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3月28日

责任编辑：谢梁雨4 广西民族报乡 村 振 兴

▲彭春涛帮助群众搬运甘蔗。

雨水至，春耕始。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乔
善乡古金村的广袤田野上，泥土散发着湿润的
气息，村民们在田间忙碌，播撒着新一年的希
望。驻村第一书记彭春涛也忙碌了起来，和村
民们一起，为新一年的丰收努力着。

2023年4月，彭春涛从罗城融媒体中心的
一名新闻记者转型为古金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回忆起过往，一段段经历让彭春涛刻骨铭心。

“怎样才能迅速进入角色，不辜负组织和村民的
重托？”初到古金村，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全新的
工作挑战，他不断思索着。

当时的村两委班子年龄结构偏大，工作推
进缓慢，犹如一辆老旧的马车，难以快速拉动古
金村的发展。凭借多年做新闻培养出的敏锐洞
察力，他迅速意识到，要实现乡村振兴，增强村
级党组织是关键突破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彭春涛开启了密集的调研。他频繁与乡领导商
讨对策，与村两委干部座谈，进村入户听走访群
众的心声。

“万事开头难,唯有行动起来,才能攻克难
关。”彭春涛说，只有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才能帮助群众解决难题。

在这个过程中，质疑声和阻力不断，有人怀
疑这个“第一书记”能否真正带来改变，也有人
担心自身利益受损。但彭春涛没有放弃，他用
耐心和真诚去化解矛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他的努力下，年轻有能力的干部走上了村党委
书记的岗位。2023年9月，古金村通过补选，进
一步强化了村两委力量，各项工作分工更加明
确有序。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彭春涛让古金
村的‘车头’重新发动起来了。”分管古金村工作
的乔善乡党委副书记谢海岸对彭春涛的工作表

示肯定。
彭春涛满怀着对乡村振兴事业的热忱，全

身心地投入到古金村的发展建设中。然而，命
运却在他最忙碌的时候，给他出了一道无比艰
难的选择题。

刚驻村那年，妻子的预产期越来越近，可
就在这时，村里突然接到上级重要检查通知。
怎么办？“当时真的是太难抉择了！”彭春涛回
忆起那段经历，眼神中仍流露出一丝无奈与坚
定。

抉择是什么？是在小家与大家之间的艰难
权衡，是在个人情感与工作责任之间的痛苦拉

扯。只因他知道这次检查，每一个细节都不容
有失。“为了大家，只能亏欠小家了。”为了古金
村群众，最终，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坚守在村
里，全力投入迎检工作。一家一户地走访确认，
一项一项地核对细节，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责
任与担当。

在乔善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要古金
村工作做好了，乔善乡的工作就完成了一大
半。”这足以说明古金村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
性。古金村下辖23个自然屯，1669户人家，共
5590人，脱贫户和监测户众多。彭春涛没有被
数字和困难吓倒，他深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

的重点。
于是，彭春涛紧紧抓住发展产业这个“牛鼻

子”，探索“订单”农业模式，推动糖料蔗、烤烟、
桑蚕等特色产业扩大种植规模。

2024 年，古金村糖料蔗种植面积达 1500
多亩，桑蚕养殖规模扩展到 500 多亩，烤烟种
植400亩。村民收入大幅提升，人均可支配收
入近 2 万元，脱贫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7
万多元。

彭春涛始终秉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理念，全心全意为村民排忧解难，他的付出赢
得了古金村群众的一致好评。“要了解群众需
求，就得深入群众生活。彭春涛在群众中口碑
颇很好！”老村干韦大祥介绍说。得知古罗屯、
板现屯群众急需产业路，彭春涛赶忙对接相关
部门，全力配合申报。在他的努力下，产业路项
目成功列入2025年项目库。

彭春涛坚持走村入户，每年走访都在 500
户次，为群众解决了诸多实际问题。遍访到脱
贫户韦爱梅家时，彭春涛得知其家庭困难，立刻
协助申请临时救助，提升低保档次，有效减轻了
她家的经济压力。

驻村期间，他和村委干部一起用心健全村
民议事制度，组织篮球赛和移风易俗活动，引导
群众制定村规民约，还邀请民警开展法治讲座，
提升了服务群众的质效。两年来，彭春涛参与
调解矛盾纠纷成功率超90%，推动城乡医保参
保率达96%。

“驻村两年，我学会了壮话，历练了思想，壮
实了筋骨。”彭春涛表示，“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我将以‘实干担当’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为
乡村振兴事业挥洒自己的汗水，书写属于自己
的精彩篇章。” （蒙增师/文、图）

罗城古金村驻村第一书记的精彩篇章

今年春节期间，大新县硕龙镇德天
村热闹非凡，壮族歌手高亢的高腔山
歌、特色的舞狮表演在德天景区牌坊前
精彩上演，欢快的节奏、灵动的舞狮，
引得游客和村民们阵阵喝彩。与此同
时，德天村的农家乐、民宿生意火爆，
村民们热情地招呼着八方来客，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德天村，正以独特的
景区优势为引擎，在推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绘就一幅民族团
结、亲如一家的动人画卷。

