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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新闻奖获奖专栏

本报讯 （记者谭彩珍） 去年以来，平南县东华
镇坚持“党旗领航、产业主导”的发展思路，把党
建引领主导产业发展规划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
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基层党组织与
产业发展互融共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绘就党建
引领集聚、产业优势集群、辐射带动集显的党建促
乡村振兴发展蓝图。

组织共建形成“党建+产业”强大合力。该镇
按照“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作用
就发挥到哪里”的思路，结合关塘村、新田村、上
湾村稻虾综合种养项目建设实际，以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为切入点，成立经济合作社党支部，扩大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在党
支部的带动下，通过发挥合作社联结群众、发展产
业的优势，党员带头开展政策宣传、土地流转和产
业建设，带领群众一起闯、一起干，有力推动了稻
虾产业项目建设。通过稻虾综合种养核心示范区辐

射作用，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形成了新田村、上
湾村、关塘村、东平社区等多点“党建+”产业示
范群，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带头致富的能力，有效
实现党组织有作为、党员起作用、集体增收入、群
众得实惠，使稻虾共作成为富民强镇的支柱产业，
为实现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发挥人才力量释放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该镇
积极发挥农村党员产业发展“排头兵”作用，去年
以来，先后 2 次组织农村党员到先进地区考察、实
地观摩，对党员进行新观念、新技术、新技能培
训，大力培养农村党员致富带头能力，鼓励引导党
员参与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发展实践，着力打造一支
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党员带头人队伍。同
时，该镇将党员产业带头人纳入村级后备干部培
养，通过进村跟班锻炼、集中开展培训等方式墩苗
历练，提高村 （社区）“两委”班子后备人才致富
带头能力，目前已培养后备干部 170 多人，村级后

备力量得到进一步充实。
打造全产业链，发挥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大优

势。该镇坚持促进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融合发展，打造全产业链条闭环，形成多主体参
与、多要素聚集、多业态并存的良好发展态势。去
年，该镇充分发掘域内奶茶之乡、都兴屯纪念公
园、“温泉村”等资源，结合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发
展，积极打造党建示范点，共创建自然村党组织示
范点 5 个，充分发挥党建示范带动作用，促进稻虾
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全力推动东华特色小镇
项目建设和温泉旅游小镇建设，拉动镇域文旅产业
发展，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发展快车道。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国家统计局在
秋季开学后的专题调查显示，校内减负
成效明显，作业负担明显减轻，73%的
家长表示孩子完成作业的时间比“双
减”之前明显减少，85.4%的家长对学
校 课 后 服 务 表 示 满 意 。 而 今 年 ，“ 双
减”仍将作为教育督导“一号工程”。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一级巡视员胡延
品近日透露：“2022 年，我们将继续把

‘双减’作为教育督导‘一号工程’，特
别要加大督办、通报、约谈和问责力
度 ， 推 动 ‘ 双 减 ’ 工 作 取 得 新 的 成
效。”也就是说，“双减”在 2022年的教
育督导中仍然稳居首位，职能部门会继
续将“双减”政策推向纵深，不仅力度
不减，还有加大趋势。

众所周知，2021 年是“双减”政策
落地的元年，从各方反馈的信息看，该
新政已初见成效。从作业到课堂、从学
生到教师、从家庭到社会，席卷全国的
一系列调整和改变迅速出现。缓解校外
培训带来的教育焦虑是“双减”工作的
重中之重。据统计，“双减”后学科类培
训大幅压减，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
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 84.1%。

而且，减负还必须与提质并重。减
负，仅是减掉多余的课业负担，而非减
掉正常的课业。因此，如何确保“双
减”后的学业质量，无疑是家长们最为
疑惑和关注的问题。减负与提质必须并
重。学校在教学管理中，必须更注重高
效课堂，优化作业设计，加强考试管
理，提升学业质量等。而如何让学生校
内“吃饱吃好”同样需要继续探讨。

此外，“双减”后，学校至少还将
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是否会给教师增
负？如何开展课后服务？如何解决场
地、师资短缺和经费不足等问题？这些
都有待破解。尤其是各地的具体情况不
同，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把“双
减”政策落实到位。今年的“双减”工
作仍将任务繁重，必须拿出更大勇气、
更多办法加以应对。

