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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必科登上制高点巡山。

近日，宁明县明江镇的田野上一派繁忙景象，农机轰鸣声
此起彼伏，新植的甘蔗苗在阳光下舒展身姿、绿意盎然。宁明
县明江镇人大代表梁玉珍望着拖拉机在平整开阔的地块间来回
穿梭，不禁感慨：“过去‘巴掌田’农机难施展，如今‘大田
块’每亩增收200元，‘小田变大田’带来的效益实实在在！”
自去年起，宁明县明江镇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化身“田埂
上的振兴使者”，以创新举措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为现代农
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新质生产力。

乡音宣讲：用“土话”算清发展账

在明江镇岑岳村琴力屯的古榕树下，镇人大代表冯成春正
围坐在村民中间，用壮语娴熟地拨弄着计算器，为大家算起

“增收经”：“阿叔，整合后地租从300元涨到500元，零碎田能
变成聚宝盆嘞！”这样充满烟火气的“榕话振兴”场景，正是
明江镇人大代表推动“小田变大田”政策落地的生动缩影。

为让群众充分理解政策的益处，代表们将晦涩的政策条文
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用状语方言耐心讲解。同时，
他们结合邻村邻屯耕地“小并大”后成功解决“路不通、地零
散、流转难”问题的鲜活实例，让群众眼见为实。针对留守老
人居多的现状，代表们创新推出“网格化+可视化”工作法：
党员代表分片包干，通过土地整合后的航拍视频，让老人直观
看到“补丁田” 变“整版田”的变化；村头宣传栏张贴详细

的规划图，机耕道如脉络延伸，水渠似银链蜿蜒。蔗农黄贵韬
指着图纸兴奋地说：“原先24块‘补丁地’跑断腿，如今农机
直接开到地头，人工成本砍半，日子就像甘蔗一样节节甜！”

全程监督：以脚步守护公平秤

土地“小并大”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也是耕地保护和质量
提升的关键所在。在土地测量、界址确定、机耕道路规划、推
坡填坑、水渠布局等重要环节，人大代表深入田间地头，认真
听取群众意见，全过程进行严谨细致的监督，全力保障群众的
合法权益。

在土地丈量现场，人大代表、退伍军人文忠美如同坚守岗
位的哨兵，紧盯测绘仪，严守公平底线。当发现李大姐家田埂
误划，他果断叫停作业：“界桩歪一寸，民心偏一里，必须重
测！”在明江镇，每个“小并大”村屯都活跃着一支由代表牵
头的监督小组，他们用脚步丈量每寸土地，累计成功调解27
起地界纠纷，让界桩成为群众信任的“定海神针”。

此外，代表们还延伸出 “暖心服务链”。为帮助种桉农
户转产，镇人大协调周边木片厂组建“流动收购队”，让留
守老人坐在家门口就能谈妥卖树生意；琴力屯祁干宁家地块
的竹子挡住耕路，代表祁雨迅多次上门沟通协调，最终做通
权属人工作，随着钩机的轰鸣声，挡路竹被清除，“障碍
地”变成了“顺心田”，祁干宁的感激之情，也化作了对代

表工作的高度认可。

牵线搭桥：搭政企聚发展动能

“每亩 1000 元的整合成本，咋解决？”面对群众的担忧，
人大代表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头向政府传递企业诉
求，推动政策精准滴灌；一头为企业牵线优质地块，促进资
源高效配置。在代表们的不懈努力下，宁明县东亚糖厂设立
450 万元“小并大”基金，全额承担整合费用，并采用“首
付+联动”模式，蔗农先拿保底收益，还能分享糖价上涨红
利，实现了从“物理整合”到“化学裂变”的转变。

在明江镇岑岳村板册屯，新铺设的滴灌管网如毛细血管般
遍布蔗田。时代农机合作社负责人黄达光拧开阀门，看着清水
顺着管道滋润青苗，信心满满地说：“150 亩全程机械化，背
靠糖厂好乘凉，这‘大田经济’让我们敢投大钱、干大事！”
据统计，目前明江镇5个村4100多亩土地已完成整合，规模效
应持续显现，一幅现代农业发展的崭新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从“巴掌田”到“大田块”，明江镇人大代表将履职阵地
延伸到田埂地头，以“小并大”为突破口，撬动乡村振兴大格
局。在党旗引领下，他们以人民为尺、以实干为笔，在希望的
田野上书写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时代答卷，让每一寸
土地都迸发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力量。

(陈桂梅 朱卿创)

清晨，当村后蜿蜒的山径洒落第一缕
阳光时，一个穿着迷彩服、背着镰刀和水
壶的身影已踏上了巡山之路。8 年来，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有眼前那片葱郁盎
然的世界，才让他甘愿融入一片身心去守
候与坚持，用青春换来了绿水青山，用坚
守换来了生态安全……他就是德保县龙光
乡大邦村陇同屯村民农必科，一个与山林
结下不解之缘的生态护林员。

