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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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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建党百年 谱贵港新篇·党史学习教育

511.1940 年 11 月，为了统一对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成立华中新四军

八路军总指挥部，( )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

A.项英 B.叶剑英 C.叶挺

512.1939 年 12 月 8日起，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和晋冀豫

军区部队，发起 （ ），使太行区南北又连成一片。

A.邯 （郸） 长 （治） 公路破击战

B.黄土岭伏击战

C.黄崖洞保卫战

513.1940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的指示，

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 （ ） 性质的政权。

A.统一战线 B.一党专政 C.国共合作

514.1940 年 3月 11 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

的策略问题》 的报告，深刻阐明了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 （ ） ”的

原则。

A.有理、有利、有节

B.完全信任合作

C.深入协同合作

515.1936年底，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由 （ ） 任书记的中共广西

省军团，加强党对广西军事工作的领导。

A.麦世法 B.张镇道 C.刘敦安

近日，在平南县丹竹镇团结村大青枣基地，记
者看到杨勇坤活跃的身影时而穿梭在大青枣树和珍
珠香瓜之间，为农户讲解套种珍珠香瓜日常管理注
意事项；时而查看大青枣树苗生长情况，耐心为农
户讲解种植技术。从毫无种植经验到成为大青枣和
香瓜种植专家，杨勇坤带领团结村村民拼搏奋斗，
使团结村从贫困村变为远近闻名的水果村。

杨勇坤于 2000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团
结村党支书。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刻起，他便牢记
初心，坚守为民情怀，真情为民服务。

团结村是水库移民村，曾是“十三五”贫困村
之一。2012 年，杨勇坤辞掉在广东的高薪工作，回
到团结村。“我出生在农村，对农民和土地有着深
厚的感情，我想带领更多村民增收致富。”杨勇坤
说，毫无种植经验的他毅然选择返乡发展水果产

业。经过几年摸索，他带领村民发展大青枣、百香
果、龙眼等产业，村民增收渠道拓宽了，钱包鼓起
来了，村级集体经济也不断增加，团结村如期整村
脱贫，杨勇坤也因此荣获贵港市 2018年度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自治区脱贫攻坚好支书”称号。

2017 年 5 月，团结村计划建设一所规范且有资
质的幼儿园，杨勇坤经与村“两委”干部、村民
代表商议，决定把低价出租的旧村委空置楼房收
回，由村民合作社投入 50 万元进行翻新改造成幼
儿 园 。 同 年 12 月 ， 面 积 500 平 方 米 的 幼 儿 园 建
成，2018 年春季期，幼儿园正式开园，为村民子
女 提 供 了 优 良 的 教 育 环 境 ， 解 决 了 幼 儿 “ 入 园
难”问题，并为村集体每年增加租金收入 5 万元。

“以前附近都没有幼儿园，现在村里开办了幼儿
园，让小孩实现了就近入学。”团结村村民陆瑞平

说。
2019 年，村里打算在团结河旁建设一个休闲广

场，但有 10多户村民在河两岸种植竹子、香蕉和蔬
菜等。杨勇坤和村里有声望的村民一起上门挨家挨
户做群众思想工作，最终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目
前，团结村累计投入约 140 万元，在团结河旁建成
一个约 1600 平方米的休闲广场，配套有 30 米文化
长廊、一套健身器材，河两岸建有沿河护栏及绿化
带。如今，休闲广场已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

本报讯 6月 7日至 8日，今年高考期间，桂平市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万顺叫车贵

港分公司组织 20 多辆爱心车辆为该市参加高考的学生及考务工作人员提供免费志愿

服务，两天共出车 253辆次，免费接送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 819人次。 （梁春梅）

本报讯 近日，平南县大鹏镇开展反邪教宣传及网络签名活动，提高群众对邪教

的辨识力和抵抗力。 （梁启勇）

本报讯 近日，港北区在庆丰镇中心小学举办“红领巾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队

员”为主题的队日活动。 （蓝心雨）

贵港讯 今年以来，农行
贵 港 分 行 深 化 数 字 化 转 型 创
新，响应“智慧互联网”服务
需求，大力推进智慧校园场景
建设，营销智慧校园高频场景
50 户，为学校提供智能门禁、
智慧食堂、智慧图书馆等多种
金融服务，有力提升了广大师
生的金融服务体验。

