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的歌声 希望的田野

我市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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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

午，信州区西东市街

道祝家巷的社区食

堂饭菜飘香。丰富多

样的菜品、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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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和周边上班族

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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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广丰 4000 多名干部深入一线为民解难

社 区 食 堂

广丰讯 由于长期水流冲刷，广丰区大南镇大南社

区溪东水坝的底部基石受损严重 ， 存在严重的安全

隐患。 镇村干部在入户走访时了解到这个问题，立即

组织人员对水坝进行了修复 ，消除了安全隐患 ，得到

了村民们的称赞。

在广丰区吴村镇塘边村 ，路边一座崭新的挡土

墙引人注目 。 前段时间原有的挡土墙垮塌至路上 ，

给过往的车辆和附近居住的村民带来了很大的安

全隐患 。 塘边村网格员在日常排查中发现问题 ，并

上报村委会 。 村“ 两委 ”迅速采取行动 ，及时修复了

挡土墙 ，确保了村里主干道的畅通和附近村民的出

行安全 。

“ 挡土墙是在下大雨的时候倒掉的 ，路面到处都

是黄泥巴。 村委会重新修建后 ，现在路也好走了 ，下

雨也不打滑了。 ”吴村镇居民林江青说。

广丰区结合 “ 党员干部下一线 、 政策服务到基

层、平安幸福进万家”活动，推动建立“ 区级领导包乡

镇、区直单位挂村、党员干部访户 ”的包联机制 ，动员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下基层访民情 ， 到一线去宣讲鲜

活新思想 、落实政策到家门 、解决群众揪心事 、化解

矛盾信访案 、听取民生好建议 、展示勤廉好作风 ，做

到“ 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

截至目前 ， 全区

4060

名区乡村三级干部走访

了

19510

户村居民 ，收集了

2749

个问题 ，已帮助解

决

1845

个 ，正在办理

904

个 。 这一系列举措深得广

大群众好评点赞 ，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显

著提升 。 （ 姚雅云）

余干讯

12

月

16

日，余干县社区惠民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开展“ 寒冬送温暖”活动，为困难户、低保户等

人员，送去棉被、棉衣、棉鞋等爱心物品，把关怀与温

暖送到困难群众的心坎上， 让爱心传递， 让温暖持

续。

当天一大早，社区惠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逐个上户走访，前往荫德门小区、馨港家园等地看

望慰问辖区内孤寡老人、低保户等生活困难人员。“ 这

两天天气越来越冷，有了你们送来的棉被、棉鞋和被

子，心里暖和着呢。 ”东晟小区居民徐福昌患有中风

10

年，生活一直不便，是社区的重点关注对象。 社区

工作人员入户走访了解到其情况后，关切地询问他身

体状况，提醒老人注意保暖，有困难及时向社区反映。

每入一户，余干县社区惠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都与居民进行交谈，与他们拉家常，详细了解他们

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并为其送上大

米、棉被、毛毯和口罩等生活用品，叮嘱大家冬天要注

意保暖。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余干县城市社区党工

委持续关注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建立了长效机

制，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学用结合，深入基层，

深入乡村，深入生产一线，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收集民

意，全面掌握群众当前急难愁盼问题，因地制宜解决

实际问题

100

余个。 此次“ 寒冬送温暖”行动，余干县

社区惠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困难群众发放了棉被、

棉服、棉鞋等过冬防寒物资共计

100

余件近

2

万元。

据悉，余干县将不定期开展便民、利民、暖民公益

活动，架起为民服务的“ 连心桥”，继续帮扶小区独居

老人、生活困难家庭，实现物业服务与群众服务相融

合、物业服务与社区社会事务相融合，进一步提升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 韩海建）

本报讯 周先武 记者徐素

琴报道：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保护土壤，确保农业生态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我市积极开展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按照

