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容县讯 眼下正值沙田柚套袋的关键时
期。走进容县自良镇、县底镇、容州镇、六王镇、十
里镇等各大果场的沙田柚果场，只见柚树枝繁叶
茂，郁郁葱葱，一个个沙田柚坠满枝头，果农们人手
一把梯子，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忙着给柚果“穿衣”
套袋，一派繁忙的景象。

自良镇古济村陈永是容县十佳沙田柚种植能
手，家里有 130 亩果园，每年到这个时候柚树套袋
工作就开始了，“每天早上露水下去后，我们就开始
套袋，一直忙到晚上7时多才收工。套袋可以有效
降低农药残留、减少病虫害，还可以增强果色，提高
品质。今年我家共套袋 13 万个，估计量产 25 万
斤。”正在套袋的村民陈永告诉笔者。

柚果套袋是病虫害绿色防控的重要措施之一。
选用牛皮纸制作而成的沙田柚专用套果袋，定果套

袋前要进行1次疏果。据悉，套过袋的柚果可以有
效防虫、防菌、防水。同时，通过梳理拥挤果、小果、
形状不正果等，来提高优质果的坐果率。这样做可
以延长市场供应期，有助于提高柚果品质和市场竞
争力，为今年柚果丰产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容县是沙田柚原产地，容县沙田柚是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目前全县种植面积达 23 万亩（其中成
年挂果树 20 万亩），去年总产量达 30.5 万吨，综合
产值35亿元，沙田柚已经成为容县村民致富的“金
果果”。 （韦捷 李泱杭）

沙田柚沙田柚““穿新衣穿新衣””田间套袋忙田间套袋忙

本报讯（记者 黎颖）传统的理发
店，一般还有各种服务，比如拉直发、烫
发、洗发等等。不过，如今有一种只剪
发、不办卡、不充钱、没有推销的“十元
快剪店”在玉城悄然兴起，受到不少消
费者青睐。

简单快捷，剪发10元钱
的“快剪店”火了

“靓仔，给我儿子理个头发，这没多
久又长长了。”日前，一名顾客走进位于
美林街的十元快剪店向店内喊道。“来
吧，小朋友你坐这里。”店主黄鸿健将一
把椅子拉开扶小男孩坐上去，围脖纸、
围剪发布动作麻利，一把梳子、一把剪
刀熟练地干起活来。剪刀在顾客头上
来回修剪，不到 10 分钟，一个清爽的新
头型便剪好了，顾客看着黄鸿健的“作
品”满意地扫码付款走了。黄鸿健还没
来得及放下手中的剪发工具，又来了一

个顾客。
记者看到，该店门口摆了一个“专

业剪发，男女老少一律 10 元”的招牌。
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里，有两个剪发的位
置，门口摆放的几个凳子供等候的顾客
使用。和传统的美发店相比，这里只剪
发，不洗头，也不做染发和烫发，整个店
面的装修属于极简风格。顾客都是匆
匆来，剪了之后又匆匆走。店主黄鸿健
介绍，他从事美发行业已经十几年，他
觉得快剪行业市场潜力大，于是今年初
他花了 2000 多元租了个铺面开了一间
十元快剪店。一开始，来光顾的客人并
不多，后来旁边的街坊邻居过来光顾觉
得“又平又灵”，现在他的店铺已经成了
附近这一带最受欢迎的理发店了。

夜晚7时30分，白石桥路的一家“良
心快剪”也同样顾客盈门，不少顾客坐在
椅子上排队等候。招牌上“十元剪发”的
广告特别显眼，店内的设置同样十分简

单，几张凳子、两张椅子和两面镜子，以
及一些简单的剪发工具。店主介绍，他
的店铺是今年 3 月底新开的，而他也是
新入行。“现在暑假了，很多儿童过来剪
发，生意也越来越好。”店主说道。

“快捷+价格透明”，顾客
觉得：真香！

记者拿出手机登录某平台搜索发
现，像“十元快剪店”“良心快剪”这样的
平价理发店市区内就有好几家。黄鸿
健介绍，据他了解，玉林城区已经开有
同类型理发店 10 余家。到店光顾的一
般是男性顾客居多，女性顾客占比最
少。其中，老人、儿童是最大消费群体。

为什么“十元快剪”如此受欢迎？
“我对发型的要求不高，长了就想剪短
一点就行了，在哪里剪效果都差不多。”
小林是一名 90 后，平时工作比较忙，他
告诉记者，“快捷+价格透明”是他选择
快剪的主要原因，中间没有其他消费，
不需要洗头、没有推销、不办卡、不充
值，省了很多麻烦。这种简单快捷的理
发模式为顾客节省了不少时间，也兼顾
了基层群众的需求，不少在快剪店体验
过一次之后的顾客都说：真香！

“在全世界经济下行、后疫情时代
的背景下，人们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
消费降级现象逐渐蔓延，理性消费已成
为愈发普遍的趋势。当方便又便宜的

