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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陲，有座城名唤龙州。地虽远，
景如画卷；城虽小，物阜民丰。

从广西南宁乘大巴向西南行，约莫400
里后，我又一次来到崇左市龙州县。天还是
那么蓝，却似乎更低了些，刚才还如棉絮一
样的白云，转眼间变成棉花糖，一会又聚拢

成大棉团。远山更绿了，像毛笔的一捺，晕
染得粗重而鲜艳。

“你好啊！去哪里啊？”“去干什么？”当
地人这股子热切劲，令本外向的我倒显局
促。行走龙州，人们总是态度和蔼、笑容
诚挚。

行 走 龙 州行 走 龙 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云河张云河

壮锦美

左江南岸，龙锦大道东侧，城南幸
福 家 园 11 栋 ， 有 间 就 业 帮 扶 车 间——

“龙州壮锦世家工作室”。工作室里，李
素英正在织锦机前通经回纬，紧梭牵杼。

机器是木质的，当地叫“机楜”。整
经、穿筘、走梭、打纬，均在“机楜”
上完成。与以前见过的织布机不同，机
楜有“花筒”起花。“花筒”的作用如同

“软件编程”，设计纹路。
“织娘”李素英 47 岁，是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州金龙壮族织锦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她 10 岁会织布，12 岁
能织锦。

“来啦！”李素英看到我，停下手中
的活计，招呼道。她一身壮锦黑衣，盘
着头，笑起来脸红扑扑的。她是“黑衣
壮”，这一支爱穿长装，族中称“布傣”。

看我对纺织技艺感兴趣，李素英主动
介绍，“纱分公纱母纱”“竹板尖的是挑花
尺，宽的是压纱棒”“纹路多用菱形，有
八角花、福田纹、双鱼纹”……

壮 锦 ， 与 云 锦 、 蜀 锦 、 宋 锦 并 称
“中国四大名锦”。龙州尤以金龙壮锦最
负盛名。

李素英便是金龙镇双蒙村板池屯人。
板池屯有泉清冽，人善绣乐歌，号“美
女村”。

但因这里过于偏远，4 年前，李素英
在当地文旅局的支持下，把工作室搬到
城南幸福家园。这是个多民族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里面 2134 人来自龙州全县
12个乡镇。

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龙州
在城南幸福家园成立社区党支部。“亮身
份、画网格、定职责”，党组织在社区治
理、产业发展、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

“我们亲如一家人！”李素英说。
2019 年以来，李素英依托工作室，

开展壮锦技艺培训，吸纳群众务工。通
过“客户点单、合作社派单、织娘接单”
模式，工作室人均增收 3000 元以上。

“有 30 多人出师，织包被或背带，有
人能五六天做好。”

李素英连续多年推动非遗进校园，
开设壮锦课，“周一周三在龙州镇新华中
心小学，周二周四在县民族中学。”她累
计培训壮锦技艺超万人。翻开研学记录
本，密密麻麻写着客从何来：中国人民大
学、东北农业大学、广西民族博物馆……

工作室颇温馨，壮锦织品数不清。
壁挂、绣球、香囊、口红盒、茶杯垫，
还有红石榴花样的吊饰。

往外走不远，便是红石榴书屋。来
到书屋，我遇见海工。46 岁的海工是哈
尼族，从上金乡卷逢村搬来，是乡村公
益性岗位养老协管员。

“社区推广‘共学’，书屋有许多好
看的读本。”借阅簿上写得很详细，《家
风十日谈》《温暖的家园》《我的书屋我
的梦》 ……

海工热情地邀我去她家做客。在 6
层，两室一厅，挺明亮，门外放着丈夫
收回来的花生和玉米，足有好几袋子。

海工骄傲地向我展示女儿版画画作
《钗于奁内待时飞》，去年在江苏比赛获
了奖。“女儿很争气，开学要去读本科。”
她一脸笑意，带着些许母亲的骄傲。

在城南幸福家园，周边 200 米内有着
幼儿园、小学、农贸市场，住户们也实
现最少“一户一薪”。

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在这里，
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近 5 年来，龙州全县 11 个行政村获“自
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荣誉称号，6
个乡镇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

