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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安县金桔行业协会副会长杨进益通过直播讲解金桔种植技术。

去年以来，桂林市民宗委争取
中央和自治区少数民族发展项目资
金 1.74 亿 元 ， 资 金 惠 及 11 个 县
（市） 和 6 个城区。安排项目 500 多
个，主要用于支持乡村产业发展、
水电路桥工程、公共基础设施、安
防消防建设、民族村寨保护、村容
村貌整治等民生工程，有力推进了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筑巢引凤”，增强内生发展动
力。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这是
催生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路
径。灌阳县洞井瑶族乡洞井村和西

山瑶族乡李家村利用少数民族发展
项目资金600万元，吸引带动民营企
业投资发展油茶、民宿和种植业
等，村级集体经济大棚果蔬、乡村
旅游等产业已获利100多万元。

文旅融合，带动乡村旅游产业。
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山水文化和乡
村旅游融合发展，让各地游客到桂林
随处都能享受生态文明和山水田园之
美。兴安县华江瑶族乡桐仁村、杨雀
村、高寨村和雁山区草坪回族乡潜经村
等共利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600多万
元，建设各具特色的民族村寨，吸引来

自北京、广东等地的10多家企业投资
文化旅游产业。目前，仅华江瑶族乡民
宿已达90多家，各地游客网上订房不
断，美丽乡村建设达到村民富、家乡
美、邻里和、人心稳的发展目标。

智慧帮扶，保护传承行稳致
远。桂林市科学合理使用少数民族
发展资金，在支持帮扶的 200 多家
企业中，努力增强各民族走向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注
重“三个融入”：将保护传承发展
民族文化产业，融入涵养文化自
信、厚植家国情怀、留住乡愁记忆

的全过程；将爱党、爱国、爱民意
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
营企业智慧文化、特色文创、生态
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将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遵纪守法、携手共赢理
念，融入同心筑梦、勤俭节约、绿
色发展的全过程。

剪纸、手工折扇、团扇、油茶
等10余项国家和自治区级非遗项目
得到传承发展，民族工艺焕发新活
力。资源县资源镇一个不到10人的
乡村手工作坊，平均日产折扇 40
把，经济型非遗折扇批发价每把160

元左右，高雅型非遗工艺书画折扇
每把3000元至5000元不等，各类折
扇年销量约1.4万余把，平均年纯利
润达170多万元。通过智慧帮扶，引
导100多名乡村企业家开展有利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而
美”项目，做好村民就业务工、学
习技艺、传承发展、经营持家等实
实在在的民生事，助力各族群众创
业增收、安居乐业、共享发展成
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李冠宇）

桂林市民宗委：

科学使用项目资金 聚力实现乡村振兴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从小在新
疆和田长大的玛依热·穆太力普，3
年前从大连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
西部计划的号召，报名成为了一名
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钟山县。

第一次见到玛依热是在钟山城
郊的一个自由采摘果园里，只见玛
依热身着西部志愿者的制服，胸前
的党徽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尽管玛依热来自葡萄干的故乡新
疆，但她手捧一大串刚剪下来的本
地“巨峰”葡萄，脸上抑制不住惊
喜和兴奋，“此刻看到果园丰收的心
情是与果农一样的。”

从古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和
田，到新海上丝绸之路干线上的贺
州，八千里路云和月。初到钟山，
玛依热由于语言不通，“出门都需要
导航”。不过，在当地同事的热情帮

助下，玛依热渐渐开始融入到日常
工作中。当地村民也特别照顾玛依
热，每次跟她交流都尽可能的使用
普通话，放慢语速，渐渐地，玛依
热开始经常深入到村民家中了解他
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脱贫户落
实各项巩固政策。玛依热的真诚和
热情也感动了村民，大家都很喜欢
这位来自新疆的小姑娘，村里的孩
子都喜欢叫她“热热”。每当她到村
里走访时，大家都拉着她到家里喝
油茶。“喝了3年油茶，敲打油茶的
声音和油茶特有的焦味浓香，已经
让热热离不开了。”玛依热的好友，
同行的县团委干部万宇航说。

玛依热虽然是志愿者，但她与
同事们就像家人一样。在乡村振兴
工作中一起克服重重困难，“有时候
凌晨三点，镇里的办公楼依然灯火
通明，工作人员仍在仔细地核对各

种数据。”玛依热说，在钟山每个同
事都是她学习的榜样，大家身上的
冲劲和敬业精神，值得她终身学习。

来广西之前，玛依热就关注
到，广西是著名的水果之乡，来到
钟山，她发现钟山不仅是粤港澳大
湾区的菜篮子，各种水果更是深受
大湾区消费者的喜爱。3 年的服务
期即将结束，这 3 年来，她每年返
乡都会向家人讲述钟山故事，也会
将广西果蔬种植、销售的经验带回
新疆。

去年8月，钟山县又迎来了一位
新疆的帅小伙阿卜力克木·米吉提。
从天山脚下到桂东丘陵，万千西部
计划志愿者的青春接力仍在继续，
他们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精神，在基层一线书写青春答卷，
让志愿之花在祖国西部绽放。

