城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重要支柱产业。 （樊绍光 摄影报道）

3月9日，在柳州高速过境线公路（罗城经柳城至鹿寨段）项目平山南枢纽施工现
场，建设者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互通匝道桥现浇箱梁模板安装作业。

据悉，柳州高速过境线公路全长约 97 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缩短罗城、柳
城、鹿寨等地通行时间，有效促进沿线农产品运输、旅游资源开发及产业协同发展，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向杉 袁艳 摄影报道）

天等岩造村：除弊立新绘就文明乡村新画卷

融水上里村：林下套种“药味足”

柳州高速过境线公路建设加速推进

忻城：春日采收桑苗忙

▲建设者们在忙碌地施工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