‘十元快剪店’出现后，这种‘顺势而生’
的服务迅速被消费者接受。加之，现在
处于夏季，正是理发旺季，所以快剪店
生意红火。”玉林师范学院教授、华中科
技大学经济学博士张运泉告诉记者，此
类简单的快剪模式在南宁、柳州等城市
也在悄然兴起，并且深受消费者欢迎。
他认为，国家目前在鼓励灵活就业，快
剪作为灵活就业的一种方式，成本低、
易复制，是不少创业人群的佳选。随着
十元快剪店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此类
快剪服务将来会越来越多。

消费降级+理性消费

玉城“十元快剪店”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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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
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
任职前公示。

庞立新，男，汉族，1976
年3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
员，现任北流市委副书记、办
公室主任，拟任市直正处级
单位正职。

林博亮，男，汉族，1986
年 5 月生，研究生，中共党
员，现任博白县委常委、副县
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
处级单位正职。

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
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
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前邮寄或
直接送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
科（直接送的以送达日期为
准；邮寄的以邮戳为准，邮政
编码：537000）。联系电话：
0775-12380-1。

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
受法律保护。

中共玉林市委组织部
2023年7月15日

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玉市组示〔2023〕33号

本报博白讯“我年纪大不能外
出务工，只能在家养殖。现在我家
存栏 20 多头猪，去年和今年共获得

‘以奖代补’资金 5000 元。”近日，博
白县东平镇长新村脱贫户林峻兴奋
地对前来的纪检监察干部说。

林峻今年 53 岁，2018 年脱贫，
因年纪大无法外出务工，他自筹资
金养猪，并通过“以奖代补”“先种后

养”的方式扩大养殖规模。今年，驻
村干部积极为他家争取到“以奖代
补”小额信贷资金支持。通过精心
饲养，林峻今年计划出栏 10 多头
猪，预计收入2万元。

近年来，博白县立足实际，结合
脱贫户、监测对象产业发展情况，印
发博白县产业“以奖代补”项目实施
方案，明确奖补对象，支持能自主发

展或实质性参与特色优势产业的脱
贫户；实施到户项目，让脱贫户和边
缘户成为产业项目的参与者、受益
者，实现应奖尽奖。明确奖补原则，
对具备条件户产业发展和增收项目
一律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
原则，经验收合格后，补助资金实行

“一卡通”方式发放。设定奖补标
准，以户为奖补单位，对具备条件户

产业发展和增收项目，资金补助额
度设立上下限；对未消除风险的监
测户，符合要求的单户累计奖补最
高3000元；2016至2020年的稳定脱
贫户，符合要求的单户累计奖补最
高2000元。

该县发挥纪委监委作用，严格
对各环节开展监督检查，加强脱贫
户奖补项目产前、产中、产后跟踪，

确保奖补工作按流程进行，杜绝多
发、漏发、错发等现象。不断提高脱
贫户的生产技能水平和生产效益，
推动产业稳步发展，确保产业奖补
惠及民生，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28个镇特色产业“以奖代
补”项目（第一批）工作已经完成，涉
及 2.34 万户脱贫户（监测户），涉及
资金4300多万元。（杨锋 邓抒华）

博白产业“以奖代补”惠及2.34万户脱贫户
涉及资金43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 陈贤 实习生 梁可盈）今年以来，
我市根据自治区和玉林市成品油非法经营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的工作要求，部署开展全市成品油非法经
营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各种非法经营、非法储
存、非法运输成品油行为，切实维持成品油市场秩
序，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

今年1月至6月，我市在成品油综合整治方面共
查扣成品油 59.7 吨，包括 10.7 吨汽油和 49 吨柴油；
查获4辆油罐车、10辆改装流动车，并查扣加油设备
16台、查封油罐13个；取缔窝点8个、抓获违法人员
6人，严厉打击了各种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玉林严厉打击
成品油非法经营

本报讯（记者 梁敏华 通
讯员 韦锦兰）“家人们，欢迎来
到直播间，这是博白县水鸣镇
龙利村葡萄自摘园，阳光玫瑰
葡萄无核，个大、汁多、味甜、口
感脆，喜欢吃葡萄的家人们可
以亲自来采摘……”7月12日，
一场电商直播助农增收为乡村
振兴添新动力的直播带货活动
在博白县水鸣镇龙利村进行。
本土网红盈盈、丹丹、六月等团
队以及玉林师院外国语学院暑
期社会实践队等为葡萄销售

“代言”，向直播间观众推介龙
利葡萄，开展助农直播带货。

此次直播助农活动仅开
播 2 小时，吸引近 2 万人次观
看，点赞量达 10.6 万，累计成
功交易 400 余单，售卖 750 公
斤。“希望借此直播活动，让更

多人了解水鸣镇龙利村的农
产品，参与到助农队伍当中
来，为农业增收献力。”水鸣镇
镇长冼秀斌说。

近年来，水鸣镇积极整合
资产资源，紧抓产业结构调整，
推进发展特色产业，以陈皮柑
产业和芒竹编产业的“一区两
翼”工作格局，重点推动陈皮
柑、芒竹编、百香果、香水柠檬
等本地特色农业发展升级，努
力培育和打造产业品牌。同
时，充分发挥网络电商作用，以
白面麓网络电商直播为主平
台，组建本土网红主播“矩阵”，
采取“电商＋农副产品＋消费
帮扶”的模式，扩大特色产品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宽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推进农业生产数
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