“ 学 校 新 增 这 些 新 科 技 ，
解决了我们家长报名排队缴费
耗时长的问题，该缴什么费、
缴多少钱一目了然，省了我很
多时间和精力。不明白的地方
还有银行工作人员现场讲解，
服务很到位。”在贵港市高级

中学春季期开学报到现场，一
位家长满意地说道。

据悉，该行通过组建智慧
校园高频场景营销团队，抓住
开学的黄金时段，开展公私联
动，重点对 K12 学校开通上线
智慧校园场景进行定制营销，
制作智慧校园功能手册，方便
师生家长使用。加强银校与三
方系统之间的快速联动，及时
解决智慧校园场景使用过程中
存在的困难及问题，为广大师
生和家长提供高效、便捷、安
全的智慧金融服务，有效地提
升了服务形象。

（张洪燕）

5 月 31 日，港北区教育系统“感党恩 跟党走”系列活动之红色歌曲合唱比赛在港北
区第二初级中学举行，来自贵城、荷城、港城等 9 大学区共 450 多人参加。活动旨在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引导青少年热爱党、拥护党、听党
话、跟党走，热情讴歌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丰功伟绩。 （见习记者杨小露摄）

桂平讯 近日，贵港市理
论宣讲人才库成员陈秋娟到桂
平市江口镇开展党史专题宣讲
报告会，该镇 80多名镇、村干
部聆听了宣讲。

宣讲会上，宣讲员围绕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以 朴 实 的 语 言 ， 从 初 心 、 献
身、坚守三个方面讲述贵港市
早 期 共 产 党 员 黄 日 葵 、 谭 寿
林、陈勉恕、胡福田等革命先
辈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党员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弘扬
党 的 优 良 传 统 ， 做 好 各 项 工
作，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该镇党员干部表示，要以

此次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认
真学习党的知识、党的历史，
以 革 命 先 辈 为 榜 样 ， 坚 定 信
仰 、 乐 于 奉 献 、 艰 苦 奋 斗 。

“我们要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抓经济
建设、谋全局发展、为民办实
事的动力源泉和工作激情，展
示新时代共产党员担当作为的
优良传统和良好风貌。”该镇
党委书记彭维杰说。

（阮正才 李达健）

6 月 8 日，
广 西 港 中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开展“学党史
感 党 恩 跟

党走”主题活
动 ，上 党 课 、
讲党史、演唱
红色歌曲，传
承 革 命 精
神 。 图 为 活
动现场。

（记 者 安
伏岭 归艳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张智荣 通讯员陆
宏夏 陶利民） 记者 6 月 8 日从港北区
获悉，近年来，该区实施“五项工程”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大力实施党建先锋工程。推行“村
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三级联
动治理体系和“一组两会”协商自治制
度，强化党支部密切联系群众、直接服
务群众的功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
村社会治理新格局。目前，该区已在各
村铺开三级联动治理体系，村村建有

“一组两会”协商自治制度，形成了村
民事村民议的良好氛围。

积极实施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
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百孝之子、新时代好少年等评
选活动，让好家风“吹”进千家万户，
引导广大群众崇德向善。该区每个村都
建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墙和“善
行义举榜”，以身边人身边事推动村民
比文明、争先进，形成浓厚的比学赶超
氛围，目前有各级道德模范 14 名、百
孝之子 17 名、新时代好少年 26 名、文
明家庭 124 户、星级文明户 1193 户。围
绕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
技与科普、健身体育服务等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 430 余场次，参与群众近
6万人次。

深入实施文化惠农工程。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等阵地，开

展壮族“三月三”文化旅游节、端午节
包粽子大赛、中秋节文艺汇演等。同
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配套。该区共有民间
业余文艺团体 130 多支，建有农家书屋
120 多 家 、 村 级 公 共 服 务 中 心 119 个 ，
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活跃乡村文
化气氛。