镇”荣誉称号。

甘蔗甜

从龙州县城往西北走，路边的甘蔗
田拔节生长，郁郁葱葱。待到水口镇，
甘蔗越发长得精神。

但见，田成方，蔗成行，路成网。
自家甘蔗田里，共和村驮怀三屯村

民农连芳在剥叶，用的甘蔗刀呈弯钩样。
“剥掉黄叶，拔掉弱枝，好处多：便于光
照通风，不易倒伏，病虫害少。”农连芳
笑着说，“收成也会高！”

农连芳一身蔗农打扮，是村子有名
的致富能人，流转了 150亩田种甘蔗。

我瞧见有甘蔗断根，问她原因。农
连芳解释，甘蔗“种一年，收三年”，有
断根的是“宿根蔗”，已经砍过一回。

崇左被誉为“中国甘蔗之乡”，是中
国最大的甘蔗产区之一，糖料蔗产量连
续 21个榨季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收成如何？农连芳说上个榨季大概
七八百吨，高糖品种单价能有 540元。

我不由比起大拇指。她谦虚：“有人
帮，有人教。”

近年来，有不少农技人员下乡指导
蔗农。像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
何洪良等专家还帮他们组微信群，实时
回答甘蔗种植管护问题。

“甘蔗一生中，需要钾肥最多，氮次
之，磷较少。”农连芳说，“这些以前我
们哪懂！”

新时代变化还不止。11 月砍蔗时，
过去都是扛着一捆甘蔗走两里地，足有
60 斤。现在小田变大田，机耕路通到地
头，运输车开进田。“来年也不用水牛翻
地，那是开沟机的事！”

收获时，农连芳一天雇 32 人帮砍甘
蔗，能装两卡车。“砍蔗的给 140 元，削
皮的给 130元。”

共和村不远处，水口口岸国旗飘扬，
口岸西北一侧，则是越南。农连芳的另
一个身份是龙州顺禧报关有限公司的财
务兼报关员。

初伏第三天，她登录“中国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网站，帮客户申报通关。

2496 件啤酒、运抵国越南、出境关
别水口海关、成交方式 FOB。保存提交，
轻车熟路，农连芳很快完成出口报关单
的整合申报。

“便利咯。”她感慨，“互市贸易以前
按指纹申报，如今网上申报；以前现场
核验，现在人脸识别。”

水口互市区，我逛市场，正巧遇到
十来名越南游客，托人翻译了解到，他
们从对面的越南高平省过来旅游，顺便
买些特产回去。

今年上半年，水口互市区通关车辆
1.62 万辆次，同比增长 26.86%，其中重车
0.72 万辆次，同比增长 27.78%，日通关重
车最高达 144车。

龙州的特产不单甘蔗，山坡上多种
夏威夷果。走进水口镇的龙州县大德亚
内食品有限公司厂房，工人们正给脱皮
机增设流水线。这家民企来自浙江诸暨，
扎根龙州 8年。

30 岁的现场负责人韩晨是四川宜宾
人。他领我看了切口机、大冷库，最为神
奇的是“X 射线异物检测机”。它能给夏
威夷果做“体检”，及时发现坏果 ，提高
品控。

韩晨说：“国人对坚果类食品要求
高，夏威夷果算‘蓝海’市场。我们从
龙州果农处收购、加工，销往北京、深
圳、武汉、长沙等地，巴适得很！”

产业就是希望和未来。
龙州之名，相传是县中泉水有鱼头

似龙，见之则五谷丰登。一路走一路看，
我似乎见到圆滚滚的坚果在向我招手，
路旁的甘蔗也长高几分。

鸟儿欢

龙州人说，夏季天气，“孩儿面，一
天三变”。出发去弄岗，天像泼了墨；半
路上下雨，瓢泼似的；到村时，大晴，
青山顶蒸腾着仙气般的雾。

“支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龙州
催生“党建+合作社+观鸟经济+农户”
带富新模式，为村民打开致富大门。