“ 谁生产、经营、谁回收”的原则，

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

引导使用者形成回收的自觉性，

构建县、乡、村三级回收处置体

系，取得了显著成效。

加强宣传引导，形成回收自

觉。 上饶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

《 上饶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

置实施方案》 ， 督促引导使用者

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

形成回收的自觉性。各地利用横

幅、宣传车、新媒体等途径，加强

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政

策的宣传。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处置专题培训会

27

场，培

训农药经营者、飞防组织和农业

种植大户等。

构建县、乡、村三级回收体

系。各地在农资零售店设立农药

包装废弃物初级回收站，引导农

户把农药包装废弃物送到回收

站。 弋阳聘请了

41

名保洁员定

期到田间地头捡拾农药包装废

弃物；万年建设了“ 防雨 、防渗

漏、防遗撒”的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中心；玉山设置了

44

个乡

村级回收点， 县级集中贮存点

1

个， 并与玉山县玉达保洁服

务有限公司签订回收协议 ，将

回收废弃物集中贮存， 统一进

行无害化处理。 据统计，全市共

建立县、 乡、 村回收站点

1175

个，基本形成了覆盖县、乡、村三

级回收体系。

落实落细工作，建档溯源可

查。各县农药经营店均设立了回

收专用台账，记录回收农药包装

废弃物的日期、 数量、 材质、规

格、 送交人及联系方式等。 乡

（ 镇）回收中心、县农业农村局和

专业处置单位分别设立贮存运

输处置专用台账， 记录回收、转

运、 处置农药包装物的日期、数

量、 送交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归集、转

运、 处置各个环节做到账账一

致、账物一致，建档可追溯。

“ 住在‘ 清水仙宿 ’感受怎

样？ 环境好吗？ ”

“

Good

！ 这里风景美得像仙

境，空气闻起来都是‘ 清甜’的味

道。 ”

近日，来自韩国的游客陈如

意和中国朋友到广信区灵山景

区游玩，慕名前往清水乡双溪村

“ 清水仙宿”住了一晚感受颇深，

他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房间里

推开窗就能看见巍巍灵山，很是

激动，灵山真棒！ 清水真棒！ ”

清水乡双溪村坐落于国家

级

4A

级风景名胜区灵山景区

西北面。 一条小溪紧贴着村庄，

娴静的溪水湛蓝清澈。 近年来，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逐步

显现， 清水乡党委政府依托灵

山景区， 鼓励引导村民发展民

宿业， 并带领村民前往江浙等

地学习。

“ 我们村现在用自家民房改

建的民宿有

8

家，节假日房间爆

满，供不应求。”清水乡双溪村负

责人介绍说，“ 为增加村集体收

入， 让留守妇女能在家门口就

业，占地

1000

平方米的‘ 双溪村

民宿’已经在建设当中，建成后

大概可增加村集体年收入

30

万

元左右，提供

30

个就业岗位。 ”

“ 您好！还剩两间房源。请问

您大约何时到店？对房间有什么

特殊要求吗？ ”双溪村村民张雪

蓉像往常一样接着电话。 与客

人沟通好后， 她添加了对方的

微信， 将民宿和停车场的具体

位置发送了过去。 她告诉笔者，

为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今

后还想利用自家菜地开个农家

乐，增加收入。

据了解 ，该乡通过“ 党建

+

民宿”融合发展模式，带领村民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

量、增强民宿品质，让乡村民宿

真正成为“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 诗和远方”。 如

今，双溪村的民宿热，不仅带动

了乡村游与当地就业，同时还带

动了乡村特色农业产业的种植

和采摘乐。 周边各村也纷纷效

仿，利用空白点打造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将原有菜地进行升级改

造，种植樱桃、猕猴桃、葡萄等特

色水果，在给游客提供更多娱乐

项目的同时， 增加村集体收入，

实现村富民丰。 （ 陈炜）

余

干

：

寒

冬

送

温

暖

关

爱

暖

人

心

景色 “美 ”了 民宿 “热 ”了

玉山讯 近期， 玉山县遭遇

寒潮带来的降温、 降雨 （ 雪）天

气， 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玉山县仙岩镇的农技专家第一

时间走进田间地头和设施农业

大棚，给种植大户提供相应的防

寒抗寒技术指导。

“ 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种

植 ，对当地的气候条件不是太

了解 。 马上开始降温了 ，想请

教一下 ，我们这边应该采取什

么样的加温措施呢 ？ ”在江西

青农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500

亩辣椒 、茄子种植基地里 ，

负责人丁志韦向前来指导的农

技专家请教。

“ 针对低温天气，首先要把

二次膜放下来，当温度低于

-6℃

的时候， 就要放加温块进去，提

高大棚的抗寒能力。 ”仙岩镇农

技人员杨章葛耐心解答。

在基地里，笔者看到，所有

的大棚内， 二次保温膜已全部

覆盖到位， 每个大棚外也全部

安装上了排水管道， 为应对这

次寒流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今

天很感谢农技专家专程来基地

指导。 他跟我们讲了一些保温

的措施， 让我们抵御寒潮更有

底气， 相信我们能平稳度过这

个低温期。 ”丁志韦表示。

（ 邱荣燕）

玉山农技专家田间指导防寒

（上接第一版） 正发展成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

枢纽。

14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广西考察第一站，来到位于

中国（ 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的中国

－

东盟信息港

股份有限公司。

3

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

和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明确表示：

“ 中方愿同东盟一道建设中国

－

东盟信息港，推动数字互联

互通，打造‘ 数字丝绸之路’。 ”

