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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的期望
和“建设和美乡村”的愿景，2023年5月，自
治区文联派驻博白县沙河镇玉桥村的第二支队
伍光荣赴任。在两年的驻村工作中，这支驻村
工作队以文联资源为纽带、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在防返贫、兴产业、强基建、传红色、育
文化等方面持续发力，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用汗水与担当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永不褪色的帮扶印记。

留下“稳得住”的增收底气

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前沿哨兵”，工作队将防返贫监测作为
首要任务。两年来，通过集中排查、重点排查
和日常动态监测相结合，消除玉桥村4户监测
户风险、纳入风险监测户1户，为31户低收入
脱贫户建立“一户一策”动态帮扶档案，为
239 人次申请跨省交通补贴和县域内务工补
贴，为21人申报“雨露计划”、76户落实产业
奖补，让政策红利直达民生末梢，不断织密防
返贫“安全网”。在产业发展上，工作队联合
村“两委”立足村情，确立以荔枝、糖料蔗、
优质稻等产业种植为主，融合庭院经济的产业
发展路径，通过科学引导，发展荔枝种植450
亩、糖料蔗种植 174 亩、优质稻种植 700 亩，
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开发就业岗位32个，其中7
名脱贫户、监测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同时，鼓
励村民利用农闲时间在庭院编织芒编、加工电
子配件，形成“田间劳作+庭院创收”双增收
模式，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钱袋子”鼓起
来，稳稳端住了“增收碗”。

留下“看得见”的宜居底色

作为连接后盾单位与帮扶点的“桥梁”，
工作队主动担当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操盘
手”，对自治区文联每年划拨的专项帮扶经费
精心统筹、精准规划，牵头实施“亮化”、“清
洁”、“宜居”三大工程。两年来，工作队跑现

场、盯进度、解难题，共计为玉桥村安装太阳
能路灯290盏，硬化文化广场1个，硬化道路2
处 606 平方米，修建垃圾池 6 个，修建排水
渠、排污管各 1 处，投入资金共计 68.879 万
元。如今，随着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玉
桥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短板不断补
齐，村民生活品质显著提升。这些“看得见”
的改变，筑牢了玉桥宜居宜业的民生根基，让
群众切实感受到帮扶工作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留下“传得开”的红色火种

“孩子们会讲爷爷辈的革命故事，这是我
们村最宝贵的财富。”老党员刘大叔说。在夯
实物质基础的同时，工作队不忘挖掘本土红色
资源。玉桥村是八桂先驱朱锡昂先辈的出生地
和革命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依托朱锡昂
红色文化资源，工作队精心培养村小学生、村

“两委”干部担任朱锡昂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讲
解员，从撰写讲解稿到一对一指导发音、仪
态，打造出一支“本土红色宣讲队”，让革命
故事通过乡音乡语传得更亲、更实。此外，工
作队积极对接、落实自治区文旅厅和自治区文
联实施的朱锡昂故居保护展示工程，为朱锡昂
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和红色大讲堂添置空调、音
响等设备，为朱锡昂故居周边场地进行硬化
等，不断改善参观体验，让红色故事深入人
心，切实推动红色文化阵地提质增效。

留下“暖人心”的文艺力量

在文化惠民方面，工作队充分发挥自治
区文联专业资源优势，在玉桥村常态化开展

“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所表演的歌舞、小
品、魔术等节目深受村民喜爱；联系 《广西
文学》 编辑部在玉桥村开展青年作家乡村振
兴深扎活动，让乡村故事通过文字走向更广
阔的舞台；推动“圆梦工程”落地玉桥村小
学，邀请舞蹈家们传授博白采茶戏，让非遗

文化在孩子们心中扎根；组建村红色舞蹈
队，村屯夜晚充满活力，涵养文明新风。此
外，工作队主动服务地方文化发展，联系广
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在博白县举办“民间戏曲
与乡村文化振兴”研讨活动，组织自治区资
深戏剧评论家与博白相关部门深入交流，在

《中国艺术报》《文艺报》 发表专题文章，助
力桂南采茶戏品牌建设，让文化振兴既有

“烟火气”，又更具“影响力”。

留下“记得住”的帮扶真情

在村屯家家户户的大门上，文联书法家书
写的春联，是村民眼中最温暖的祝福；在老屋
场屯，脱贫户黄剑胜老人的电动轮椅第一次碾
过新硬化的水泥路——这是他十年来首次自由
出行；在清湖屯，村民围坐在新安装的路灯下
编织芒编，笑谈“你们文联的路灯太好了，能

