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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广西武宣

县黄茆镇立足“微网格”、推行“微

积分”、完善“微权力”，办好群众

身边“微小事”，着力实现基层治

理效能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

立足“微网格”，撬动“大治

理”。将辖区内8个行政村划分为

26个网格，配备以党员为主的网

格员，党员在网格中主动担任“宣

传员”“示范员”“调解员”。

推行“微积分”，激发“大作

为”。大力推行“积分制”，制定

《村民积分管理制实施方案》，设

立四大类积分扣分项奖惩值，将

乡村治理各项事务转化为数量化

指标，党员群众对照指标参与志

愿服务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在

定点超市兑换礼品“变现”，进一

步激发党员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

内生动力。

规范“微权力”，延伸监督“触

角”。建立“一单一图一环”模式，

全面梳理出包含“三资”管理、工

程项目、公共服务、惠民政策等六

大类29项村干部“微权力”事项

清单，制定“一事一流程图”并公

示。同时，配套村务监督委员会

责任清单，明确廉政风险点，真正

做到让村干部知道手里的权“怎

么用”，让群众明白事情“去哪办、

怎么办”，将“微小事”做实做细，

进一步彰显基层治理的人情温度

和服务初衷。

（黄秀棉）

武宣县黄茆镇：
“三微”工作法推动基层治理蝶变

立足“微网格”、推行“微积分”、完善“微权力”，
办好群众身边“微小事”

武宣县黄茆镇网格员成功调解一起宅基地纠纷，双方达成和解。

苏 航 摄

□ 龚成钰

秋日雨后的大瑶山，轻云薄雾在翠

绿山峦与丛林之中涌动，清脆的虫鸣鸟

语和着山里农家的鸡犬之声此起彼伏，

满目的梦幻、妖娆……

“五虎、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

这不是出生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大

瑶山脚下的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笔下

行走江湖的武侠人物，这是在大山里生

活600多年的瑶族人，对生长在大山深

处1300余种原生态野生中草药的称呼。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曾

五上大瑶山，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结缘众多纯朴的瑶族人，写下寓意深远

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十六字箴言。

“云中山啊雾中楼，金山秀水不胜

收，圣堂山高揽日月，莲花仙居人长

寿……”一曲由当地退休干部刘沛盛

作词的瑶族民歌《世界瑶都在金秀》，呈

现了一幅神秘诱人的大瑶山山水图景

和世代居住在大山深处的瑶族风情。

山上种有“摇钱树”
林下植有“致富草”