“双减”仍是今年教育督导“一号
工程”释放出强烈信号。这意味着“双
减”仍在路上，在初见成效以及不断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尤其是要解决上一年度留下的待解问
题。“双减”是通过顶层设计让教育回
归本源，促进教育公平与公正，让孩子
们全面发展的有力之举，只有继续推动
其迈向纵深，才能使成效进一步显现。

本报讯 （记者杨小露）“现在学校不
仅有老师辅导我们写好作业，还有机会做
手 工 、 学 才 艺 ， 真 是 太 有 趣 、 太 幸 福
了。”上月 30 日，港北区金港小学三年级
学生覃乐陶在参加课后绘画课程时满脸笑
容地说。

去年以来，在“双减”政策引领下，
金港小学不断创新思路，组织实施好课后
服务，紧密围绕学校的特色教育、校园活
动等内容，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各式各样
的实践活动中来，让“双减”工作在校园
里落地见效开花。

该校把做好课后服务作为落实“双减”
工作的重要举措，结合实际，对应学校师
资、家长与学生的需求，积极探索深化课后
服务供给侧改革方式，努力推动课后延时服
务升级提档、挖潜增效，满足学生和家长多
样化、个性化需求。该校为学生量身定制多
元化课后服务课程，“菜单式”为全校学生

提供绘画、舞蹈、古筝、编程等体育、艺术
兴趣活动。“菜单式”的课后服务内容丰
富，深受学生喜爱，并积极参与。同时，课
后延时服务广泛推广，有效解决了学生放学
无人管、家长接娃难等问题。

“ 我 喜 欢 跳 舞 。”“ 我 更 想 研 究 编
程。”……自该校开设课后服务兴趣班以
来，每班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分班报
名，学校根据学生的报名人数安排老师和
教室，并利用青少年宫、博物馆、体育
馆、文化馆等校外活动场所及校外实践活
动课程，鼓励开展研学实践。

“我们要继续加强‘作业、睡眠、手
机、读物、体质’五项管理，严格控制日
作业总量和作业时间，从严规范课内教学
内容，不断丰富课后服务供给，真正让

‘双减’工作出成效。”该校党委书记、校
长梁群雄说。

上月 29 日，港北区石羊塘小学举行“讴歌红色传奇 赓续红色血脉”2022 年“迎新
春·庆元旦”十佳小歌手暨班级大合唱比赛，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的情怀，展现校园文化风
采，推动校园红色文化建设。图为比赛现场。（记者归艳珍 通讯员莫锦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张日芳） 近日，港北区庆丰、大圩、港
城、根竹镇 （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 （下称社工站） 揭牌启
用，率先在全市迈出社会工作人才协助基层民政部门更好服
务特殊群众的喜人步伐。

引导社工站驻扎乡镇，是我市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进一
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担当实干的部署要求，
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人才在基层民政服务供给中的积极作
用，解决基层民政力量薄弱、民政人员专业不足等问题，打
通服务群众尤其是特殊群众“最后一米”的惠民举措。港北
区率先全市见行动，区政府支持 80 万元，在庆丰、大圩、
港城、根竹等四个乡镇 （街道） 建成实施场所规范、工作制
度严格的社工站。其中，庆丰站作为示范点重点建设。

据了解，以上四个社工站每站常驻专职社工 2 人，工作
人员若干，协助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向居民群众提供“一门
式”服务，重点聚焦民政领域服务对象，主要是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特困人员、临时救助对象、流浪乞讨人员、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纳入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保障范围的
人员，以及按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使用方向确定的其他民政
服务对象，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特殊困难群体办实事，所有
工作均有实施制度、成果检验和严格的考核。

揭牌当天，贵港市青年书法家协会、港北区青年志愿者协
会等5个社团组织在庆丰站开展了为群众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本报讯 （首席摄影记者张庆杰 通讯员张
顺勇） 上月 29日，记者走进港北区根竹镇汾水
村曾屋屯，宛若置身城市花园：柏油路村道干
净整洁，两旁的绿化带内，绿油油的蔬菜和刺
玫、月季、柳树等花木错落分布，与周围的民
宅相互映衬、浑然一体，勾勒出一幅“村在景
中、景在村中”的生态宜居美丽画卷。

