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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日就在田间劳作。 （城关镇人民政府供图）

6 月暑气渐盛，在德保县城关镇那温村，
村支书岑日就开始忙个不停了。他途经多奉屯
油茶芋头套种基地，立刻停车钻进齐人高的作
物丛中。“今天得把这 5 亩地的杂草清干净，

下个月就能追施有机肥了。”这份对农时的稔
熟，让人很难不联想起他曾经雷厉风行的军人
作风。

2008 年入伍的他，凭过硬素质晋升代理

排长并获多项荣誉。退役后，他毅然选择扎根
基层，扛起那温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从军营

“排头兵”到乡村“领头雁”，岑日就将军旅本
色融入振兴征程，带领村子先后荣获“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广西十大最美乡村”等荣
誉，让那温村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彩。

作为乡村振兴的“开拓者”，岑日就深知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根基。岑日就站在百亩
油茶芋头套种基地里，身后芋叶翻涌如绿
浪，油茶苗在骄阳下舒展新枝。他的声音洪
亮而笃定：“油茶套种芋头，头3年每亩能增
收 3000 元，等油茶挂果进入盛产期，还可以
达到‘一地三收’甚至‘四收’的收益。”这
位退役军人决心带领那温村从“输血”迈向

“造血”。
“守着坡地林地靠天吃饭，不是长久之

计！”站在荒草丛生的山梁上，岑日就立下军
令状。他化身“招商专员”，带着村干部挨家
挨户开恳谈会，算清土地流转“长远账”，多
次赴外地洽谈合作。最终，专业林业公司入
驻，百万元林地流转资金激活沉睡资源，点燃
产业发展“第一把火”。当那温村集体经济陷
入仅靠入股分红的困境时，岑日就为打破困局
开启了“奔跑模式”。白天，他手持图纸丈量
丘陵、土地，与村“两委”、村民围坐田埂共

商规划；夜晚，他逐户走访破除群众疑虑，全
力推动项目落地。

如今的那温村，油茶漫山飘香，百香果
藤蔓缠绕，八角硕果盈枝，蜂巢酿就甜蜜。
这些特色产业不仅让村集体经济实现飞跃，
更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致富碗”。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岑日就在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上争当“急先锋”。在一个暴雨
倾盆的日子，山体落石碰撞地面的巨响惊动
了村庄，那温村通往外界的主干道被山体落
下的一块巨石阻断，让村民们寸步难行。接
到村民求助电话时，岑日就毫不犹豫冲出了
门，带领着村“两委”干部火速驰援。抢险
现场，挖掘机因操作难度大无人敢上，他二
话不说跳上驾驶座：“我在部队学过机械操
作，让我来！”轰鸣的机器声中，飞溅的泥浆
裹满全身，他紧盯落石，连续作业好几个小
时终于打通了“生命通道”。围观的村民感
慨：“书记身上那股拼劲，跟当年战场上冲锋
陷阵、抢险救灾的解放军一模一样！”

“跟着岑书记干，准没错！”村民们眼里岑
日就是踏实肯干的好干部。他沾满泥土的脚
印、浸透汗水的背影、带着烟火气的乡音，成
了那温村最温暖的印记。

（黄耀辉 何 颖）

以军人本色奏响那温村振兴强音
——记德保县城关镇那温村党支部书记岑日就

今年以来，大化瑶族自治
县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中心工
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
魂，组织全县1370名各级人大
代表深入基层一线，以“党建+
人大代表+小板凳+院坝议事+
N”为平台，以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为靶向，通过“大树
会”“唠家常”的方式听民声、
汇民智、解民忧。

在江南乡陇丘村古刷屯一
棵龙眼树下，乡人大代表组织
召开“大树会”，听到村民们集
中反映了七百弄鸡养殖技术和
销售难、红白喜事存在陈规陋
习问题，代表们迅速将意见整
理，现场讨论研判，推动了当
地七百弄鸡产业发展及移风易
俗工作走深走实。

截至目前，全县各级人大
代表共收集和反馈意见建议33
条，16 个乡镇在充分听取代表
意见建议的基础上，选择七百
弄鸡、陆基圆形池循环水养
殖、油茶、中药材等十多个产
业作为主导产业；合理控制宴

席桌数、精简菜品、设定礼金
上限，共同营造乡村新风尚。

同时，为进一步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各级人
大代表化身“安全宣讲员”，通
过“小板凳+院坝议事”形式，
向群众宣讲如何识别灾害前
兆、紧急避险路线、农村消防
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森林防
火等实用安全生产知识，并发
放宣传材料，不断提高群众安
全生产意识。

在七百弄乡弄平村光明屯
的一处农家院坝，自治县人大代
表蒙锦方结合本村地质灾害具体
情况，用方言向村民讲解如何识
别灾害前兆、紧急避险路线等实
用知识，并现场组织群众开展避
险应急演练。村民蒙玉强说：

“以前遇到下雨就慌，现在心里
有数，知道遇到情况该往哪里
跑、怎么跑了。”

截至目前，全县各级人大
代表累计开展安全宣传30余场
次、覆盖听众1300余人次。人
大代表参与安全隐患排查530余

次，有力筑牢了安全生产“防护
网”。

另一方面，为着力解决农
村环境脏乱差问题，全县各级
人大代表走进选区及群众之
中，通过“小板凳+围桌会”的
方式，引导、鼓励群众自觉清
理房前屋后垃圾、主动参与村
级环境整治工作。