云雾缭绕中，沿着蜿蜒的山路在丛

林中穿梭，来到大瑶山60多座山峰中一

座叫香草岭的半山处，“香草岭瑶药标

准化种植示范基地”的老板李富权正带

领几名工人在山林间工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瑶山

上种的都是‘摇钱树’，有圣堂山、莲花

山这样得天独厚的旅游景点，更有种类

丰富的原生态野生瑶药。”自称“圣堂药

农”的80后李富权说。金秀县是世界瑶

族支系最多的县份和瑶族主要聚居县

之一，有山子瑶、盘瑶、茶山瑶、花篮瑶、

坳瑶五大支系，是费孝通所言“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五朵金花”，李富权是

金秀的坳瑶。

“从记忆中的祖辈们生活在大山深

处的刀耕火种，到现在大瑶山自然资源

禀赋的得天独厚，我们大瑶山的人，想

不富都难。”李富权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我爷爷是村里的土瑶医，经常带

我到山里采摘一些野生草药，种在门前

屋后，有人来看病，就到地里去摘一

点。”李富权说，自己认识很多种山里的

野生草药，也懂得很多药理知识。

2009年，李富权和当地的很多年

轻人一样在广东打工，眼界也开阔了很

多。在一次接触中草药过程中，他发现

自己家乡的名贵中草药大有“钱途”。

2012年，他辞职回到村里，连续在

大山里种了70多亩名贵中草药“七叶一

枝花”，仅2016年就收入600多万元，

赚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这个‘肉疙瘩’就是七叶一枝花，

又名‘重楼’，它的主要功效是抗肿瘤、

抗癌、消炎止痛，是云南白药的一个主

要原料；这个是多花黄精，是我们在林

下仿野生种植的，它有补精益气、延年

益寿的功效；这个叫八角莲，是我们瑶

药里的一个名贵品种，它的主要功效是

化脓止血以及促进细胞再生……”介绍

起基地里的各种瑶药“宝贝”，李富权

如数家珍。

曾专门对口服务这家瑶药标准化

种植示范基地的金秀县委办副主任

陈集勇介绍说，李富权是金秀县实施

“万才返乡，振兴家乡”行动中发展大健

康（瑶医药）产业引回的132名返乡人

才中成功创业的典型案例之一。2017

年以来，李富权以“统一种苗、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农资配送、统一销售”模式，

引导并吸收当地农户以土地入股或联

合种植形式，带领群众保护青山，发展

林下中草药种植4000余亩，通过“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方式，带领当

地群众种植中草药脱贫致富，受益群众

528户，其中贫困户就有278户。

金秀县每年开展各类在外人才摸

底排查80次以上，按照乡镇、工作领域

和人才类型进行分类，建立了1116人

次的在外金秀籍人才库，安排县、乡、村

三级362名领导干部一对一结对联系

和服务返乡人才。每年在县、乡、村三

级分别召开多场返乡人才座谈会，汇报

家乡发展情况和下一步重点推进的项

目，听取返乡创业成功人士的故事，收

集促进家乡发展的意见建议，整理出台

《返乡创业政策汇编》，在土地、资金、项

目、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每年分

批次提供返乡人才培训300余人次，打

造了一批返乡人才创业示范点，有效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也为全县瑶医药大健

康全产业链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据了解，金秀县目前有林下经济面

积116.26万亩，产值15.53亿元。全县

参与林下种植中草药农户达10055户

3.52万人，成立中草药农民专业合作社

20家，建成瑶药材种植基地21个，种植

面积18万亩，主要有鸡血藤、黄花倒水

莲、草珊瑚、七叶一枝花等20多个品种，

年产值达4亿多元。

精准“把脉”瑶医文化
传承千年“神奇”古方

秋日雨后的傍晚，大瑶山凉风习

习，清爽而宜人，从身穿手工绣制的精

美民族服装的瑶族人身边走过，一抹淡

淡的草木清香扑鼻而来，为大瑶山的瑶

族文化平添了一份莫名的神秘。

走过街头，随处可见的就是“瑶药

泡浴”的小店。据了解，瑶家十分重视

泡澡，无论严冬酷暑，每人每晚都必须

入“庞桶”内浸泡全身，既洗涤刀耕火种

时沾染的炭灰泥迹，又通过温水浸泡解

乏，使血脉流通，便于入睡。

据说，瑶族有一种“三泡瑶药”，妇

女产后药浴三天就可以下地劳作，不怕

风吹日晒，而且形体保持苗条，肤色红

润，被称为瑶族神奇的千年传世古方。

金秀瑶医堂馆长莫昌宇毕业于广

西中医药大学，也是一名家传瑶医，广

西覃氏瑶医的第14代传人。据他讲，瑶

医大多用单方、验方，一般一种单方治

一种或数种疾病。瑶医医术多为祖传，

父传子、子传孙，且多为单传，有的则传

媳不传女，一直被民间称为“神秘瑶药”。

莫昌宇介绍说，瑶医有句俗语：“百

草都是药，用得着是宝，用不着是草。”

在识药用药上，有“藤本中空消水肿，对

枝对叶血瘀通，刺多毛多消火热，面光

多浆排毒脓，因疾施药须过细，叶茎根

果效不同”的口诀。自古以来，瑶医都

是自己诊病，自己采药加工、配方发药，

没有专门配方卖药的药师或药店。瑶

医根据形态、性味功能及临床应用特点

等将一些传统常用药物归纳为“五虎”

