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林新闻 □责任编辑：傅雷鸣 □视觉设计：黄嘉琳 □版面校对：陈思仪
A2

2023年6月14日 星期三

玉林新闻投稿邮箱ylrbxwb@126.com

初夏时节，在容县容州镇杨叶
村，只见一群群鸭子在稻田里畅游，
将田间里的各种害虫尽收腹中。

杨叶村村民甘柱明介绍，2018
年以来，他在租种的200亩稻田里放
养鸭子，让鸭子将田间的虫子当作
美食佳肴来享用，不仅生态环保，还
提高了稻谷的产量和大米的质量。

稻田养鸭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化
肥和农药使用量。稻田的害虫和杂
草可作为鸭子的饲料，鸭屎还可以
肥田，实现稻田的绿色生态可持续
种养，提高种植粮食的综合效益。

2018 年以来，容县农业技术推
广站大力推广稻田养鸭种养模式，
指导容州、松山、石头、罗江、杨梅、
灵山、县底、十里、六王等镇600多农
户大力发展稻田养鸭。该县认真抓
好稻田养鸭技术培训，将容州镇杨
叶村甘柱明租种的 200 亩高产水稻
列为稻田养鸭示范区。引导养殖户
选择生活力、适应力、抗逆性均较强
的稻田鸭品种，做好鸭苗防疫。在
秧苗种下 10 天后，稻田保持 5 厘米
左右的浅水层，然后将8日龄左右的
小鸭放进稻田，让其自由游动和觅
食田间的虫子与杂草。这一来，稻
田少施化肥，不喷农药，保证了水稻
的绿色生态无公害和鸭子的安全养

殖。在禾稻生长中期轮流露晒田，
让部分田块保持浅水供鸭子游动觅
食。这样，60天水稻灌浆齐头后，鸭
子便可出栏。

由于稻田养鸭的水稻生态环
保，收到高产优质的效果。几年来，
甘柱明的 200 亩水稻，一般每造亩
产干谷都在 500 公斤以上，米质也

特别好。
容县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目

前该县稻田养鸭3万多亩，按每亩10
只至 12 只的标准放养，每年共养肉
鸭 31 万只，产值可达 2300 多万元，
平均每亩增收775元。而且，稻谷产
量高、米质好，实现了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

容县“复古”农业技术

稻田养鸭效益好
□秦崇广 杨树东

村民甘柱明在稻田里饲养的鸭子。

芒种刚过，记者驱车前往容县
六王镇六王村，聆听、记录陈始光这
位“金点子代表”履职为民故事。

穿过热闹喧嚣的六王圩，汽车
右拐，驶进一条闹中取静的街道，去
年底投入使用的六王村公共服务中
心映入眼帘。

“这个村可真是高大上嘛。”透
过车窗，记者脱口而出。

“不少前来参观的领导也这样
说。”同行的六王镇人大主席陈静接
过话茬。

步入崭新的村级公共服务中
心，只见陈始光正在安排村里的汛
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简单
明了、条理清晰，五六分钟即安排
妥当。

六王村公共服务中心的谋划和
建设，凝聚着陈始光的心血和汗
水。六王村是六王镇政府所在地，
户籍人口超过1万人，但没有供群众
健身、休闲、娱乐的文化娱乐活动中
心。近年来，建设文化娱乐活动中
心成为了群众的关注热点和迫切需
求。经过村“两委”班子讨论通过，
村里决定另选地址建设六王村公共
服务中心。

新建六王村公共服务中心项目
提上日程后，陈始光就忙得不可开
交。一方面，他争取到上级项目资

金50万元，另一方面，他与村“两委”
干部一起组织发动村民代表、热心
乡贤等，共筹集到 150 多万元，同时
村集体经济出资 170 万元投入项目
建设。在村“两委”共同努力下，
2022 年 12 月底，集办公楼、舞台、球
场、球馆和绿化休闲于一体，占地
4500平方米的六王村公共服务中心
项目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2021 年村“两委”换届
后，六王村包括村党委书记在内的

“两委”干部，90%是新任村干部。
陈始光化身“老黄牛”，坚持手把手
指导年轻干部如何坚决执行镇党
委、政府决策部署，以及如何做好群
众工作、如何处理矛盾纠纷等村级
事务。近年来，六王村建污水处理
厂、加油站，盘活闲置土地建商铺，

处理涉农纠纷等繁重任务，都有
陈始光奔波忙碌的身影……“姜还
是老的辣！不管是实战经验还是群
众基础，老陈都比我们年轻人更有
优势。老陈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
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导师。”在六王村
党委书记陈海看来，陈始光坚持做
给年轻干部看，带着年轻干部干，帮
助年轻干部更快更好成长。