“曾屋屯变化真的很大，房子漂亮了，村
庄 更 宜 居 了 。 以 前 杂 物 乱 堆 ， 电 车 都 难 出
行，现在小车直接可以开到家。”该屯理事会
理事长、规划师曾敏西聊起屯里的新变化，
心情愉悦。

近年来，港北区创新决策机制，在全市率
先成立组建乡村规划师制度及人才库，构建

“1+N“乡村振兴规划指导机制，聘请专家学
者、规划设计师、乡贤、企业家、民俗研究爱
好者、乡村工匠等 65 名乡村规划师进行规划
设计，着力破解“有新村无新貌”难题。

在规划过程中，该区还探索建立政府与农

民对话的协调机制，形成由乡镇政府、村党支
部、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会议、乡村规划建
设理事会共同协商、共同管理村屯事务的工作
机制，大力推行乡村规划师挂点制度。

在乡村风貌提升工作中，该区规划师团
队通过对港北区港城街道富岭村岭底屯实地
调研，邀请村民参与等办法，几经研讨，提
出以“清泉岭底 禾畔人家”为主题，对该
屯进行整体规划布局。经过改造，该屯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同时还打造了清泉大米、米
酒等特色品牌，逐渐将该屯打造成为城区近
郊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

据了解，该区自实行乡村规划师制度以
来，投入 90 万元，对全区 18 个村屯开展了设
计规划布局，组织编制规划 18 项，办理 35 宗
规划设计条件及规划界限图，3 本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1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5宗规
划条件核实，打造了樟村、河净屯等 26 个乡
村振兴示范点。

桂平市寻旺乡复兴村粉马蹄种植基地累计投入 208 万元，种植马蹄约 380 亩，年产量约 85
万公斤，年产值约 290 万元，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起到促进作用。图为
上月 26日，农户在挖马蹄。 （记者梁春梅摄）

本报讯（记者易舟琴 通讯员黄之
华）去年以来，市直属机关后勤服务中
心以“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
谐发展”为目标，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
机关后勤保障工作中，充分发挥部门
职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多措并举助
力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民族团结与为民服务相结合，推动
机关后勤保障服务工作上新台阶。市直
属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提高服务意识，创
新推行工作台账法，细化业务工作，推
动责任落实，对相关业务工作实行全员
台账管理考核机制。对行政中心 B 区一
楼各民主党派、市人社局屋顶和市人才
公寓等办公场所进行翻新改造，解决办
公场所陈旧、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在节

假日和下班时间开放市行政中心道路
两侧，便于群众停放车辆和新能源汽车
充电等。同时，从办公用房、会务服务、
公务用车等方面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推动机关后勤
保障服务工作上新台阶。

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提升
群众自主创业能力。市直属机关后勤服
务中心的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响应我市
开展的“万名干部回故乡 带领群众建
家乡”号召，主动回乡投身乡村振兴工
作，助力乡村建设，并深入挂点村——
桂平市寻旺乡复兴村开展“千企联千
村 共建新农村”、走访慰问、捐赠、乡
村振兴主题等活动，在政策、项目、资
金、人才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和促进相

关扶持政策落实，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
活困难，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村容
村貌。同时，引导和鼓励广大群众发掘、
发展民族手工制品、民族乐器等民族传
统特色产业，提升群众产业技术水平和
自主创业能力，助力乡村振兴。

民族团结与垃圾分类相结合，引
导少数民族共创绿色宜居环境。市直
属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深入机关单位、
学校、社区开展以“民族团结一家亲，
垃圾分类齐参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通过观看宣传片、知识讲座和问答、发

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垃圾
分类知识。同时，让少数民族同胞不仅
在民族团结进步争创工作中发挥带头
作用，也呼吁少数民族同胞积极行动
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实现生活垃圾分
类和正确投放，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共创绿色环保的居住环境。