“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这些传

统瑶药共 104味，被后人称为“老班

药”，即祖上传下的药物之意。“虎”类药

物性能峻猛、见效快，多为消肿止痛类

药，有一定毒性；“牛”类药物性能强劲

有力而持久，多为舒筋活络、强筋壮骨

补肾类药；“钻”类药物性能强劲攒透、

通达经络、透利关节，多为行气止痛、散

瘀消肿类药；“风”类药物性能多样，多

为清热解毒、祛风利湿、活血调经类药。

据莫昌宇介绍，广西覃氏瑶医行医

历史可追溯到清朝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由于瑶医瑶药深藏在大瑶山中，

不被外人所知，直到覃氏瑶医第11代传

人覃孝章，应当时荔浦县令之邀，来到

荔浦县行医，瑶医行医范围才扩展至大

瑶山之外。解放初期，覃氏瑶医第12代

传人覃德坤老先生走出山高林密的大

瑶山，成为瑶族第一代医科大学生，后

以祖传绝技治疗肿瘤、红斑狼疮及各种

疑难病症享誉盛名。1983年，覃德坤老

先生在桂林行医时，为一名在大庆油田

工作的工程师治愈了重病，后受其邀请

于1985年北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办瑶

医机构，1998年成立了全国首家瑶医医

院——大庆德坤瑶医特色医院。

2004年，全国首家公立瑶医医院

在广西金秀县成立。现今，北京、上海、

大庆均开设有瑶医医院；广西金秀、都

安、恭城三个瑶族自治县均设有瑶医医

院或在中医医院设有瑶医科，广西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其仁爱分院均

设有瑶医诊室，广西中医药大学还设有

瑶医药学院。

2012年9月19日，金秀县瑶医医

院颁发了首批《瑶医医师资格证书》，初

步解决了瑶医医师在县域范围内的行

医执业问题，规范了瑶医药准入制度和

执业行为。

继2021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医药发展条例》之

后，今年7月，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又批准了《恭城瑶族自治县

瑶医药发展条例》《富川瑶族自治县瑶

医药发展条例》，持续推动广西瑶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

打响“世界瑶都”品牌
发展瑶医药大健康产业

瑶族是古代东方“九黎”中的一支，

是最长寿的民族之一，也是典型的山地

民族，“进山唯恐不高，入林唯恐不密”。

南宋《岭外代答》中说：“瑶人每岁

十月，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庙前，会男女

之无实家者，男女各群联袂而舞，谓之

‘踏瑶’。”“踏摇”即是“跳盘王”，瑶族盘

王节即是由“跳盘王”发展而来的。“跳”

即“舞”之意，“跳盘王”是指人们载歌载

舞以谢盘王的恩德，并祈盘王保佑子孙

平安。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散居在群山

中的瑶族人都会聚集在一起，敲响自制

的黄泥长鼓过“盘王节”，这也是他们最

热闹的一次集市贸易活动。

自古以来，瑶族人就将瑶药用于交

易，换取所需物品，也有瑶医走街串巷，

甚至跨省行医。但是，长期以来，世居

大山深处的瑶医只为本家族服务，造成

特色瑶药产品创新受阻，产品科技含量

低、竞争力弱，基本没有获得相关部门

批准的成药及保健品，缺少精品和拳头

产品，没有形成知名品牌。

费孝通曾在《四上瑶山》中写道：

“‘靠山吃山’也许是山居民族更广阔的

出路。”最令当地瑶族民众敬佩和难忘

的，是在费孝通的极力推动下，1984年，

来宾市象州县的桐木、柳州市鹿寨县的

头排两个平原乡镇划归金秀县，一举解

决了长期以来大瑶山粮食匮乏、贸易市

场落后等问题。

“金秀县作为瑶医药的发源地之

一，是中国瑶医药的大本营，有着底蕴

深厚的瑶医文化。这里丰富多样的瑶

药资源，为打造‘中国瑶药之乡’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金秀县委书记谭玉

成经过深入调研后认为，金秀县先后荣

获“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天然氧吧”“中

国瑶医药之乡”“全国第三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中医壮

瑶医养生保健示范基地”“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等称号，具有发展瑶医

药大健康产业的独特优势。

金秀县工业园瑶医药产业园就建

在大瑶山脚下的桐木镇，全国唯一一所

“二级甲等”瑶医医院也建在这里。为

全面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医药

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金秀县

打响“世界瑶都”“南方瑶药之都”品牌。

2017年，金秀县在瑶医药产业园

内建设粤桂协作—金秀县瑶医药科技

企业孵化基地，同时建设金秀县桂中大

瑶山现代瑶医药与保健品智能制造产

业园，配套建设金秀县智慧物流储运中

心，建成后将成为集现代瑶医药与保健

品智能制造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

业园区。

据了解，金秀县现有瑶药加工生产

企业24家，2022年规上瑶医药制造业

企业共完成产值6914万元，同比增长

27.5%。同时，金秀县启动瑶医药特色

病种经典名方挖掘普查工作，共挖掘整

理出偏方、秘方、验方1万多个。104种

经典瑶药和重点临床使用的14种瑶药

列入广西首卷瑶药质量标准目录，获得

国药准字号产品8项，研发出瑶药养生

酒、药膳、瑶王膏、瑶药茶、瑶药浴系列

产品40多种。瑶医医院申报74个专

利，10个专利已获证书，64个专利已获

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受理通知书，完成

5项专利科研成果转化。“瑶药产后三泡

颗粒剂”是广西首个获批准的瑶药院内

制剂，目前在广西各医疗单位推广使用。

为加快推动瑶医瑶药康养产业化

发展，金秀县按照“山上种药、山下制

药、山中康养”及“强龙头、补链条、聚集

群”的产业发展思路，先后编制《金秀瑶

族自治县瑶医药发展“十四五”及2035

年远景规划》《金秀瑶族自治县文化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划（2020-2030年）》

