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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刚在扭枝条。

▲向丽娟入户宣传政府养老政策。

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责任与担当。向丽娟，作为自治区民宗委
选派到宁明县寨安乡那练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那练村，位于祖国南疆的边陲村庄，曾因
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而面临诸多挑
战。2023 年，向丽娟带着组织的重托和群众
的期盼来到这里，她暗下决心：“来了就要留
下实实在在的脚印！”面对陌生的环境和艰巨
的任务，她迅速调整状态，全身心投入到驻村
工作中。两年间，她从“大伯”“大娘”“吃饭
没”等日常问候语学起，用当地语言和群众沟
通交流，从“外来户”变成了村民口中的“自
家人”，她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振兴答卷”，
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赞誉和尊敬。

党建引领，创新“五心”工作法

“党建不是摆样子，必须真正引领乡村振
兴各项工作！”她深知，要改变那练村的面
貌，就必须深入了解村情民意，找准发展的突
破口。在熟悉工作后，向丽娟创新提出“五
心”党建理念，作为自己工作的抓手。围绕

“红心”，她协调组织边检站等单位到村里开展
形式多样的联建活动，让爱国爱党，拥军护军
情怀在边陲村寨扎根。围绕“同心”，她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那练
村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创建成果，让那
练村获评“广西民族特色村寨”荣誉。围绕

“暖心”，她带领驻村工作队遍访全村脱贫户，
争取资金建设15个民生项目，让群众切身感
到温暖。围绕“信心”，她以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发展，创建品牌、流转土地、解决销路，推
动村集体经济收入两年平均增长45%。她还组
织推动《那练村志》的编写工作，系统总结那
练村在新时代的新变化。围绕“恒心”，她紧
抓清廉乡村建设，使那练村成功入选崇左市清
廉乡村储备名单。

红心铸魂，传承革命精神

那练村是宁明县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向丽娟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利用“红色电
影院”每月放映 《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
等影片，累计观影超 2000 人次；组织党员群
众参观革命纪念园区，重温那练村“红头军”
抗击敌人的历史，激发爱国热情；组织党员群
众开展纪念“五·一二”革命活动；邀请边防
检查站、派出所等党政军单位联合开展慰问孤
寡老人、助力农忙春耕、“六一”向国旗敬礼
等主题党日活动，利用多种多样形式宣讲革命
故事，弘扬爱国精神。2024 年，她牵头参与
那练革命纪念馆内部布展，将民宗委帮扶历
程、民族团结故事融入布展，成为全县党员教
育新阵地。

同心聚力，深化民族团结

那练村位于宁明县东南部，距离县城3公
里，占地面积 15 平方公里，共有 590 户 2442
人，大多数村民为壮族人口。作为自治区民宗
委派出的驻村干部，向丽娟善于团结各族群
众，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她三次组织
策划村里的歌坡节、“五·一二”革命纪念活
动，组织关于民歌彩调、土布染织、竹艺编织
等民族特色遗产的培训工作，在节目中穿插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在单位的大力
帮扶下，在浦简屯打造出民族团结进步走廊；
在村委和进村路口等处设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栏，宣传最新的民族工作动态和成就，营造浓
厚的民族团结进步氛围。结合本村历史，打造
民族文化广场和“五个共同”文化长廊，2024
年夏天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的师生到村调研，还
夸赞村里的“五个共同”文化长廊内容既有理
论高度，又有本村特色，让群众能看懂、能理
解。在她的带领下，那练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巩固全区“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村”等创建成果，2023 年获得“第四
批广西民族特色村寨”荣誉，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暖心惠民，破解民生难题

向丽娟在驻村日记里写道“群众的小事，
就是我们的大事”“村民的难处，再小也是大
事”。小周是村里走出去的一名艺术类大学
生，她因家庭在 2023 年突遭变故而陷入经济
困境，还要为自己的学费发愁。向丽娟急人所
急，不仅为其申请低保，而且还向乡镇申请经
费，聘请小周为村里画几幅墙绘，为其提供暑
期工作机会。墙绘扮靓了村子，引来村民的围
观和点赞，这让小周觉得很有成就感，她说：