在共和乡古乔村，乡人大
代表农朝际多次在村民家门口
组织“围桌会”，讨论环境卫生
等问题，并带头做了垃圾分类
处理、小广告清理等卫生清扫
工作，引导村民们定期开展卫
生清洁活动。村民陆锦丰感
慨：“代表带头干，大家跟着
干，充满了热情和干劲，让村
屯变得更加漂亮了，乡村精神
风貌更美好了。”

各级人大代表们用业绩说
话、让人民评价，在充满泥土
味的庭院里，以接地气的宣
讲，不断换来一件件难题的破
解、民生的改善，也让乡村治
理更有了鲜活动力。 （陆炳儒）

当前，融水苗族自治县山区
的水稻已进入生长阶段。安太、
白云两乡以有序的方式展开田间
的各项管理工作，并首次利用植
保无人机开展绿色防控。

在安太乡培地村的稻田上
空，两架植保无人机在技术员的
熟练操作下低飞而过，均匀地向
稻田投放赤眼蜂，开展水稻病虫
害绿色防控集成技术示范。负责
实施该项目的企业负责人介绍，
绿色防控工作效率高，一天一台
植保无人机可以作业 2000 亩。
无人机飞防技术的广泛应用，不
仅显著提高了作业速度，还确保
了防治效果。

利用植保无人机投放天敌
赤眼蜂防控水稻螟虫，可以实

现精准投放、精准防治、大面
积统防统治，达到农药减量控
害、降本增效的目的，受到当
地干部群众的青睐。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使用无
人机投放赤眼蜂防治，这个办法
很好，没有农药残留物，村民表
示很满意”。安太乡培地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贾绍勇说。
白云乡大湾村村民刘平昌感慨地
说：“现在在我们大湾搞这个绿
色防控，减少了我们的劳动力、
减轻了负担”。

通过植保无人机进行田管
作业，不仅有效缓解了农村劳
动力不足的问题，降低了管护
成本，还显著缩短了防治周
期，提升了防治效果，为粮食

的增产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了解，这是融水山区乡镇第
一次使用植保无人机作业，也
是第一次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
绿色防控。

融水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杨雪梅介绍：“我们这个项目
总投资 48.5 万元，核心示范区
是 5000 亩。我们的目的就是能
够减少农药使用量 20%，每亩
减少成本60元左右”。

同时，安太、白云乡还举
办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
班，通过培训一批掌握和善用
绿色防控技术的带头人，提升
主体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粮
食增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黄 诚）

板凳宣讲纾乡困 院坝议事汇民声
大化：

清晨，天蒙蒙亮，西林县民族文化公
园迎来了喜欢晨练的人们，他们或在公园
里打羽毛球、做操，或在河堤路的句町文
化长廊跑步，与公园里的绿树红花相互映
衬，成为早晨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今年以来，西林县以环境卫生整
治、生态乡村和阵地建设为着力点，深
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把“环
卫改革”作为改善全县城乡人居环境的
有力抓手，今年4月份全面推进城乡环境
卫生综合治理项目落地，完善城镇卫生
清洁设施设备和人员配备。目前，西林
县城乡已发放5000个垃圾桶、30台搬运
垃圾车、1台洒水车，配备县城环卫工人
150余人，负责县城所有区域全方位、无
死角清扫保洁工作。城乡生活垃圾实现
日产日清，进一步了提升全县环境卫生
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全县居民营造
了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

步入大河村新民屯，夏日的微风拂
过的田野，阡陌间绿意葱茏，村舍白墙
黛瓦错落有致。行走在村屯中，房前屋
后的小菜园蔬果鲜翠，目之所及都是红

辣椒、南瓜、小西红柿、蔬菜……曾经
杂草丛生的小荒地，如今成为了村民的

“庭院经济”园地。这是近年来西林县践
行“千万工程”经验的一个缩影。目
前，全县各乡镇村屯几乎都是瓜果飘香
的村寨，进入其中让人心旷神怡。

除此之外，为了树立崇德向善文明
新风，西林县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实践所和实践站阵地标准化建
设，建成一批家风家训馆、村史馆、农
家书屋等。组建各类志愿者服务队开展
形式多样的民俗、书法、阅读等活动，
不断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同时，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传递爱心，传播文
明，助力和谐乡村建设。持续推进移风
易俗，强化“一约四会”自治阵地作
用。全县各村发动群众监督，有效遏制
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封建迷信等不良
风气，村民精神面貌持续向善、向美、
向好。5月26日，西林县古障镇古障村一
对年轻人，租用公交车作为婚车，成为
当地移风易俗的佳话。

(黄燕群)

西 林 推 进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建 设

融水：绿色防控有“神器”

6月24日，蒙山县夏宜瑶族乡在圩日利用唱山歌等形式，向来赶圩的各
族同胞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宣传档板、分发宣传资
料、唱山歌等多种形式，讲解毒品的危害性，宣讲相关禁毒法律，让广大人
民群众得到一次深刻的法制教育。 （江永录 摄影报道）

蒙山：禁毒宣传进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