逐卜乡弄岗村在龙州东北部，因广
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闻名。逐卜乡
向北，为大新县地界。

听说弄岗人保护生态，“观鸟经济”
发达，我来一探究竟。

弄岗村汪那屯村民黄海鹏是名 90 后，
10 年前当上“鸟导”。“鸟导”意为专门
带游客赏鸟的导游。

“嘘！”
黄海鹏领我，蹑手蹑脚穿入林中。

石阶略滑，耳畔传来蛤蟆“咕呱咕呱”
的 叫 声 。 三 转 两 拐 ， 来 到 一 处 “ 林 中
小屋”。

小屋由木柱支撑，披着绿色的伪装
网。网前掏出小洞，是“机位”，供人观
看摄影。外面是一处鸟塘，水泥抹边，
坑中蓄水，鸟类来此解渴、洗澡，石头
上放着黄海鹏精心准备的黄粉虫。

鸟塘边，金眼鹛雀在育雏，上体棕
褐色，个头比麻雀大点。

7、8、9 月，拍鸟淡季，黄海鹏说，
育雏时鸟才多。大多成鸟在 7 月间带幼鸟
外出捕食，可以观测到的只有白眉棕啄
木鸟、蛇雕、金眼鹛雀等十几种。

鸟塘是黄海鹏自己建的，有三个，
向摄影发烧友出租“机位”，按洞收费。
当地流传一句俗语，“弄岗有一怪，破洞
数着卖，一个五十百把块。”

鸟塘是“稀缺货”。村里 22 位鸟导，
仅 45 个鸟塘。为持续吸引鸟儿，黄海鹏
每天到鸟塘投食。一天两次，通常在 6 时
和 18时。

他笑盈盈地向我分享诀窍：“雉类爱
吃苞米和稻谷，鹎类爱吃木瓜和香蕉，
鹛类爱吃虫子。”

游客热衷“上镜颜值”“相机喂饱”。
黄海鹏回忆：“有位游客，为一只印支绿
鹊，专程从北京飞来，两小时拍到，当
天返程。还有位退休的，为拍一只长尾
阔嘴鸟，在弄岗呆了 11天。”

在黄海鹏眼里，“观鸟经济”深刻转
变村民们的意识——从“打鸟吃鸟”到

“爱鸟护鸟”。
过去，小卖部花 1 块钱买皮筋做弹弓

打鸟。现在，村民发现鸟窝立即保护起
来。“在群里发布观鸟点，变现很快。一
只窝，多挣三千到一万元。”

筑鸟塘，当鸟导，发鸟财。黄海鹏
又办起“小鹏客栈”做民宿，今年从春
节到现在，天天有客人。“最多时，14 间
客房全满。”

弄岗保护区累计观测到 260 种鸟类。
“明星鸟”弄岗穂鹛更是中国学者发现并
描述和命名的第二个世界鸟类新种。

55 岁的农喜建是村里的护林员。他
告诉我，两人一组，从弄岗到陇防、那
禄，快的话，巡逻一次一个上午。“乱砍
滥伐的几乎没有，路上可见到鸟类、猴
子还有松鼠。”

数据表明，弄岗保护区的森林覆盖
率 从 初 建 时 的 70% 左 右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98.8%；观测到的植物种类从 1454 种增至
1842 种；观测到的脊椎动物从 113 种增至
429种，增加 2.8倍。

“鸟窝”变“金窝”。一路走来，欢
快的鸟叫声，伴随村民们的笑声，奏响
龙州生态保护的新乐章。

题图：龙州县“人间仙境”景区。
严造新摄  

【事件】

本 报 安 庆 电 （记 者 罗 阳 奇）
“我家的菜刀几年都没磨了，多亏
了 朱 师 傅 ， 以 后 切 菜 要 方 便 多
了！”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龙狮桥
乡居民王华金说。