“向书记给我这个暑期工作的机会，不仅让我
解了燃眉之急，也让我发挥专业技能美化村
子，为家乡作了贡献。”向丽娟在驻村期间，
带领工作队遍访全村 589 户，建立“一户一
策”帮扶台账，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重点
户、预警户的情况，她紧盯防返贫底线，为
34 名困难群众开发公益性岗位，发放雨露计
划补助 5.9 万元，消除 4 户监测户的返贫风
险。“多亏向书记帮我申请公益性岗位，现在
在家门口就能挣工资！”脱贫户农大姐高兴地
说。针对群众反映的道路泥泞、排水不畅等问
题，她争取资金 330 万元，硬化道路 5 公里，

修建排污水渠 1300 米，安装太阳能路灯 100
盏，新建民族文化广场和休闲公园5处，推动
村容村貌“蝶变”。村民感慨道：“以前雨天出
门两脚泥，现在路灯亮堂堂，广场能跳舞，日
子越过越舒坦！”

产业振兴，激活发展动能

乡村振兴的最大难题，就是农村“钱难
挣，留不住人”。现在种粮食，成本高昂，价格
却不尽如人意。农民辛勤劳作一整年，利润微
薄。不少地方新鲜蔬菜因销路不畅，只能在田
间腐烂，化作肥料。那腐烂的不仅是蔬菜，更
是农民的心血与希望。经济作物利润稍高，但
在粮食安全的根基下，限制重重，稍有不慎便
可能面临处罚。为了提高收入，农民们只能背
井离乡，外出打工。如此一来，农村“烟火
气”渐散，曾经热闹的村落变得冷清。面对村
集体收入薄弱的困境，向丽娟探索“土地流
转+品牌赋能”模式，协调各类扶持资金，助
力村集体落实强村富民产业项目，推动村合作
社流转土地3000余亩，打造“那练香米”“那
练香糯”特色品牌，2023年以高于市场价销售

大米2000余公斤，带动农户增收；引进甘蔗种
植项目，2024年收获180吨，增收25万元。此
外，她盘活闲置资产，将一处闲置3年之久的
综合养殖场对外租赁，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0万
元。她协调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清退桉树
3000余亩，新增耕地面积，推动水稻年产量提
升30%；争取资金55.35万元，修建产业路8公
里，实现农业机械化全覆盖。2024年，那练村
承办宁明县农业现场会3次，县委书记现场点
赞：“那练的农业模式值得全县推广！”

驻村两年，一生牵挂。向丽娟在两年的驻
村历练中成长为“项目能手”。如今的那练
村，道路宽阔整洁，田野中稻浪翻滚，耕地里
沃土广布、甘蔗成林，村道旁国旗飘扬、路灯
明亮，广场上歌声阵阵、舞步欢快，群众生活
幸福安康……这些景象都是她用初心和汗水浇
灌的成果，更让她笃信自己这两年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她说：“乡村振兴就像接力赛，我只
能跑一棒，但未来无论在哪，我都将一直关心
这个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未来，她将继续带
着这份赤诚，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朱 毅/文、图）

近日，柳城县社冲乡冲江村的村民们在积极
做好葡萄的田间护理，为随后葡萄能如期上市，
卖出好价钱而忙碌着。

村民吴德刚穿梭在郁郁葱葱的葡萄藤架间，
专注地给枝条进行扭枝，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不
断滑落，却丝毫没有影响他手上的动作。

吴德刚是当地有名的葡萄种植能手，与葡萄
打交道已有 28 个年头。今年，他种植了 15 亩
巨峰葡萄。说起葡萄种植，吴德刚如数家珍，尤
其是他掌握的扭枝技术，堪称种植过程中的关键
一环。他介绍道，他需要根据枝条的粗细判断是
否需要扭枝。那些粗壮的枝条生长旺盛，对营养
的需求量大，若任其自由生长，会大量抢夺正在
开花葡萄的养分。而通过扭枝这一巧妙操作，能
够调整葡萄树的营养输送方向，让养分精准地流
向葡萄花和果实，从而确保葡萄生长得更加旺
盛，果实更加饱满硕大。

