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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邹江 通讯员 邹惠蔚）
8 月 12 日，记者从玉林海关获悉，前 7 个
月，玉林市主要进出口货物交易活跃，外
贸进出口延续了上半年高速增长态势。

据统计，今年前 7 个月，玉林市外贸进出
口 32.2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43.6%。其中，
出口 22 亿元，增长 22.1%；进口 10.2 亿元，增
长132.4%；贸易顺差11.8亿元。

民营企业引领外贸增长。前 7 个月，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22.1 亿 元 ，增 长 32.1% ，占

68.5%。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 亿
元，增长78.6%，占31.5%

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前 7
个 月 ，玉 林 对 欧 盟 进 出 口 7.9 亿 元 ，增 长
63.1%，占 24.5%；对东盟和美国分别进出口
5.8 亿 元 和 5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49.7% 和
34.9%。同期，对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其他成员进出口 7.8 亿元，增长
30.6%。

机电产品、纺织服装、玩具出口稳定增

长。前 7 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5.8 亿元，增长
42.2%；纺织服装出口 5.7 亿元，增长 39.3%；
玩具出口 3 亿元，增长 299.6%。同期，陶瓷产
品出口2.3亿元，下降13.3%。

主要进口产品均实现倍增。前 7 个月，
机电产品进口 3.9 亿元，增长 119.5%；镍矿
进口 2.5 亿元，增长 218.1%；中药材及香料
进口 1.9 亿元，增长 225.2%，其中香料进口
1.5 亿元，增长 298.8%，中药材进口 4002.9 万
元，增长 93.4%。

玉林外贸保持高速增长
主要货物进出口增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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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林 ，丰 饶 的 物
产 、灿 烂 的 文 化 、多
彩的身姿、前进的步
伐……现在，我们通过
视频的方式，陪你走遍
玉 林 ，品 尝“ 玉 林 味
道”，体味“人间烟火”，
寻找“诗和远方”。

本报开设“美在玉
林”栏目，读者可通过
扫描二维码，观看“美
在玉林”系列短视频。

“美在玉林”

【第十二期】
玉林冬至：最是人间烟火气

本报容县讯 日前，全国县域旅游
研究成果《全国县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研究报告 2023》在北京发布，2023 年
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2023
年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名单
出炉，容县入选全国百佳县。这是容
县 连 续 第 四 年 入 选 该 榜 单 ，排 名 由
2020 年的 84 名上升到 77 名。

容县是全国著名侨乡。近年来，
容县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以文促旅、以旅兴文兴业，走出了“文
旅+N”的融合发展新路径。2022 年，容
县成功举办“诗在壮乡·何必远方——
广西人游玉林·鬱上美好”活动、沙田
柚文化旅游节等活动，创新打造“清凉
夏夜·容县有约”都峤山汽车后备箱夜
间大集市品牌，容州古城商业街被评
为自治区级夜间特色消费集聚区。该
县推出门票减免等优惠措施，全年累
计接待游客 82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
费 92 亿元。

今年以来，容县充分挖掘侨乡特
色，不断拓展消费场景，推出暑期经济
大集市、音乐派对、泼水节、北洞天露
营等一系列活动，消费市场迎来一波
波“夜经济”高峰，带动创业就业人数
达 3000 人。1 月至 6 月，容县累计接待
游客 597.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98%，
旅 游 总 收 入 58.9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65%。

（梁富炎 梁辉 陈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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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立萍)今年
以来，陆川县纪委监委紧紧抓
住案件质量的“牛鼻子”，始终
坚持“一案一评查”“一案一反
馈”“一案一整改”，纵深推进案
件质量评查常态化、全覆盖，为
全县纪检监察组织诊误纠偏、
提质赋能，助推实现案件办理
质量与办案水平“双提升”。

该县纪委监委坚持实行
案件“双向”评查机制，案件承
办部门在案件移送审理前要
严格按照《案件质量评查评分
表》开展自查自评，案件审理
部门在处分决定生效后 15 日
内，再对照案件质量评分细则
进行全方位“体检”和确定案
件质量等次，并逐一列明扣分
项目、原因及依据。案件评查
结束后，案件审理部门负责牵
头协调，将评查发现问题、案
件评分情况及案件质量等次，
分别向分管领导、案件承办部

门、联系的监督检查和相关部
门进行“多边反馈”；案件承办
部门则逐一对照反馈问题和
扣分项目，有针对性地采取措
施 予 以 整 改 ，严 把 案 件 政 治
关、纪法关、质量关。

此外，坚持“每季一分析”
“每年一分析”，对案件质量评
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分类
和研判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
方法措施，不定期组织开展问
题整改情况“回头看”，形成《案
件质量评查情况通报》，进一步
强化案件质量“闭环”管理，全
力打造“铁案”工程。

今年 1 月至 6 月，该县纪委
监委共评查案卷 67 件，获得 A
等案件（评查得分 98 以上）12
件，印发案件质量评查情况通
报 2 期，总结提炼九大类共性
问题，为案件承办等部门提供
借鉴。

陆川——

以评促改提升办案质量

▶志愿者团队正在
进行乡村振兴主题墙绘
创作。

本报讯（记者 林声远 实习生 周楚琦）8 月 13 日晚
8 时，随着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玉林开始点亮首届学青
会主题灯光秀。玉林利用楼宇灯光、户外大屏等宣传平
台，展示“逐梦新时代·青春更精彩——迎接第一届全国
学生（青年）运动会”标语，播放首届学青会宣传片。