为解决群众“小修小补”生
活需求，拉近邻里关系，龙狮桥
乡以“最初 500 米”为出发点，充
分发掘身边的传统匠人、手艺人，
打造了一支主要由剃头、补鞋、
磨刀、织补、开换锁等传统领域
从业者组成的“邻里十八匠”便
民服务队伍。

王华金口中的朱师傅名叫朱
栋苟，今年已经 74 岁了，是“邻
里十八匠”的一员。他告诉记者，

“我年轻时就会磨刀，以前挑担子
上街磨刀，后来年纪大了就不出
去跑了。现在还能用老手艺帮助
大家，我非常乐意！”

“我们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志愿服务
广场等服务阵地，以月度轮转方
式在住宅小区轮流开展‘邻里十八匠’文明志愿
服务活动。在活动现场，居民都可以享受老匠人
们的免费服务。截至目前，我们已先后在 8 个社区
开展综合性志愿服务活动 20 余场次。”龙狮桥乡党
委书记叶见军说。

缺乏固定的工作场所怎么办？龙狮桥乡借助
社区“微更新”契机，将闲置空地改造升级为

“口袋公园”，并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
在“口袋公园”设立“微更新”点位，为老匠人
们提供长期服务场所。

结合“放心家政”“文明菜市”等暖民心工
程，龙狮桥乡在“口袋公园”、文化长廊、小区架
空层等公共区域设立“邻里十八匠”“微更新”点
位 28个，累计服务辖区居民超 6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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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裤子破了找谁补？菜刀、剪刀钝了去
哪儿磨？雨伞坏了找谁来修？在安徽安庆的龙狮
桥乡，当地通过挖掘居民身边的老工匠，将种类
繁多的“小修小补”便民服务嵌入居民心坎，基
层治理的温度正在不断提升。

家里的物品出现了小毛病，找地方修一修是
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如果此时身边就有这样的摊
位，生活自然会便利很多。“小修小补”摊位提供
的便民服务是“刚需”，关系民众日常生活的便利
度和幸福感。通过老匠人熟练的技艺，破损的物
件重获新生，生活成本降低了，那些舍不得扔掉
的老物件也得以保留下来。

规范小摊位，服务大民生。“小修小补”类便
民摊位的逐渐消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难以找
到合适的落脚点。让“小修小补”重获新生，需
要基层精细化治理，因地制宜、创新方式。龙狮
桥乡以城市“微更新”为契机，为老匠人提供规
范的工作平台和场所；还有地方制定专门的便民
维修网点管理办法，为摊位规范办理经营手续。
此外，对于一些“小修小补”店铺位置不便于居
民寻找的问题，可以发挥数字化优势，通过移动
设备上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网点动态地图、

“小修小补”便民引导小程序等，方便群众寻找相
应场所。

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反
应的是基层治理思路的转变。当身边手艺娴熟的
老匠人回归，成为居民家门口的志愿者，居民享
受便利服务的同时，邻里关系也更近了，那些本
已闲下来的老匠人又有了发光发热的机会。这既
是对辖区内资源的整合，也是实实在在地满足居
民需求，让幸福与便利触手可及。此时，“小修小
补”不仅是居民生活的便利度，更是城市治理的
温度。期待更多“小修小补”类便民摊位回归，
让高楼大厦间多些近在咫尺的烟火气。

【短评】

提升基层治理温度
罗阳奇

小区改造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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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州
县上龙乡甘蔗
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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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弄岗观测到的印支绿鹊。 
农正权摄 

▲ 在弄岗观测到的长尾阔嘴鸟。
农正权摄 

边城记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持续推
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按照“一小区一对策”
的方式确定改造内容、改造方案和建设标准，
通过改造升级道路、绿化带、停车场、休闲
区等区域，进一步完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图为玉泉区绿缘小区，居民在改造后的
运动休闲区健身。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民生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