在吴德刚精心的照料下，目前葡萄园里的葡

萄已大量挂果，一串串嫩绿的小葡萄如翡翠般点
缀在枝叶间。吴德刚满怀期待地表示，预计不久
这些巨峰葡萄就将成熟上市。不过，受前期干
旱、降雨量偏少的气候因素影响，今年葡萄的生
长面临一定挑战，预计亩产在 1500 公斤左右，
较去年略有下降。即便如此，吴德刚依然对自家
的葡萄品质充满信心，他相信凭借多年的种植经
验和独特的管理技术，这些巨峰葡萄上市后，能
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柳城县社冲乡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
为远近闻名的葡萄种植之乡。这里土壤肥沃、光
照充足，加上科学的种植规划，全乡葡萄种植规
模逐年扩大。今年，全乡葡萄种植面积约 1600
亩，已成为当地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每逢葡萄成熟季节，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不仅
吸引了各地客商，也带动了乡村旅游的蓬勃发
展。

（韦晓平 龙玉文/文、图)

在浦北县乐民镇卓叶中药材基地
里，薄膜下的药材种苗舒展新叶，与
炎炎夏日遥相呼应。育苗棚内，技术
员穿梭查看苗情；运输车前，药农喜
笑颜开待售新药。空气中浮动的三叉
苦清香与五指毛桃芬芳交织，奏响了
产业振兴的田园交响曲。

乐民镇位于“世界长寿之乡”浦
北县西北部的丘陵地带，这里土质疏
松肥沃、气候温润多雨，是三叉苦、
两面针等药材的天然温床。往昔村民
房前屋后的零散种植，始终难成规
模。如何让“草药经济”破茧成蝶？
今年该镇引进龙头企业卓叶中药材公
司，以“种苗繁育—规模种植—精深
加工—渠道销售”的全产业链思维破
局，将传统草药打造为富民强镇的

“黄金产业”。“通过订单农业模式，
我们把千家万户的‘小药园’串联成
2000 余亩产业版图，半年间覆盖 12
个行政村，带动500余户农户增收。”
乐民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振华手持
新采的三叉苦介绍道。

“这批三叉苦是与钦州市林科所
联合攻关的‘科技苗’，抗病性强，
成活率高达 95%以上！”在标准化育
苗基地，卓叶公司负责人葛明其轻托
新苗如数家珍。企业组建的10人技术
团队，正为农户开展“种苗供应—田
间管理—采收加工”全周期指导。

“现在用企业种苗、学套种技术，药

材品质提升后收购价涨了三成！”药
农韦伯刚完成交售，捧着结算单喜上
眉梢。更值称道的是“林药间作”生
态模式——在桉树林间套种耐阴药
材，既盘活周边地区 3 万亩林地资
源，更实现亩均增收2000元的生态经
济双赢。

“在基地务工每天能挣120元，家
门口就业既能照顾老人孩子，又不耽
误挣钱养家。”脱贫户覃有果在田间
娴熟打理药材，言语间满是获得感。
卓叶公司通过“固定岗+季节岗”用
工模式，已稳定吸纳 20 余名村民就
业，高峰期还可提供 30 余个临时岗
位。站在中药材加工车间，镇党委书
记戴宗局描绘发展蓝图：“当前正加
快建设二期31亩加工厂，未来将形成
以三叉苦、两面针为主导，黄芪、五
指毛桃为补充的特色种植格局，真正
把中药材做成富民强镇的支柱产业。”

兴一方产业，活一域经济，富一
方百姓。从“房前屋后”到连片发
展，从“草根经济”到全链腾飞，浦
北县乐民镇正以中药材产业为笔，在
绿水青山间书写“点药成金”的振兴
答卷。这座“长寿之乡”的西北门
户，沿着“育苗—种植—加工—销
售”的全产业链发展路径笃定前行，
让深藏沃土的“药财”真正化作乡村
振兴的绿色动能。

(李兆政 苏 帆 邱 播)

“五心”绘就边寨新面貌
——驻村第一书记向丽娟的振兴答卷

吴德刚：枝条扭一扭，葡萄大丰收
浦北乐民镇：中药材产业
开 启 乡 村 振 兴 新 篇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