从德保县城出发行驶 1 个小时，再在
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穿行 1 个多小时，直
上、急转、再急转，才抵达农必科的家。
农必科的祖辈世代生活在山林，他爷爷、
爸爸都是山里护林员。1979年，农必科在
大山里出生，他从小就对山林有着特殊的
情感，期待着长大后也能和父辈一样，守
护这片山林。

2017 年，在广东务工的农必科返乡，
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村里的一名生态
护林员，负责看护 2400 多亩山林。“村里
山林密集，每天都要上山巡查，一周要将
整个山林巡查一遍。”农必科说。他管护的
林区是属于古龙山水源林自然保护区，树
木茂密，林情复杂，巡山的路都是一条条
羊肠小道，极其难走。一年下来，农必科
要用坏好几把柴刀，穿坏好几双鞋，崭新
的衣服不到1个月就被荆棘杂草划烂。

每年春夏季，是农必科最忙的时候。
他每天要登上山林最高点，眺望整个林
子，看看林子是否冒出烟火，听听林子是
否传出砍伐树木的声音。为防止村民乱焚
烧田地杂草，他还要挨家逐户发传单，详
细讲解存在的火灾隐患,并在主要路段和醒
目位置设置宣传标语，时刻提醒村民严守
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巡山、宣传、护林，8 年来，农必科
绕着山林走过无数遍，清楚地记住几个路

口，每个路口有哪些树木。如今，他管护
的辖区未发生过一次森林火警或火灾。

农必科的巡山路线从不固定，有时天
蒙蒙亮就钻进林子里，有时趁村民收工后
绕到后山，他走路的速度比常人快很多。

“干这行，脚要跟得上，眼珠子更要好
使。”农必科说。每日的巡山，要仔细查看
树木是否有病虫害，林子是否有易燃点，
是否有偷挖滥采、人为破坏等情况。目前
正值防火期，要多巡看几次。“防火这事
儿，马虎不得。”他抹了把额头的汗，迷彩
服后背洇出深色的汗渍。

农忙时节，他总在田埂边蹲守，看哪
家要烧田边杂草的就凑过去提醒。平日里
村民务农要在地里烧杂草都要向他报备，
只要有村民准备焚烧杂草，他二话不说抄
起铁锹守在旁边，直到火星彻底熄灭才离
开。尤其是每年“三月三”，祭祖的人很
多，那几天是他最忙碌的日子，听到鞭炮
声心里就忐忑不安，必须到村民们祭扫地
点监督，直到炮声停息、余火完全熄灭才
放心离开。

而每年自家的祭扫，农必科总是缺
席，3 个女儿对他不免有所抱怨，但为了
保护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不受损失，他甘愿
舍小家，护林为重。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守护
山林是我应该做的事。”农必科总是把对
亲人的歉疚轻描淡写，言语中透露的都是
他对山林和护林员工作的热爱，从不言
悔。

近两年来，农必科和妻子在山脚下建
了猪圈，发展肉猪养殖。这样，农必科夫
妻俩每天喂猪和巡山两不误。谈及未来，
农必科信念依旧：“这片山林是我的家园，
把山林管护好，做一辈子守山人。”

(岑秀杯黄俊鹏/文、图)

近日，在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镇北高村的
南瓜试种基地里，一片丰收的景象展现在眼
前。经过精心栽培的300多亩南瓜终于迎来了
采摘期，也标志着当地试种春南瓜获得了成
功。

在南瓜基地里，碧绿的春南瓜隐藏在繁茂
的藤蔓与绿叶之间，它们生长得十分健壮。村
民们忙碌地采摘，并搬运到一起堆放，现场一
片繁忙而喜悦的景象。南瓜基地是采取“瓜+
稻”的模式运营，采摘完南瓜以后，又准备种
植水稻，为农业增效和粮食丰收打下基础。

南瓜种植基地负责人梁锋介绍：“ 我们这
里今年种有300多亩春南瓜，亩产在2000公斤
左右，每斤价格1.20元， 1亩大概有将近5000

元的收入。”
眼下正是采摘南瓜的时节，需要聘请当地

的群众务工。种植南瓜不仅为种植基地带来了
可观的收益，也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带来了新
的希望。

“我们在这里做工，每天有120元的收入，
早晚可以照顾家里的大人和小孩。”当地村民卢
燕凤说。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春南瓜因饱满
的果实、香甜的口感以及丰富的营养而深受各
地消费者的喜爱。这些南瓜去年 12 月开始种
植，在今年4至6月间成熟，南瓜采摘以后，主
要运往柳州、南宁以及全国各大市场。

（黄 诚/文、图）

近日，藤县一家造船企业加紧完成今年第二季度订单，新造的一批货船陆续停泊到
码头，待发运给粤港澳大湾区客户。近年来，梧州市充分利用沿西江岸线资源优势，推
动船舶制造产业稳健发展，每年造船订单稳中有增，有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图为停
泊在码头的新货船。 （颜桂海摄影报道）

宁明明江镇：人大代表赋能“大田经济”

村民在搬运南瓜村民在搬运南瓜。。

梧州：赶订单造船忙

农必科：大山深处的守山人

融水：试种春南瓜致富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