全面实施文明培育工程。大力推行
乡村振兴文明实践积分卡制度，在港城
街道樟村、武乐镇吉斗村、中里乡六台
村推行乡村振兴文明实践积分卡制度试
点工作。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有各级文
明村镇 81 个，占该区村镇数的 75%，其
中港城街道龙井村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
村镇称号。建立健全“一约四会”制
度，实现 8 个乡镇 （街道） 102 个行政
村全覆盖。

稳 步 实 施 平 安 法 治 工 程 。 依 托
“天网”“天眼”“雪亮工程”“平安乡
村”等资源，提供信息侦破案件。在
各村屯安装大喇叭，宣传防诈骗、防
溺水等相关知识。目前，该区安装 379
个大喇叭，为振兴乡村、建设平安港
北提供良好保障。同时，整合政法资
源，打造“一村一警务室、一村一调
解室、一村一法律顾问”，推动形成办
事 依 法 、 遇 事 找 法 、 解 决 问 题 用 法 、
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夯实农村
法治基础。

港北区“五项”工程振兴乡村文化

坚守为民情怀 真情为民服务
——记丹竹镇团结村党支书杨勇坤

本报记者 梁春梅

农行贵港分行：“金融+科技”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理论宣讲员到江口镇宣讲党史

本报讯 （记者高瞻） 近日，覃塘
区山北乡召开 2021 年书记抓党建点上
评暨乡村风貌提升大比武活动 （第一
期），评出三个类型共 8 个村屯，分别
给予奖励金 3000 元至 7000 元。这是该
乡以奖代补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的缩
影。

今年以来，山北乡紧紧围绕“强
党建、稳增长、美环境、惠民生、促
稳定”工作思路，在乡村风貌提升三
年 行 动 基 础 上 ， 自 我 加 压 ， 调 高 标
尺 ， 紧 盯 目 标 任 务 ， 挖 掘 乡 村 内 涵 。
以奖代补就是加快推进乡村风貌建设
进度的措施之一，采用现场核查、现
场 点 评 等 方 式 对 基 层 党 组 织 作 用 发
挥、群众主体作用发挥、“三清三拆”
实施成效、基础设施建设、“五小”打

造等内容进行考核评比。
山北乡 11个村还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方式，比学赶超，强力推进乡村风貌
工 作 。“ 一 屯 一 班 子 ” 成 立 临 时 党 支
部，引领乡村风貌提升行动；“一户一
票”选出村屯理事会，高效解决乡村问
题；“一村一试点”塑造典型，建设可
视化宣传阵地。

天刚蒙蒙亮，一位老人坐在竹筏
的小板凳上，左右挥动着木桨，竹筏
迎着晨风，在水面上缓缓行驶。一
江、一人、一竹筏，宛若一幅山水
画。这样的画面，赖贵忠坚持了 33年。

“竹筏老师”的坚守

赖贵忠是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古
寨屯一名老党员，今年已经 63岁。

古寨屯位于石龙镇与武宣县交界
处的龙山盆地达开水库边，群山环
绕，山路崎岖难行，从古寨屯到彼岸
的村委，坐船需要近一个小时，这里
家家户户出行都靠船。

6月 3日，记者乘坐村民的小船来
到古寨屯渡口，赖贵忠正划着竹筏，
神采奕奕，脸上挂着亲切的笑容，准
备到村委跟新来的驻村干部说说屯里
的情况，一起谋划村里的产业发展。

在屯子里，赖贵忠有另外一个名
字——“竹筏老师”。

古寨屯的小孩，都是家人开着小船
送到对岸的石龙镇新隆村小学上学，一
趟需要一个多小时，遇到狂风暴雨，更
是险象环生。为了让屯里年龄较小的小
孩安全上学，屯里设有一个教学点，
一、二年级的学生在教学点上学，三年
级以上的学生到对岸的小学上学。屯里
的教学点一直都是只有一名屯里的村民
担任代课老师，六七十年代，教学点曾
因缺老师差点办不下去。

1971 年，赖贵忠中学毕业，恰逢
屯里的教学点缺老师，他毅然放弃到
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古寨屯当起了
代课老师。 教学点有一年级和二年
级各一个班，但只有一名老师，赖贵
忠既是两个班的班主任，也是两个年
级的语文、数学老师，虽然只有 10 多
个孩子，但赖贵忠每天仍忙得连轴
转。赖贵忠从不因学生少而懈怠，反
而倾注满腔热忱。教学点没有办公场
所，每天上完课，他就带着学生的作