不能再多装几盏！”“再叫你们文联来呀，多带
几个小品来，笑得肚皮疼！”每当工作队走访
群众时，总能收获这样热情的邀约。这些温暖
场景，这些镌刻着“记得住”的帮扶印记，早
已在实干与欢笑中，成为干群同心、携手前行
的温暖注脚。

两载耕耘驻村路，一片丹心帮扶情。玉桥
村驻村工作队用行动诠释“脚下有泥、心中有
光”的帮扶初心，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殷切期
望，在玉桥村的山水间、在群众的笑脸上，留
下了属于新时代驻村干部的壮美答卷。随着乡
村振兴的号角持续吹响，这份“带不走”的帮
扶印记，将继续照亮玉桥村迈向和美乡村的新
征程。
（宁茂峻 李富林 黄永忠 符宇 陆政凡/文、图）

永 不 褪 色 的 帮 扶 印 记
——自治区文联驻玉桥村工作队做到五个“留下”

5月5日，在苍梧县旺甫镇大盈村，村民们正忙着手工赶制腐竹，供应市场。
近年来，苍梧县以党建+致富能手+农户模式，依托传统工艺优势，凭借手工腐竹天然

无添加剂、口感醇厚的特点，结合政策扶持与创新模式，推动小作坊腐竹产业成为该地乡村
振兴的又一新路子，让腐竹产业远销广东地区，助力群众就业增收，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图
为村民在赶制腐竹。 (周火文 梁欣 摄影报道)

5月3日，位于桂平市蒙圩镇的广西玉柴农光电力有限公司“农光互补”光伏发电基
地里，太阳能光伏板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蔚为壮观。据了解，玉柴“农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规划总面积6600亩，计划总装机容量200兆瓦，年均发电量约2.4亿千瓦时。项目上
面架设“平单轴跟踪光伏系统”，充分吸收太阳能发电。在光伏板下面则种植柑橘、蔬
菜、花卉、中药材等经济作物，或发展龙虾等水产养殖，进行立体经营。项目结合清洁能
源发电、生态农业种养、观光休闲旅游，形成“光伏+农业+旅游”的综合业态。图为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基地。
（黄胜林摄影报道）

▲舞蹈家辅导学生学习采茶戏表演。

苍梧：手工腐竹俏销市场

桂平：“农光互补”打造立体经济

近日，在融安县农产品加工暨粤桂扶贫协
作产业园内，融安县融嘉工艺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里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专注地制作竹
制灯具。近年来，融安县依托自身丰富的资源
优势，深度挖掘竹木资源潜力，探索出一条特
色鲜明的产业发展路径，实现了竹木资源的

“蝶变升华”，其产品成功打入海外市场，深受
国外消费者喜爱。

融安县向来竹木资源丰饶，然而在过去，
部分竹木常被视作低值原料甚至废弃材料，未
能充分发挥出价值。如今，当地巧妙借助招商

引资以及粤桂协作的有利契机，积极吸引广东
省湛江市遂溪县的竹木深加工企业前来融安投
资建厂。依托融安本地的竹木资源优势，企业
大胆创新加工工艺，将竹木精心雕琢成竹篱
笆、竹灯、竹工艺品等高附加值产品。这些产
品既饱含自然韵味，又散发着艺术气息，不仅
在国内市场广受赞誉，还远销海外，成功实现
了从“废物”到“宝物”的转变，为当地经济
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广东企业在信息获取方面十分敏锐，对
市场动态把握精准，所生产的产品更契合市场

需求。而且，他们在研发上舍得投入，拥有一
支人才汇聚、实力雄厚的研发团队，研发出的
产品种类繁多，市场反馈良好。”融安县投资
促进中心负责人韦友龙介绍道。

在推动竹木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融安
县紧紧抓住粤桂协作的机遇，吸引广东湛江的
企业纷至沓来投资建厂。这些企业不仅带来了
先进的技术，还带来了丰富的市场信息。双方
紧密携手，深入调研国外市场需求，持续研发
适销对路的新产品。

据融安县融嘉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赖伟

旋介绍：“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与积极的市场
开拓，融安县竹木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日
益提升，市场份额逐步扩大，我们的产品愈发
受到国外客户的青睐，订单数量逐年递增。”

“融安县将持续深化与广东企业的合作，
进一步挖掘竹木资源的潜在价值，丰富产品品
类，提升产品质量，推动竹木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让更多‘融安制造’的竹木产品走向全
球，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从广东省遂
溪县前来融安县挂职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张振
宇表示。 （谭凯兴）

融安：竹木产业“扬帆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