（陈晓杰 余 良 谭文娜）

近日，宁明县东安乡掀起了一轮木菠萝
种植热潮，5000棵油绿挺拔的“印尼红”干
包型木菠萝苗正陆续运往全乡各村，免费发
放给农户。农民们兴高采烈地领取幼苗，脸
上洋溢着对未来丰收的喜悦。

“你看这苗多壮实！听说两三年就能结
果，以后家门口就能挣钱了。”正在领取木菠
萝苗的东安乡百合村瓦窑屯村民阮福祥难掩
激动，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幼苗说道：“以前自
己买苗得花25块钱，现在政府免费送，还承
诺保底收购，我们种起来更有底气了！”据
悉，这种木菠萝苗种下两三年即可开始挂
果，如今免费发放的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农
户的种植热情。

东安乡作为宁明县远近闻名的“木菠萝
之乡”，目前全乡木菠萝种植面积已超 2000
亩，种植数量 15000 多棵，年产量 60 万公
斤，产值达300万元。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木
菠萝产业，东安乡连续举办了四届 “木菠萝

节”，每届吸引县内外游客超万人，现场盛况
空前，不仅提升了“木菠萝之乡”的知名
度，也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今年以来，东安乡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出了各村打造 “一村一品”的目标。
同时，以零散土地整治为突破口，组织村民
整合闲置边角地，推广木菠萝种植。为打消
农户的后顾之忧，东安乡积极探索“合作社
供苗+农户认领管护+保底收购”的产业模
式，极大提高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此外，
乡里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社会资
本参与木菠萝产业发展。

根据规划，2025年东安乡计划新种2万
株木菠萝，新增种植面积2000亩，建设规模
以上种植地块50个；未来3年内，计划新增
种植10万株以上，逐步形成规模可观、发展
稳定的特色产业，全力将东安乡打造成具有
较强影响力的“木菠萝之乡”，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 （陈桂梅 黄维扬/文、图）

连日来，在融安县长安镇平
琴金桔种植基地里，农技员杨进
益不断给直播间的果农讲解金桔
种植、管护技术。融安县金桔行
业协会则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
等平台，同步开展融安金桔种
植、管护技术直播培训，将田间
实操“搬”上云端，带领全县果
农“沉浸式”学技术，为融安金
桔产业注入数字化新动能。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
变“线下跑”为“线上学”，融安
县正通过“农业+数字”的深度融
合，让技术服务更高效、产业发
展更稳健，为当地特色农业现代
化转型铺就“云端”快车道。

田间实操+云端互动：精准破
解种植难题

“大家看，这根枝条属于徒长
枝，不仅浪费养分，还会影响挂
果，修剪时要注意角度和留芽位
置……”直播现场，技术员手持
修枝剪，围绕融安金桔种植全周
期管理，从春梢萌动期保花保
果、病虫害绿色防控，到科学施
肥、树形修剪等关键技术，边操
作边讲解。针对当前果农最关心
的“品质提质增效”问题，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拆解技术要点，并
实时连线解答网友提问：“夏季高
温如何避免肥害、药害？”“黑星
病、炭疽病防治最佳用药时间是
什么时候？”“花蕾期如何养花护
花壮花？”……干货满满的“实操
课”让屏幕另一端的近万名果农
直呼“解渴”。

“在植物关键生长期，我们每

周直播1次，就是要让技术跟着农
时走。”融安县金桔行业协会副会
长杨进益介绍，今年以来，已开
展 10 余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
培训，通过“镜头对准田间、手
指点击屏幕”的方式，打破地域
限制，让种植户随时随地学技
术、问难题，实现“小屏幕”连
接“大产业”。

数字赋能产业：22.6万亩融
安金桔“结”出致富经

作为“中国金桔之乡”，近年
来，融安县以数字化、科学化赋
能金桔产业升级：推广水肥一体
化、绿色防控、产地溯源等数字
化管理新技术，搭建“云端课
堂”常态化培训体系，推动种植
规模与品质双提升。

“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我们基
地实现了智能化一键水肥管理，成
功运用自动化土壤墒情监测、天气
监测、全园雾化系统等技术。”融
安金桔数字化智能标准示范基地负
责人韦小东介绍说，一个人一部手
机就可以管理整个基地，更精准地
对果树进行补水补肥。

据悉，2025 年融安金桔继续
强势挺进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百强
榜，综合排名 53 位，品牌价值达
65.2亿。目前，融安县金桔种植面
积达到 22.6 万亩，2024 年总产量
达 26.2 万吨，产值 36 亿元，超 10
万群众依托金桔产业链实现增收
致富。一颗小小的金桔，正通过
数字化的翅膀，真正成为助力乡
村振兴的“黄金果”。

（覃庆和 罗洁芳/文、图）

融安：“农业+数字”为金桔
产业注入数字化新动能

新疆姑娘玛依热：跨越千里话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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