如今，中国

－

东盟信息港建设成效如何？

在展示信息化互联互通成果的大屏幕前 ， 总书记

停下脚步 。 只见屏幕上一条条陆地光缆 、 出境电路等

从南宁出发 ， 穿山越海 、 纵横交错 ， 奔向东南亚各

地。

历经多年建设， 中国

－

东盟信息港正努力打造面向东

盟的国际通信大通道、大数据资源应用服务大枢纽、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示范高地、数字经济开放合作集聚区和人

文交流合作中心。

展厅里，一项项建设成果吸引着总书记的目光：既有

芯片、内存、硬盘等硬件产品，也有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各

种应用终端，还有与东南亚各国签订的合作协议、各类数

字信息应用场景等。

刚从越南访问归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与东盟各

领域间的合作寄予厚望：“ 这次访问越南，两国达成了一系

列合作共识和协议。要乘势而上，推动中国与越南、与东盟

友好合作再上新台阶。 ”

推进高水平开放，既要有数字信息的互联互通，也要

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展厅里，摆放着一个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沙盘：平陆运河。 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

程，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

海的大通道。

“ 通江达海、江海联运，这是广西未来发展的潜力所

在。 ”总书记叮嘱，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提高江

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

近年来，广西与东盟国家间贸易发展迅速，今年上半

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43.2%

，与东盟进出口同

比增长

92.6%

， 东盟已连续

23

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

伴。

展厅一侧， 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广西与东盟国家间贸

易商品： 泰国椰青、 越南青芒、 柬埔寨棕榈糖、 老挝香

米、 马来西亚咖啡， 广西的茶叶、 螺蛳粉、 日用陶瓷、

小家电等等。

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东南亚商品在广西备受欢迎 ，

广西产品在东南亚也广受好评 。 总书记不时点头赞

许。

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面向东南亚，沿海沿江沿边

的广西区位优势独特。总书记曾经指出，“ 广西发展的潜力

在开放，后劲也在开放”“ 要立足独特区位，释放‘ 海’的潜

力，激发‘ 江’的活力，做足‘ 边’的文章”。

这次到广西考察，总书记又强调，广西“ 持续扩大对内

对外开放很有必要、大有潜力”，叮嘱广西“ 解放思想、创新

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 做活广西高质量发展这盘棋， 棋眼就在扩大开放

上。 ”总书记勉励广西：“ 深化拓展与东盟国家的各领域合

作，积极服务建设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主动作为、加快

发展”。

共同的家园———

“中华民族就是

56

个民族融合组成的民族

共同体”

八桂大地， 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 以壮、 汉、 瑶、

苗、 侗、 仫佬、 毛南、 回、 京、 彝、 水、 仡佬等

12

个世

居民族为代表的各族儿女， 共同生活在广西这片美丽富

饶的土地上。

位于南宁市良庆区的蟠龙社区， 就是这样一个多民

族聚居的社区 。 社区常住人口约

2.7

万人 ， 共有

10

多

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在此安居乐业， 少数民族人口约占三

成。

14

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蟠龙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详细了解社区如何围绕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 六共”目标，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剪纸、银饰、团扇、铜鼓、毬丝……一个个别具民族特

色的工艺品，精彩别致、赏心悦目，总书记走上前去仔细察

看。 他拿起桌上绣着精美图案的壮医药锤，称赞“ 很有特

色”。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总书记来到二楼文体活动室。 只

见社区的书法爱好者正在挥毫泼墨， 他们的作品苍劲有

力：“ 爱我中华”“ 厚德载物”“ 海纳百川”……

“ 书法既能提高文化素养、陶冶心情，又能养浩然之

气。 你们写的‘ 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

体现。 ”总书记深情地对大家说：“ 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希

望国家繁荣富强，就像你们写的作品一样，‘ 爱我中华’！ ”

文体活动室另一边，身着民族服装的社区群众正在排

练合唱节目。 看到总书记来了，大家热情地向总书记献上

一曲极具地方特色的民歌《 幸福嘹嘹啰》 。

“ 一到广西，就想起山歌了。 ”总书记亲切地对大家说：

“ 广西少数民族兄弟姐妹阳光热情、多才多艺。 ”