本土网红+大学生实践队

直播推销水鸣镇葡萄

▶果农们正忙着进行套袋作业，
手起手落间，一个个“柚宝宝”就穿起
了新衣。

执法人员在检查加油装置。

本土网红在直播介绍龙利葡萄。

本报讯（记者 潘静新）随着
中高考的结束，由团市委、市政
法委、市教育局主办，玉林市第
四人民医院承办的2023年玉林
市“心理护航”12355 心理健康
辅导进校园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前后共服务师生8万多人次。

活动依托玉林市 12355 青
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服务平
台，由副院长、主任医师、国家
心理咨询师黄英民和心理卫生
中心副主任欧阳琴率领10名心
理专家，线上充分利用腾讯会
议、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等平
台开展心理健康直播课4场次，
全市共计 90 多家学校，约 6 万
多名学生接受辅导服务。线下

深入市直、各县（市、区）各学校
共43所，进行了现场中高考考
前心理健康辅导服务，辅导学
生、家长及老师约2.35万人次。

除了考前心理辅导课外，
今年还特别加入了校园欺凌、
科学人生观、人际交往、睡眠障
碍等心理健康课程，广受师生
的欢迎和好评。

玉林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姚光表示：将充分发挥心理卫
生中心的心理专业特长以及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优势，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常态
化开展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为广大青少年心理健康提
供优质的服务。

“心理护航”师生8万人次
玉林今年中高考心理辅导成绩单亮眼

本报讯（记 者 陈贤）
7 月 11 日，玉林师范学院体
育健康学院组织“青春助力
中国梦·特色实践助振兴”实
践团来到兴业县小平山镇旺
翻村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健康下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为村

民传播健康理念、科普养生知

识，提供免费量血压、拔罐、艾
灸、按摩等服务。此外，还有
志愿者向村里留守儿童宣传
防溺水等安全知识。

“平常很少有机会到城
里进行健康检查，现在在家门
口就可以免费体验到，志愿者
的服务态度也很好，热情又礼
貌。”村民李奶奶高兴地说。

“健康下乡”暖人心

志愿者正在为村民进行拔罐。

本报北流讯“贴上了这个智慧监
管二维码，就相当于给特种设备办理
了‘身份证’，一码一设备。”日前，北流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边张贴特种设
备智慧监管二维码边对辖区内的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工作人员解说道。

为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治理
能力和数字化监管水平，实现“一码统
管”智慧监管新模式，北流市市场监管
局统一使用由广西特种设备监管平台
生成的智慧监管二维码，并在辖区内
开展智慧监管码赋码工作。

该局整理清单，向使用特种设
备企业发放操作流程图，并进行一
对一指导，现场演示特种设备赋码
贴码的整套流程，确保特种设备赋
码全覆盖。

据了解，特种设备码是在原有的
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新增的一个二维
码，公众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可以看
到这台特种设备的更多信息；市场监
管人员扫码则可以清楚这台特种设备
的使用期限、登记信息、是否按时维护
保养信息、设备检验、故障上报等业务
办理流程相关信息，就像给特种设备
配备了专属的“身份证”，通过特种设
备安全码赋码应用，对特种设备进行
互联智控。 （李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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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流讯“路宽了，
还加装了护栏，走这条路更
方便更安全了。”北流市大坡
外镇三板村一条靠山而建、
路窄弯多的道路近日得到拓
宽，该村群众高兴不已。

三板村利社组路口到塘
梨组的道路全长 1 公里，路
宽 3 米，靠山而建，路窄弯
多，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但这条狭窄的道路却是罗
辇、利社、塘梨三个村民小组
600 多名群众出行的主要道
路，拓宽道路成为群众多年
的愿望。

2022 年，在三板村人大
代表联络站民情沟通会上，
群众代表联合提出了拓宽利
社组到塘梨组道路的建议。
三板村党总支部书记、人大
代表罗昭对群众的呼声高度
重视，经过实地调研，他也认
为该道路的拓宽刻不容缓，
便向镇人大递交了道路拓宽
建议。镇人大对此十分重

视，多次组织代表实地走访
了道路情况，倾听附近群众
的想法，最终决定将利社组
到塘梨组道路加宽至 5 米，
并在危险路段加装安全护
栏，所需资金由镇政府积极
争取上级项目。当地群众得
知消息后十分高兴，三个村
民小组的群众自发捐款，筹
措资金 39850 元，用于道路
路基拓宽。

该项目于今年 4 月初动
工。项目建设过程中，三板
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多次组织
人大代表到现场督查道路建
设的进度和质量，协调解决
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
推动工程顺利进行。目前，
该道路已完成道路硬化和护
栏安装工作，正式投入使
用。升级改造后的利社到塘
梨道路，为群众安全出行提
供了良好的交通环境，拓宽
了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黄琬丹）

“建议”解民忧 修出“幸福路”

十元快剪店内，理发师正帮顾客剪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