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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新闻
TONGCHENG XINWEN

昨日，通城县“易师傅”豆制品专业合作社社员在生产
豆腐干。关刀镇里港村易建曲在豆制品行业摸爬滚打20
多年，办起了豆制品加工厂，吸纳周边50多人就近就业，年
加工转化黄豆50吨，带动麦市、关刀、塘湖等5个乡镇近万
户农户种植黄豆共同致富。 通讯员 麦先 摄

昨日，通城县沙堆中学“写作兴趣
小组”的同学，在教师指导下学习写作。

近年来，沙堆中学努力打造“书香
校园”，师生积极参与读书活动，笔耕美
丽人生。去年，该校教师10人次在省教
育学会举办的“寻找身边的美丽”征文
活动中获省级特等奖、一二等奖，20 多
名学生获全国中学生作文比赛省市级
奖。

特约记者 刘建平 摄

书香溢校园

千亩荒山发展成油茶，生态观光葡
萄园、草莓特色产业园、黄龙山旅游公
路建设如火如荼，集镇建设全面完工，
儿童游乐园欢歌笑语，农家书屋热闹非
凡……

这是通城县麦市镇实施“绿满乡村”
工程出现的新气象。

荒山变身油茶基地

麦市镇九房、冷段、何段、西坳、株树
等村有1050亩荒山，去年初，镇里从黄袍
山绿色产品公司调来 30万株油茶苗，全
部种在荒山上。

荒山变身油茶基地，镇负责人心里充
满喜悦：“将流转出的土地进行开发，种植
规模农业，农民既可收租金，又能在当地
务工，获得报酬。”

根据油茶 3年左右初步收益、4年后
进入旺产期的生长特性，该镇千亩油茶的
初期收益预计过100万元，荒山俨然变身
农民的“金山”。

昨日，何段村村民何正家乐呵呵地告
诉笔者，去年他参与了油茶的栽种工作，
工作6天就收益了600元。

“就是帮着平整土地，种几株油茶苗，
给它们浇浇水。”何师傅说，村里跟他一样

的老年人对栽种油茶的积极性都很高。9
组的葛步汉68岁了，一听说要种油茶了，
拿起工具就往山上跑，种一天地能收益
100元，栽十几天油茶苗相当于多领一年
的养老保障金。

油茶养护季节性强，只需在春秋两季
除草、施肥、疏花、修剪，无需专人常年劳
作，这也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收入。

特色农业风生水起

2012年，杨洪波投资 300余万元，到
麦市镇进行荒田改造，建起100亩生态观
光葡萄园。当时，该基地可亩产葡萄
3000余斤，亩收益达2万多元。

葡萄园首次挂果刚熟时，园主杨洪波
却是喜忧参半。

“葡萄的采摘期一般是 3个月，我原
计划是观光和酿酒这一块，但开始知名度
不高，上门采购的人不多。”杨洪波说，经
过两年的精心垦植，去年葡萄园成功挂
果，产葡萄6万余斤。

麦市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了解情况
后说：“我们不仅要把企业招上门来，更要
为企业服好务，让它在这里成长。”并发动
镇村党员干部与村民一起，帮助园主采摘
葡萄，还号召亲朋好友前来购买。井堂村

也号召村民帮助杨洪波采摘葡萄，并带动
亲戚朋友前来品尝、购买。

麦市镇政府主动帮助杨洪波联系当
地和周边县市的酿酒厂，并组织一个葡萄
采摘节，吸引周边省市的游客前来体验

“摘购一体式”的田园乐趣。
“夏天我有葡萄，冬天有葡萄酒，都不

愁销路哦……”杨老板笑得合不拢嘴。
“随着井堂村葡萄基地搞出了名堂，

草莓特色产业园也落户七里村。”该镇负
责人说。

据统计，目前，该镇油茶、板栗、猕猴
桃、葡萄等特色农业面积达1.8万余亩。

目前，井堂村葡萄基地扩至 600亩，
七里村草莓园种植面积近 20亩，今年将
引进百合、生姜等新品种，形成一个综合
特色农业产业园，整个产业园规模将达
50余亩，增收10多万元。

为了鼓励农业大户，推动特色农业
的发展，镇里出台了鼓励政策，凡是来镇
里投资 60万元的企业，银行贷款政府贴
息 3年。

天岳石蛙养殖大户杜仲平是首批得
实惠的农业养殖大户。在他们的带动下，
目前全镇已发展生猪养殖大户 23户，山
羊养殖大户8户，建高标准鱼池75亩。

绿色产业渐成规模

麦市镇大力实施“工业强镇、商贸活
镇、项目立镇、城建亮镇、平安稳镇、实干兴
镇”六大战略。2014年，全镇实现工农业总
产值12.6亿元，整体经济实力和发展态势
位居全县前列，绿色工业功不可没。