看到社区群众身着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总书记一一

询问他们都是哪个民族的，民族服装都有什么特点。

“ 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

斗在一起，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总书记

叮嘱：“ 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

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

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

结搞得更好。 ”

楼下，社区群众纷纷围拢过来，高呼“ 总书记好”。

迎着大家热切的目光，总书记坚定地说：“ 中华民族是

团结奋斗的民族。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不是从天降，要靠

我们自己的努力。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将更有利于广西的开放发展，壮美广西前景光明。 大家一

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

希望的田野———

“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

来宾市兴宾区凤凰镇，成片的甘蔗一眼望不到边。

这里是来宾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黄安优质“ 双高”

糖料蔗基地，面积达

1.3

万亩。

1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登上田间的八角

楼二楼远眺。只见一根根足有两三米高的甘蔗笔直挺立在

辽阔的田野间，空气中弥漫着甘蔗特有的清香。

不远处，几台甘蔗收割机隆隆作响。 当得知大型甘蔗

收割机一天能收割

180

吨至

200

吨甘蔗，相当于

180

个人

工的工作量，总书记连连称赞。

来自广西农科院甘蔗研究所的技术专家，向总书记介

绍甘蔗育种情况。 原种、生根瓶苗、丛栽苗、假植苗……总

书记一个样品一个样品看过去，详细了解糖料蔗栽培种植

技术。

广西自主选育的甘蔗品种高糖高产、适应性广，桂糖

42

号、桂柳

05136

等品种在全国的种植面积名列前茅。 总

书记对此表示肯定：“ 我们自己选育的甘蔗品种已经成为

优良品种，还有相应的机收技术，你们为国家糖业发展作

出了贡献！ ”

总书记走进甘蔗林。

40

岁的蔗农霍佳丽兴奋地向总

书记汇报，今年自己家里种了

10

亩甘蔗，亩产有

7

吨多，

预计今年能收入近

4

万元。

“ 除了种甘蔗，平常还有其他收入吗？ ”

“ 我和爱人农闲时在家附近的木板厂打工，一年能干

10

个月，每月能挣

7000

多元。 ”

“ 这么算下来，一年能有

10

多万了。 祝愿乡亲们的生

活像甘蔗一样甜蜜！ ”总书记欣慰地说。

离开甘蔗林 ， 总书记乘车来到镇上的一家制糖企

业———广西来宾东糖凤凰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压榨、制炼

等制糖工艺和作业流程。

甘蔗全身都是宝。 企业展厅里，展示着丰富多样的甘

蔗深加工产品，除了白砂糖、冰糖、红糖等常见的糖产品，

糖蜜可生产酵母、焦糖色素，蔗渣可生产环保餐具、纸巾，

蔗叶可作饲料、生物质发电原料……

“ 一根甘蔗实现‘ 吃干榨尽’。 这是一个附加值很高的

产业！ ”总书记边看边说。

展厅墙上的一张饼状图，形象展示了广西糖产业在全

国的地位———

2022/2023

年榨季，广西食糖产量

527

万吨，

占全国

60%

左右。

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 食糖产量已连续

32

个榨季居

全国第一位，连续

19

个榨季占全国

60%

左右，是维护我国

食糖安全的主阵地。

“ 我到各地考察，都要看看我们国家规划布局上有代

表性的产品。在来宾，甘蔗就是代表。今天来这里看到甘蔗

种植和糖业发展格局，心里更托底了。 ”总书记说。

“ 这些年，国家出台了很多鼓励甘蔗种植的政策，蔗农

种蔗积极性大大提高。 推进广西糖业高质量发展，守好全

国人民的‘ 糖罐子’，你们肩负重担。 ”

言语间，总书记语重心长：“ 农业生产布局关乎发展与

安全。 种植面积要稳定，品种、技术也要提高，把这个特色

优势产业做强做大。 国家支持你们，你们也要把这件事抓

好，为千家万户送去甜蜜。 ”

“ 请总书记放心！ ”“ 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嘱托！ ”现场

的企业员工响亮回答。

广西农业资源丰富、条件优越，不仅是全国的“ 糖罐

子”，也是全国有名的“ 菜篮子”“ 果盘子”，发展现代特色农

业前景广阔。

15

日上午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 ，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谈及广西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优势

所在：“ 广西雨热充沛，农业生产条件好。 要发挥广西林

果蔬畜糖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

产业，让更多‘ 桂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 ”

一席话，为广西现代农业擘画出更加宏伟的蓝图。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新华社南宁

12

月

16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