大新县硕龙镇德天村地处中越边
境，与越南隔河相望、山水相连，风景
如画，是著名的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德天瀑布和全国
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 （板
约） 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所在地。德天
村先后获评“全国旅游重点乡村”“自治
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曾经，由于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
便，德天村的经济发展十分滞后，村民
们大多依靠传统农业为生，收入微薄。
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德天瀑布独
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
来观光游览，德天村迎来了新的发展契
机。

为了抓住这一机遇，德天村在当地
政府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积极探索“公司 + 村集体 +
边民”的发展模式，将丰富的旅游资源
转化为经济优势。村集体通过整合土
地、房屋等资源，与景区开发企业合
作，参与景区的旅游项目运营。同时，
鼓励村民以土地入股、房屋出租、劳动
力参与等形式，加入到旅游产业发展中
来，实现多方共赢。德天村正迅速成为
全国各地游客竞相“打卡”的旅游胜
地，也逐渐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重要平台，各地各族的游客在山水相逢
间，以欢声笑语为丝线，编织出民族团
结进步的斑斓锦卷。2024 年，德天跨国
瀑布景区接待游客223.38万人次。

在发展过程中，德天村始终将民族
团结放在首位。村里居住着壮、汉、瑶

等多个民族。大家虽然民族不同、风俗
习惯各异，但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过程
中，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亲如
一家。壮族村民凭借对当地文化的深入
了解，为游客表演壮族山歌、舞蹈等传
统节目，展示壮族的民俗风情；汉族村
民则利用自身的商业经验，经营起了农
家乐、民宿等旅游服务项目，为游客提
供优质的食宿体验。各民族之间相互学
习、相互帮助，共同为德天村的旅游发
展贡献力量。据统计，2024 年德天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了67 万元，同比增长了
26.4%。

随着德天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村
集体经济收入逐年攀升，也为村民们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许多外出务工的
村民纷纷返乡，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创
业。村民吕大明以前一直在外地打工，
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如
今，他回到村里，在景区附近开了一家
农家乐，生意十分红火。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赚钱，既能照顾
家人，又能为村里的发展出一份力，真
是太好了！”吕大明高兴地说。像吕大明
这样返乡创业的边民还有很多，他们的
回归不仅为德天村的旅游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
会稳定。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德天村还
注重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村里
举办“广西三月三”、侬峒节、“元春
节”等民族文化活动，让年轻一代了解
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些活动不
仅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吸
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与，成为德天村旅
游的一大特色亮点。通过开展文化活
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感情
更加深厚，民族团结的氛围也更加浓
郁。

如今的德天村，已经成为了远近闻
名的旅游胜地和民族团结示范村。游客
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
风光，还能感受到各民族之间亲如一家
的和谐氛围。 (梁桂花)

时下，走进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田间地头，
桑园翠绿连片，香牛悠闲觅食，林间伐木声与加
工厂的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一幅产业兴、农
民富、乡村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近年来，环江以“产业强县”战略为抓手，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发展桑
蚕、林业、香牛、生猪、特色水果等五大特色产
业，大力推进农业“十大百万”工程和庭院经
济，形成了多点开花、全面发力的良好局面。全
县特色产业覆盖脱贫户2.28万户，农民人均纯收
入同比增长8.6%。

同时，环江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
农户”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动脱贫户增收。截至2024年底，全
县累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911家，带动1.69
万脱贫户增收。

品牌建设是环江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全
县积极开展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工作，利用
品牌效应开拓市场。截至目前，全县“三品一
标”认证农产品达35个，入选“广西好嘢”农
业品牌2个，入选“自治区四星级现代特色农业
示范区”6个。环江先后荣获“中国菜牛之乡”

“中国香猪美食之乡”“广西十佳桑蚕生产基地
县”等荣誉称号。

品牌建设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还为
农产品走向大市场铺平了道路。环江通过“消费
帮扶助农增收集中行动”“三月三”“分龙节”等
民族活动，组织或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会，举办
深圳环江特色农产品专题展，不断拓宽农产品销
售渠道。去年全县消费帮扶线上线下销售金额达
4.2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粤桂协作也为环江产业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环江积极对接广东市场，通过
招商引资、共建产业园区、加强产销协作等方
式，推动产业合作不断深化。2024 年，环江出
台优惠政策，吸引多家广东企业到环江投资建
厂，共建帮扶产业园和扶贫车间，带动脱贫人口
就业。同时，通过搭建购销平台、定向采购等方
式，引导广东市场采购环江农产品，进一步拓宽
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下一步，环江将继续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
提升“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深
化粤桂协作，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农民在产
业发展中持续受益。 （蒙宏谯）

连日来，天气回暖，春意复苏，融水苗族自治县红水乡集市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当地苗族群众抢抓农时，纷纷忙着选购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备种备
耕，争取今年能有好的收成。图为各民族群众在集市上选购良种。 （兰堃 摄影报道）

景区搭台促发展 民族团结共繁荣

环江：特色产业“挑大梁”

融水: 苗山群众备种备耕

大新县德天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