在七里村工业园，沉睡千年的七里山
泉水得到了综合开发、利用，回归创业明
星郑四来的七里山“皇赐”天然矿泉水畅
销湘鄂赣三省边贸市场；以亚科微钻、光
学导电膜、齐能电子等高新技术企业为龙
头，新引进投资 1000万元的手机触摸屏
项目，已经落户七里工业园，即将投产。

该镇依托传统的豆制品生产工艺，以
现有零散的豆制品生产农户、志敏豆制品
合作社，深度开发百年豆制品。目前，郑
志敏投资 1200 万元建设的麦市豆制品
厂，已经投产。

进驻七里经济园的企业达7家，已初
步形成副食、森工、饮品、电子信息等绿色
产业集聚、协调发展的格局。

同时，该镇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开
发黄龙山丰富的旅游资源，借助幕阜山旅
游开发的机遇，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大作文
章，打造美丽麦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秀美乡村。

绿满乡村促崛起
——麦市镇发展绿色经济纪实

通讯员 程懿君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建平、通讯员
汪贵兵、吴宇星报道：昨日，通城县塘湖
镇图垅村较往常热闹了许多，该村的小
农水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块田在去年干旱的时候，减产 3
至4成，今年把渠道、塘堰全部建好后，可
以确保100%丰收。”村支书葛启龙说。

水利是人民生存之本，是社会经济发
展之源。据了解，2014年是通城县第六批
全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实施的第

一年，该县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用于解
决全县8个村2万多亩良田的灌溉问题。

“水利项目建设是水利发展的关键，我
们将围绕项目‘规、争、建、管’，打造好小农
水大民生，确保项目工程建一处、成一处、
群众受益一处。”县水利局负责人说。

据了解，近 3年来，该县共编制重点
水利项目215个，列入国家重点项目有45
个，列入省项目 120个，投资近 50亿元。
包括水库除险加固和扩容、水网改造、河
流综合治理、灌区配套改造、抗旱水源地
能力建设、水源地保护工程、水利风景
区、全国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机制改革试
点县、水利工程监管用一体化试点县和
全省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县等项目，规划
投资6亿多元。

同时，该县积极搞好项目对接，争取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提前开工。目前，正
在施工的有20座小（二）型水库和云溪水
库副坝除险、新建龙潭水厂、铁柱港河城
区段治理工程、32个集体电站改造、百丈
潭电站增效扩容与以电代燃、11个乡镇
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机制改革、隽水
河橡胶坝挡水工程、水保监测试点县、崩
岗治理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

2014年，该县一次性争取铁柱河、沙
堆河和麦市河三条河流综合治理项目投
资计划6500万元，已到位资金3600万元；
鄂南暴雨山洪沟治理重点项目到位 1000
万元；中央小农水建设重点县投资计划
6000万元已竞争成功；云阁龙灌区改造
1600万元已立项成功并取得批复；投资

1.2亿元的陆水河上游综合治理工程已通
过审查，这是近几年来全县争取的国家
投资最大水利项目。

该县围绕供水、灌溉、防汛抗旱三大
体系，加大项目建设力度，确保项目建设
快速推进。一年来，完成国家重点小
（二）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和治全
河、隽水河、秀水河和菖蒲港河城区段治
理工程，城市防洪标准提高到20年一遇；
新建盘石、关刀和左港水厂等安全饮水
工程，共解决 28万农村居民安全饮水问
题；黄龙、云溪、百丈潭以电代燃及电站
增效扩容改造工程和大坪、五里、塘湖、
马港崩岗治理工程也已竣工；山洪灾害、
节水示范、灌区清淤整治、塘堰整治及水
毁工程修复等悉数完成。

加大建设力度 加快施工进度

通城水利项目福泽民生

本报讯 通讯员卢华报道：“感谢县里
把养鱼技术送上门，我们合作社得实惠。”昨
日，通城县四庄乡水产养殖大户卢泰山说。

卢泰山先后获得“湖北省百佳科技示
范户”、“通城县党员示范户”、“通城县农
业科技应用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在他的
带领下，如今四庄清水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社员已经发展到186户，养殖水域面积

4000多亩，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
近年来，通城县大力开展良种推广，

注重培植科技示范大户，推进了全县水产
业的发展。

该县举办池塘养鱼高产技术、鱼病防
治知识讲座、网箱无公害标准化养殖技术
等培训班，培训学员7000多人，着力提高
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和发展意识。同时，加

大财政支持力度，扶持规模标准化水产养
殖专业户和农村发展网箱养鱼，加大水产
养殖水域管理执法检查力度，科学合理地
安排水域养殖，规划在各个网箱养殖区建
立小型渔业码头。