灯光秀上，声光电相互交错，体育健儿的矫健身影
和体育运动的激情活力闪耀在户外大屏上，秀出了勇
于拼搏的体育精神，点亮了广西体教融合名片。

记者走访看见，玉林园博园、东门商业广场、步行街
入口、金城中心楼面、南江桥头、文化广场、排埠桥头、二
环路等多处区域均点亮了灯光秀。

▶玉林园博园滚动点亮首届学青会主题标语。

迎接首届学青会

玉林点亮主题灯光秀

近年来，兴业县将农民增收作为产业发
展的落脚点，优化种植业结构，转型升级发
展畜牧业，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健全农
产品市场交易体系，绿色高效做优一产、加
工增值做强二产、融合发展做大三产，以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兴业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

2022 年，兴业县全年 GDP 增长 2.5%，
其中一产增长 4.1%，二产增长 2.9%，三产
增长 1.1%。成功创建 2022 年国家绿色高
质高效创建示范县（水稻）、2021-2025 年度
第二批全国科普示范县、自治区现代农业
产业园创建示范县、“四好农村路”自治区
示范县。

扛牢粮食安全责任
“今年我们全县早稻种植面积 23.85 万

亩，预计产量10.5万吨，在早稻种植过程中，
我们大力推进水稻绿色高产、高质、高效的
创建行动，在水稻集中育秧、病虫害统防统
治、机械化作业等各个环节开展社会化服

务，全面提高水稻生产的机械化、集约化水
平，为粮食增产打下坚实基础。”兴业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李海钢表示。

近年，兴业县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2022
年，全县新建成高标准农田 2 万亩，复耕
撂荒地面积约 2.4 万亩，粮食种植面积
54.17 万亩，粮食总产量 21.55 万吨，粮食
产量实现连年丰收。在全市率先完成
2022 年粮食收购任务，获自治区粮食生产
主产县激励奖励。2023 年，全县计划建成
高标准农田 5 万亩，实现春播粮食面积
31.45 万亩。

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兴业县创建乡村振兴“八大示范区”，大

力发展粮食、茶叶、禽畜、蔬菜、水果、中药
材、食用菌、香草猪等优势特色产业。沙塘
镇（稻米）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大平山镇陈村社区（三黄鸡）两次入选全国
乡村特色产业超亿元村，“兴业茶”获农业农

村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成功创建了
自治区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兴业县葵峰
富硒茶产业示范区……

近年来，兴业县大力打造“兴业茶”产业
链，通过“示范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茶叶产业发展新模式，建立“四统一”机制，
推进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县
茶园种植面积 2 万多亩，年产干茶 2000 多
吨，年产值 1.8 亿元；培育了 27 家茶业加工
企业，打造了山心毛尖、葵峰绿茶等 6 个茶
品牌。

近年来，兴业县的设施渔业逐渐进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陆基工程化、池塘设施
化、循环水工厂化等生态高效养殖方式成
为主流。目前，全县设施渔业养殖面积近
2.2 万平方米；其中，陆基高位圆形池 211
个，养殖水体约 14600 立方米；低碳循环水
养鱼水槽 14 条，养殖水体 3850 立方米。
2022 年全县设施渔业产量 3500 吨，产值
6800 万元；2023 年 1 至 5 月全县设施渔业
产量1450吨，产值2800万元。

发挥联农带农作用
大平山镇陈村社区，是远近闻名的养殖

大村。借助养殖业快速发展，陈村社区被评
为“广西养鸡第一村”。

陈村社区结合村中优势产业，成立陈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建立“公司+农户+基
地”养殖模式，大力引导村民发展种鸡、
肉鸡养殖，形成“统一品牌、统一饲料、统
一技术、统一销售”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格
局 ，带 领 村 民 闯 出 一 条 养 殖 致 富 新 路
子。目前，陈村社区共有肉鸡生产基地 2
个，年出栏肉鸡 974 万羽，产值达 29220 万
元，全村农业生产总值41742.86万元。社区
从事三黄鸡产业人员约 1750 人，通过养殖
三黄鸡或者在三黄鸡生产基地就业，实现人
均增收23700元。

除大平山镇外，兴业其他镇也积极探索
“村集体经济组织+”“产业联合体+”“社会化
服务+”“线上线下”等联农带农模式，不断激
发村级发展内生活力，让“钱袋子”鼓起来。

农业增产增效 农民安居乐业
——兴业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陈立萍 通讯员 黄远强

本报北流讯 “小朋友，想不想让咱
村变得更漂亮？”“想！哥哥姐姐，我们村
有牛有庄稼，你们能画到墙上不？还要画
上我们……”“好呀，我们一起来用画笔描
绘美丽的家乡吧。”

8 月初，北流市义工协会联合北流镇党
委开展以“党群联建 美化乡村”为主题的墙
绘志愿服务项目，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对中灵
村刺史第沿线墙体进行彩绘。

此次墙绘志愿者团队的 15 名志愿者主
要由美术专业返乡大学生和绘画爱好者组
成。志愿者围绕“党群联建 美化乡村”主题
进行绘画构思、创意设计，创作 10 余幅总面

积约为250平方米的乡村振兴主题墙绘。
丰收的喜悦、广阔的田野、勤劳的老

牛……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墙绘跃然于墙上，为
中灵村精神文明建设绘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学生志愿者梁翠容表示：“我们利用
自己掌握的知识和工具，为美化家乡贡献自
己的力量，这个暑假生活非常有意义。”

“美丽乡村画在墙上，也融进了群众心
里。”北流市义工协会负责人表示，栩栩如生
的墙绘不但美化了乡村环境，推进乡村文化
建设，而且能让广大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感受
精神文明建设新风尚。

（李雪梅 伍桐 邹明广）

返乡大学生暑期生活接地气

“青春画笔”绘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