等规划，推动瑶医药、旅游与健康养生、

康复疗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整合开发

大瑶山康养旅游资源，依托“瑶医药体

验+药膳保健+生态理疗”等系列产品，

全县共注册登记与养生长寿健康产业

相关的经营主体521户，培育8家具有

民族特色的养生瑶医瑶药企业，拥有瑶

医药健康养生旅游服务企业、工商户23

家，县内瑶医药特色康养文化展示8处，

有瑶医药特色诊所33家、瑶医瑶药店铺

589间、瑶医药博物馆1个。

目前，金秀县内所有旅游景点均纳

入瑶医药特色康养文化展示范围，每个

民宿点都有瑶医药入驻。全县超过5万

人直接或间接从事文化康养旅游工作，

占全县人口的1/3，以文化康养旅游业

为主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达80.3%。2022年，金秀县共接待游客

551.8万人次，旅游总消费49.6亿元。

“神奇的‘瑶浴’，经过数百年历史，

几十代人的不断传承，堪称瑶族人与大

自然苦斗的‘盔甲’。它不仅记录着瑶

族人艰难的生存足迹，更闪耀着瑶族人

的群体智慧，被称为‘人类健康的古老

传承’，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广西金秀汇萃本草瑶药产

业有限公司瑶浴工厂厂长韦开奖的言

语中充满了对瑶医药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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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秀县加快推动瑶医药、旅游与健康养生、康复疗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打造“中国瑶药之乡”

□ 黎秀妹 龚成钰

近年来，广西南宁市青秀区聚

焦企业群众反映集中的办事创业

难点、痛点、堵点，坚持便民利企导

向，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经营

主体为切入点，着力推进市政领域

“减时限、减材料、减环节、优服务”

的“三减一优”改革行动。

一直以来，传统的企业现场勘

验方式存在人员不足、位置难寻、

标准不清等短板。为解决这一问

题，青秀区利用“互联网+政务服

务”，推出远程线上勘验模式——

“云勘验”，主要运用“青秀办事不

求人”微信小程序，让企业和群众

通过指定的网络和信息化途径，将

现场勘验需要提供的有关内容以

视频、图片或现场连线等方式传递

给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进行远程

审核，实现“一次不用跑”。

实施“云勘验”以来，青秀区

勘验工作时限由原来的10个工作

日压缩至 4 个工作日，时间压缩

60%，最快的实现当日勘验、当日领

证。远程线上勘验作为现场勘验

形式的另一种延伸，为企业群众开

辟了全程网上办事通道，构建起

“外网申报、远程勘验、内网审批、

限时办结、证照寄送”的全流程、全

链条“不见面”审批闭环。截至今

年8月底，青秀区通过“青秀办事不

求人”小程序视频，核查完成6851

件事项。

同时，青秀区对辖区内房屋产

权清晰且管理集中的写字楼、孵化

园、办公楼、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场

所，推行产权所有人进行场地权属

备案，经营主体在办理设立登记或

地址变更登记时无需提交场地权

属证明材料，只需向登记机关提交

经备案确认的租赁合同或使用证

明，推动经营主体登记便利化，提

高了在已权属备案的场地内开办

企业的便利度。截至今年8月底，

青秀区共为71家住所登记在备案

地址的经营主体减免场地权属证

明材料。

改革前，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办

理商铺招牌要单独申请，且需填写

2~3张申请表，提交2~3套申请材

料，审批时限为5个工作日。改革

后，推行招牌设置“一件事套餐办”

服务，将户外招牌设置与占道施工

关联事项实行并联办理，只填一张

申请表、只提交一套材料、只需一

个工作日即可完成许可审批流程，

大大缩减了经营主体投入市场实

质性经营的时间周期，提升了市场

活跃度。截至今年8月底，青秀区

共为878家企业和商户核发了占道

施工许可证。

为进一步提升审批服务效能，

青秀区推行政务服务事项“随处

办”，积极打造“十五分钟政务服务

便民办事圈”，全面构建帮办代办

便民服务体系，推行政务事项“全

员帮办、全程代办”服务模式，为企

业群众提供“一对一”贴心帮办代

办服务。

“随处办”站点依托辖区内银

行网点资源，链接基层便民服务中

心网络，推动政务服务下沉，打造

距离企业和群众最近的政务服务

窗口，使政务服务部门与银行网点

之间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

作格局，为优化营商环境向基层延

伸注入新动力。截至今年8月底，

青秀区共为16813家企业提供帮办

代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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