业回家批改，在家里备课。
除了日常上课，每个周末他都划

着竹筏到中心校开会、学习、培训，
为屯里的孩子拿回课本、练习册和文
具等。村民总能看到，天刚微微亮，
一张小板凳、一只竹筏、一只船桨左
右挥动，赖贵忠坐在板凳上，竹筏迎
着晨风在水上缓缓前行。

在水上行舟，遇到极端天气是常
有的事。有一个周末，赖贵忠像往常
一样，天没亮就出发了。不久下起了
倾盆大雨，雷电交加，伴随着大风，
竹筏摇摇晃晃，赖贵忠寻找两座小山
丘之间的地方，将竹筏划到岸边，自
己钻进草丛里避风躲雨，待风雨小
点，便又继续前行。

1987 年，赖贵忠的弟弟退伍回到
古寨屯，赖贵忠把代课老师的接力棒
传给了弟弟。16 年朝来暮去，赖贵忠
从未缺席中心校的会议、活动，他把
最新的政策、消息带回古寨屯，把一
批又一批孩子送出大山。

乡村发展的“探路人”

古寨屯没有水田，只有山地和旱
地。由于交通闭塞和土地贫瘠，村民
增收困难。代课老师的接力棒传给弟
弟后，赖贵忠又做乡村发展的“探路
人”。1988 年，赖贵忠尝试种荔枝。

“当时就想着，如果我种成功了，就
可以带动村民种植，村民就有了增收
的途径。”赖贵忠说。但荔枝苗要到
桂平市麻垌镇购买。赖贵忠一大早便
出门，划着竹筏到达对岸的村委后，
步行 3 个多小时的山路到石龙镇，然
后才辗转到麻垌镇，一番折腾下来已
经过了中午。赖贵忠买了 80 棵荔枝
苗，回到古寨屯已是深夜。

赖贵忠将荔枝苗种在山沟里，但
由于技术、经验不足和其他原因，荔

枝产量低，没能继续种下去。
赖贵忠没有气馁，他和村民经过

探索，决定种经济林木和烟叶，并获
得成功。现在，经济林木和烟叶成了
古寨屯的支柱产业，烟草一项平均每
户每年收入 4 万多元；经济林木每 5
年收一次，平均每户收入 2 万多元，
种植多的村民最高收入 20多万元。

红色热土孕育红色信仰

记者采访时发现，在赖贵忠的书
桌上，放着一本 《白花山上红旗飘》。
看到记者好奇，赖贵忠翻着泛黄的书
页，向记者讲述父亲和其他村民参加
革命的事迹。1947 年，赖贵忠的父亲
跟随中秋起义领导者廖联原参加革命。

“我们村是有红色故事的村，我
们家是有红色故事的家。”赖贵忠自
豪地说。受父亲影响，赖贵忠一家对
党有着绝对的拥护和热爱。1997 年，
赖贵忠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
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2000 年，赖贵忠被推选为石龙镇
人大代表。在任期间，他积极建言献
策，为改善村民生活努力着、奋斗
着，为新隆村村民争取到每人每月 60
多元固定生活补贴。

“24 年来，无论刮风下雨，赖贵
忠从未缺席过一次党课，从未缺席过
党的组织生活，党费从不会断交。他
总是满心欢喜，划着竹筏过江来参加
组织生活。”曾任新隆村村支书的刘
华棉说。2012 年，国家出台新的养老
政策。当其他教师犹豫不定、将信将
疑时，赖贵忠却敢做第一个“吃螃
蟹 ” 的 人 ， 他 向 亲 戚 借 了 1.4 万 元 ，
并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共 5 万元全部买
了养老保险。“相信党，跟着党走，
支持党的事业，这便是我的一生。”
赖贵忠说。

一筏一桨守初心
——库区老党员赖贵忠的摆渡人生

本报见习记者 杨小露

赖贵忠划着竹筏出行。（见习记者杨小露摄）

山北乡以奖代补激发乡村振兴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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