作为人大代表，陈始光时刻牢
记“我当代表为人民”的承诺，积极
建言献策履职为民：关于项目建设，
他争取资金修复圩镇道路、安装路
灯等；关于产业发展，他建议并引导
群众发展特色产业，目前六王村已
发展有大型果场 3 个，面积超 1500
亩；关于尊师重教，他连续 8 年组织
举行师生表彰大会……

在老百姓心目中，陈始光还是
一位“爱管闲事”的人大代表。遇上
群众有矛盾纠纷，即使不是份内事，
他也会主动帮助调解。2022 年，镇
里推进一个重点项目，需要征用六
王村邻村一户村民的土地，经多方
协商却无法达成一致，导致这个项
目迟迟无法推进。陈始光得知情况
后，主动请缨开展动员工作，他晓之
以情、动之以理，最终调解成功。

“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更是一
份责任。”陈始光表示，自担任人大
代表的那天起，他就告诫自己“当代
表就要当人民的公仆，只有为群众
多办实事办好事，才能对得起人大
代表这个身份”。

六王村公共服务中心大门旁，
六王村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已经签约
出租，目前正在加紧内部装修。芒
种时节，六王村也将迎来属于他们
的收获季。

闲不住的“金点子代表”
——记容县六王村委会副主任陈始光

□本报记者 林冬冬

▶陈始光（右）进村中企业了解村民就近就业情况。

本报讯（记者 梁敏华）6月14日是
第 20 个世界献血者日。6 月 13 日，玉
林市在城区青年广场举行纪念2023年

“世界献血者日”暨玉林市无偿献血终
身成就奖获得者授匾仪式，一批无偿献
血者受到了表彰。

活动中，与会领导宣读了关于对
2019-2020 年度玉林市无偿献血奖励
获得者进行表彰的决定，并为玉林市无
偿献血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授匾。其中，
玉林师范学院等2个单位被授予“无偿
献血促进奖”；钟伟偲等9063位同志被
授予玉林市“献血之星”；黄家南等 31
位同志被授予“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
罗福荣等 33 位同志被授予“无偿献血
终身成就奖”。

玉林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无
偿献血工作，先后颁布了《玉林市无偿
献血奖励办法》《玉林市无偿献血奖励
办法“三免奖励”政策实施细则》，推动
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
年至2022年，玉林市无偿献血工作保持
快速发展水平，三年累计采血 21.6499
万人次，采血量7690万毫升，采血人次、
采血量实现连续增长，稳居全区第二。
2022 年，玉林市千人口献血率达 12.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荣获“2020-2021年
度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

此次表彰活动，弘扬了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呼吁更多
的爱心人士参与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
来，为建设健康玉林贡献力量。

玉林表彰一批无偿献血者

◀玉林市无偿献血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授匾仪式现场。

本报北流讯 6 月 9 日下
午，北流市“培·评·用”一体
化梯级名师培养育秀工程举
行结业典礼，历经 4 年培养，
该市 80名小学教师喜领荣誉
证书，获授“北流市教学能
手”称号。

北流市从 2019 年 5 月开
始实施“育秀工程”，从城乡
70 所小学中选派 80 名年轻
骨干教师，分批分次到南宁
市兴宁区五塘镇中心学校与
导 师 进 行“ 一 对 一 跟 班 学
习”，主要学习广西教育学院
教授、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优秀专家

党雪妮独创的“简单课堂”教
学法和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通过跟班学习实践，这些小
学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自
身人文素养都得到了很大提
升。4 年来，这批学员累计获
得玉林市优秀工作者荣誉称
号 2 次，获玉林市微课大赛
一、二等奖 48 次，获北流市
优秀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
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62 次，获
北流市教课比赛、教师教学
技能大赛一、二等奖 133 次，
被评为北流市各类先进个人
268次。

（梁俭）

四年磨剑！

北流80名小学教师成“教学能手”

本报北流讯 今年以来，北
流市山围镇人大主动激发基层
治理新动能，发挥基层代表听民
声、知民情、汇民意、解民忧的作
用，聚焦产业振兴等重大工作，
推动该镇各项事业的发展。

聚焦产业振兴。为发挥农
业镇优势，该镇人大代表实地调
研后和村民商议，决议壮大“一
村一品+”产业。该镇 7 个行政
村 分 别 选 出 各 自 的“ 一 村 一
品+”：塘头村“荔枝+番石榴”、
铁炉村“火龙果+荔枝”、李村

“番石榴+三黄鸡”、山围村“沃
柑+番石榴”、甘竹村“牛大力+
八角”、丰垌村“八角+油茶”、都
宫村“红薯+桂皮”，并采用“公
司+基地+农户+村级集体经济+
互联网”的模式发展特色产业，
力促群众增收。

聚焦低效闲置地。根据北
流市低效闲置用地清理处置工

作部署，该镇各级人大迅速成立
专班，收集地块信息，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经过“四议两公开”程
序，通过嫁接招商等方式，盘活
低效闲置土地，为优质项目腾挪
空间。2022 年以来，盘活低效
用地47.79亩，引进企业8家，增
加产值 4000 多万元，增加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50多万元。