民族团结与后勤平台相结合，强
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作。市直属机
关后勤服务中心结合实际，充分利用
各种平台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
作，在市机关食堂及其他县市区机关
食堂就餐期间播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宣传片，让广大干部职工在就餐时了
解国家的民族政策、法规以及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的成效，进
一步提高广大干部职工对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
率，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报讯 （记者欧钰宇 通讯员李龙发 韦翠华） 近日，
农发行桂平市支行投放船舶项目贷款 5000 万元，用于支持
西江 （桂平） 船舶修造产业园区大湾片区工程，为推进桂平
市船舶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据悉，西江 （桂平） 船舶修造产业园区分为蒙圩、大湾
两个片区，其中蒙圩片区占地 600 亩、大湾片区占地 8300
亩，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每年建造船舶 1000 艘和维修拆
解各类船只 400 艘，形成集船舶建造、船舶检验、船舶交
易、仓储物流、物资采购、技术研发、科技培训于一体的特
色化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上月 30 日，覃塘区三里镇在三里一中举行新冠病毒核
酸采样检测应急处置实战演练。在演练过程中，该校 200 多
名受检者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进行身份验证、现场登记、
核酸采样等工作，进一步提升了该镇协同作战和疫情防控应
急处置能力。

（记者蒙思婷 通讯员梁琬晴摄影报道）

金港小学出“实招”让“双减”工作落地见效

“双减”仍是今年教育督导“一号工程”
刘天放

主持人语：“双减”政策的出台，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受到了广大家

长和学生的欢迎。如何深入实施“双减”政策，以及解决由此带来的一些问

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从而使之释放出最大的政策红利。

东华镇：党旗领航赋能乡村振兴

港北区四乡镇社工站开启基层服务之旅

港北区：乡村规划师制度破解“有新村无新貌”难题农发行桂平市支行大力支持船舶产业发展

多措并举助力民族团结工作
市直属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中石化员工热心帮助走失祖孙二人

外出务工青年回村办厂造福乡亲

贵港讯 上月 31 日下午，一辆面包车
到中石化广西石油分公司中山北路西加油
站加油，车上下来一位老奶奶说要上厕
所，司机由于急忙赶路，没注意老奶奶已
经走开，加完油后就驾驶车辆离开。老奶
奶上完厕所后，发现车不见了，便惊慌失
措地呼喊。加油站站长林静梅发现情况
后，马上过去询问，耐心安慰，稳住老人
情绪，最终联系上粗心大意的司机。

但送走老人没多久，一个 10岁左右的
小女孩便来到加油站，哭着说要找丢失的
奶奶。经询问，得知这个小女孩就是刚才
走失老人的孙女。原来，小女孩知道奶奶
走失后，便吵着要找奶奶，着急地走了 6

公里的路程来到加油站。
林静梅一边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一边耐

心地询问其家人的联系方式。小女孩妈妈在
电话里安慰小女孩：“相信加油站的阿姨，
先在站里等候，一会妈妈马上过来接你。”

最后，家人终于来到，小女孩看见奶
奶，开心地笑了。林静梅送这一家人上车
离开，小女孩家人向林静梅竖起大拇指，
感谢她的热心帮助。 （林静梅 陈伟海）

本报讯 （记者梁时来 通讯员廖嫣婷） 桂
平市石龙镇铜山村覃山屯青年覃爱俭在广东创
业有成后，回到村里创办利丰制衣厂，解决了
村里 30多人的就业问题，受到村民称赞。

1996年，覃爱俭中学毕业后到广东东莞一
家电子工厂打工，次年转到中山市一家制衣厂
工作。几年后，他积累了资金便租房办起了制
衣厂，有 50多台缝纫机，实现了从打工仔到老
板的转变。近年来，家乡很多妇女为了照顾家
庭，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机会。为此，他萌发了
回村里办厂的念头。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于
2018年在村里投资兴建厂房。他的创业精神得

到了桂平市农村信用联社石龙信用社的大力支
持，发放贷款 50万元予以支持，解决流动资金
不足的问题。制衣厂于 2019 年初投产，附近
30多名妇女成为该厂的员工。在车间里，记者
与一位姓朱的女工攀谈。她说，覃爱俭老板回
村办厂，使自己能够在家门口打工，既增加收
入，又能照顾家庭，真是两全其美。

覃爱俭介绍，厂里实行计件工资制，工
人每月工资高的达 4000 多元，少的也有 2000
多元。他说，现在每个月都往广东和家乡两
头跑，虽然挺辛苦的，但为了家乡兄弟姐妹
就业，再苦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