为扩大养殖水面，该县引导农民逐年
将不宜种植农作物的低洼田、烂泥田改造
成精养鱼池；把塘堰由小改大、从浅改深，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争取优惠政策支持，
凡新挖连片 100亩、水深 3米的高标准鱼
池，县财政每亩补助600元。

目前，全县水产养殖大户有 215户，
水产养殖面积从“十一五”期间的3.4万亩
增加到 6万亩，产量以 10%的速度逐年增
加。预计今年产量可达 6800余吨，实现
产值8500万元。

推广良种 大户示范

通城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

武汉大学国学班

结对帮扶佘坊小学
本报讯 通讯员廖威、卢华报道：1月17日，冬日的暖阳

驱走了寒冬的凉意。武汉大学“国学智慧”10班40名学员，
深入通城县沙堆镇佘坊小学，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结对帮扶
活动，为该小学的同学们送去亲切的慰问和帮扶物资。

据了解，参与本次活动的“国学智慧”10班学员，均为
企业家代表和成功人士。他们 40人与佘坊小学 40名贫困
学生结成了“一对一”帮扶助学对子，并捐献了首期帮扶资
金 4万余元和生活必需品。下一步，他们还将为该小学捐
赠图书室，与结对的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帮助。

学员们首先参观了佘坊小学的教室和食堂。帮扶活
动中，他们一一为贫困学子戴上红领巾，并送上亲手制作
的卡片；开展拔河互动游戏，和贫困孩子们一起分享欢
乐。学员们与结对学生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学
习现状和存在的困难，并激励他们继续好好学习，在困境
中磨砺自己，为未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一定会刻苦学习，树立远大的理想，早日成为国
家的栋梁，用优异的成绩回报你们的爱心捐赠，而且要像
你们一样，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佘坊小学受助学生代表
张敏说。

县物价局

确保市场价格稳定
本报讯 通讯员刘永安报道：近日，县物价局成立专

班，组织精兵强将，强力监管市场价格。
该局以民生价格监测监管为重点，着力加强对粮油、

液化气、肉蛋菜奶、水果等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基本蔬菜品
种的市场价格动态监测、跟踪分析，进一步加大对蔬菜、猪
肉、牛羊肉、水产品等商品价格和客运市场票价的检查和
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该局成立3个价格巡查小分队，对群众生活必需品、交
通运输、停车收费、娱乐餐饮等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巡查，
继续清理整顿流通领域各项收费，依法查处价格欺诈、价
格串通、恶意囤积、哄抬价格和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价格
违法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采取提醒、告诫、警示
等事前防范手段，引导经营者加强价格自律，自觉履行稳
价社会责任。

提高服务效率 加快办证速度

通城提升林地管理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黎唯、王文辉报道：近日，通城县成立

工作专班，将征占用林地法律法规、服务范围、征占用林地
申报流程等内容汇编成册，赠送给各乡镇、村组和用地单
位，增强了各地的法律法规意识。

该县对重点项目建设提前介入，摸清全县林地用地需
求信息，提前向省厅申报追加林地征占用指标，将林地专
班增加至 6人，对用地单位实行上门服务，简化服务环节，
提高服务效率，加快林地办证速度。

去年 6月以来，该县向省市报送 10宗林地征占用项目
规划评审，用地单位 10个，面积 310亩，收集报批资料 10
份，制作项目建议书 30本，7个工作日内办结到位，并将征
占用林地许可证送到用地单位。

同时，该县加大对违法违规征占用林地案件的查处力
度。县林业局成立 3个工作专班，联合 11个乡镇林业站和
3个森林公安派出所，全面清理全县林地征占用情况，对未
批先占5起案件进行处理，对损毁林地面积较小、负面影响
较轻的3人进行教育，对损毁林地面积220平方米的周某处
以3000元罚款，对已征占用林地达6700平方米的吴某进行
立案侦查，有力规范了全县林地征占用秩序。

隽水镇检察巡回服务点

服务群众见实效
本报讯 通讯员郑重、程春报道：“以前，想办事、咨询

法律问题还得亲自上县检察院，听说现在社区设立了检察
巡回服务点，在社区就能咨询到了，我今天特意来咨询征
地补偿问题的。”21日，通城县隽水镇秀水社区葛大爷走进
了巡回检察室。

据了解，为进一步把检察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基层，落
实司法便民利民措施，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通城县检察
院在隽水镇秀水社区设立“检察巡回服务点”。

检察巡回服务点设立后,该社区委任专职工作人员，配
置了必要的硬件设施，做到名称挂牌、制度上墙，积极接待
来访群众，受理群众举报、控告、申诉，了解掌握社情民意，
认真回应群众诉求，已发放宣传资料 600余份、便民卡 200
余张，接受法律咨询50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