聚焦项目建设。在高铁项目
的征迁工作中，该镇人大代表分
发挥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群众的纽
带作用，助力项目建设。人大代
表陈天禧是玉岑项目副指挥长，
他深入农户家中做好征迁政策宣
传工作；涉及征迁的镇人大代表
梁海坤率先在补偿安置协议上签
字，并带动亲友早早签约。人大
代表的努力和引领，加快了征迁
工作的推进，仅用6个月时间，就
完成了塘头村征拆补偿协议签订
任务。 （陈天禧 袁春泉）

北流山围镇：

人大“聚焦”激发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傅盛 通
讯员 梁兆奇）6 月 13 日，在
一片欢声笑语中，位于陆川
县米场镇桥鲁村的云顺农产
品加工厂正式开工投产。

云顺农产品加工厂由米
场镇政府整合资金 250 多万
元建设，建有标准厂房 4 栋
和晒场 1 个，占地面积 2460
平方米。该加工厂集五指毛
桃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
现有员工 83 名，其中吸纳桥
鲁村 21 名脱贫户就业，每年
为脱贫户人均增收 2.5 万余
元。该加工厂开工投产后，
五指毛桃加工产能达 20 吨/
月，年产值超 300 万元，每年

可为桥鲁村集体经济增收超
过 12 万元。

加工厂负责人凌云告诉
记者，他们将在原有的 1370
亩五指毛桃种植规模基础
上，继续扩大种植规模，预
计 年 内 增 加 种 植 面 积 700
亩，不断带动村民种植五指
毛桃，促进农业增效、带动
农户增收。

“接下来，米场镇将继续立
足乡情实际，优化政策导向，充
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大力发
展乡村产业，助推乡村振兴提
速增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米场镇镇长黄浪说道。

陆川米场镇：

乡村产业振兴提速增效

村民在工厂内加工五指毛桃。

本报玉林讯 6 月 13 日，
玉林市防雷减灾中心联合广
西经天气象服务有限公司、广
西华茂气象科技有限公司玉
林分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专题
学习会。

此次学习活动就防雷生
产安全的职责、检测、施工、制

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学习、座
谈，让相关单位加强安全生产
意识，从自身角度就要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的指导思想和

“安全第一，以人为本”的正确
理念，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
产、不安全不开工、不安全不
建设”。 （王春丽）

防雷减灾不放松

本报讯（记者 邹江）6月12日，玉林市交通
运输局组织召开《玉林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和
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修订听证会。

2018 年 8 月 13 日，玉林市政府出台实施了
《实施细则》。时过多年，为适应改革和经济社
会发展最新要求，有效规范我市网约车经营服
务，全面理顺和维护行业秩序，该局代表市政府
对《实施细则》进行修订，拟对部分内容进行了
更新、修改。为全面收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
议，增强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民主性、科学性，决
定召开此次听证会。

本次听证会的听证代表有21人，有来自玉
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玉林市委员会办公室、玉林市司法局、玉林市
公安局等部门代表，也有玉林市交通运输局特
邀监督员、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代表、网
约车司机代表、网约车乘客代表等。听证会上，
代表们从促进经济发展，方便民众生活等角度
充分发表见解。听证会结束后，该局将对代表
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认真加以研究，形成听
证报告并在相关门户网站进行公布，作为《实施
细则》修订的重要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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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玉州讯 为进一步增强
低保工作的透明度，保障民生工
程落到实处，玉州区民政局依托
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加强低保
一线宣讲和信息动态管理。针
对部分群众对低保相关政策了
解不透彻，玉州区民政局联合辖
区基层人大代表，入户大力宣传
低保政策，并及时掌握基层低保
户家庭情况，对其家庭收入是否
有变化、健康状况和成员变化等
相关低保工作的动态信息进行

反馈管理。同时，该区人大代表
还通过参与商讨优化办理低保
等，加强对低保工作的全程监
督，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等现
象的发生。

今年5月，该区向符合低保
条件的农村低保 4642 户 13840
人发放资金 1669.56 万元，城市
低保 2955 户 7271 人发放资金
1476.48 万元，有效保障了困难
群众的基本生活，实现了“阳光
低保”。 （周鑫 钟伟）

玉州：

畅通“阳光”低保快车道

作为村委会副主任，
他是一头“老黄牛”，主动
领着年轻干部撸起袖子
加油干；

作为连选连任的县、
镇人大代表，他勤出“金
点子”，积极反映百姓民
生诉求；

……
他，就是容县六王镇

六王村委会副主任陈始
光。在工作岗位上，他兢
兢业业、踏踏实实，想群
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谋
群众所盼，是大家口中那
个“闲不住的‘金点子代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