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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咸安区大幕乡西山下村
100多个村民，一大早就在绿源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里抢栽茶
苗。

“我家里有2亩地，全部被茶叶
合作社租过去了，虽说没有了土
地，但这不是坏事，因为土地流转
过去后，合作社用工会优先考虑本
地村民。”农民胡丹说。

正在建设的这片茶园是今年
大幕引进咸安区绿源种植专业合
作社建设的，该项目规划面积2000
亩，总投资预计1500万元。

“目前，茶园沟渠，土地平整，
施肥已完成，栽苗任务进入攻坚阶
段，已投入劳动力3万多人次，劳务
费用达到300余万元，为当地群众
增加了收入。”绿源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何波介绍。

西山下村党支部书记胡志军
表示，引进绿源种植合作社，目的
是让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
分红，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合作
社将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发展
茶叶，预计发展茶园面积 10000
亩。

种茶助脱贫
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建平
报道：昨日，通城县易师傅豆制
品公司生产的1吨豆油皮，通过
物流销往吉林省长春市一大型
超市，价格是每公斤100元。

一粒小小黄豆在巧手的
“点化”下，经过几道工艺，能加
工成豆腐、豆油皮、豆豉 、腐乳、
香干等100多个豆制品，黄豆由
此增值 10到 20倍……在通城，
黄豆变成金豆的神话已成现实。

麦市镇青年易建曲在家练
就加工豆制品绝活，1992 年只
身到武汉打拼，凭加工豆制品
掘得第一桶金。1997 年，他回
乡投资200万元，创办易师傅豆
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并注册“易
师傅”商标，生产绿色食品，年
加工转化黄豆 50吨，产品销往

内地省份和香港、澳门，年产值
过100万元。

百年老字号“谦和详”原汁
豆豉是北港镇传统绿色食品，
该镇以徐西民为首的个体加工
户年加工转化黄豆100余吨，生
产系列豆制品40多种，获利200
多万元。

至目前，全县有近 3000 人
从事豆制品加工，有 1000多人
常年在沿海一带从事豆制品加
工，人平年纯收入 10 万多元。
全县注册资本过 100万元的豆
制品加工企业近 10家，已形成
亿元产业。

豆制品加工业的发展，也
激发通城农民种植黄豆的热
情，去年全县黄豆种植面积接
近10万亩。

通城小黄豆变身金豆豆
豆制品加工形成亿元产业

沧桑砥砺半世纪，风雨兼程；春华
秋实五十载，桃李芬芳。2015年 11月，
咸宁市实验小学将迎来 50 华诞。自
2015年9月22日校庆公告发布以来，得
到了全国各省市县兄弟学校、广大校友
和社会各界朋友的热切关注和鼎力支
持，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50 周年校庆活动为 2015 年 11 月
27-28 日，主题为“若水无痕，花开有

声”50周年暨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高
峰论坛活动。具体安排：27日，上午学
校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峰论坛开幕式及
专家主题报告；下午观摩学校素质教育
成果展，包括彩旗迎宾阵、养心太极拳、
明礼跆拳道、童趣拉丁舞、曼妙巴乌情、
桃李满园春；参观校史展。晚上在市政
府会议中心举行“第一百个开学季”师生
专场文艺汇演。28日上午，教育论坛。

我们再次诚邀全国各省市县兄弟学
校、广大校友、家长和社会各界朋友聚首，
共叙情谊，共襄盛举，共展蓝图。我们深
信，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咸宁市实
验小学定能积聚更加丰厚的发展资源和更
加强大的精神动力，蓄势待飞，再创辉煌。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教育学会教育
管理专业委员会、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
究院主办；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咸

宁市实验小学承办。
为了做好此次活动服务和安排，请

各位与会代表务必将会议回执于 11月
20日前，通过QQ邮箱、电话等形式报
送会议秘书处。

联系人：张俊波：15571566696
谭艳芳：15997989199

学校电话：0715-8255456
QQ邮箱：158994794@qq.com

咸宁市实验小学50周年校庆公告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谢晋
报道：进入 11月份，羊楼洞茶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军格外忙碌，公
司在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新开设的现
代化工厂即将开工建设。

近年来，我市以茶为媒，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打造百亿茶产
业。今年10月，我市组团出访哈萨克
斯坦、俄罗斯推介咸宁茶产业，赵李桥
茶厂、羊楼洞茶业、赵李桥茶业和洞庄
茶业分别与俄罗斯4家企业签署了代
理协议。

在湖北巨宁森工集团的“重组竹”
生产线，楠竹经过锯断剖半、碾压疏

解、浸胶、履带式干燥等流程深加工
后，变成了一块块坚实的竹木板材。
该公司董事长李文国自豪地说：“过去
一根竹子从山上砍下来到运出咸宁，
只值 15元，但是现在，我们能让它值
100元以上！”

“远看一片绿，近闻一股香。”这是
记者来到通城县黄袍山国家油茶产业
示范园区的第一印象。这个示范园区
占地500亩，建有油茶良种繁育基地、
精深加工区、油茶博物馆、观光博览区
及食用油储备区五大功能区。公司董
事长晏绿金说，通过“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模式，已在全县建立优

质茶油基地近10万亩，既带动了农民
增收致富，也推动了产销一体产业模
式发展。

立足绿色之本，我市竹产业、茶产
业、油茶产业三大百亿工程全面发力，
现代绿色产业体系正在加快构建。
今年前三季度，竹、茶叶、油茶实现综
合产值86.3亿元。

为加快三大“百亿产业”发展，市
委市政府先后成立了竹产业、茶产业、
油茶产业领导小组，制定出台了三大

“百亿产业”发展规划及指导意见，形
成了“竹十三条”、“茶十条”、“油茶九
条”等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撑

体系。
围绕三大“百亿产业”工程，我市

加快打造农产品加工千亿支柱产业，
逐渐形成了以楠竹、茶叶、油茶为主，
农副食品加工、麻棉纱加工、家具制
造、中成药生产等10多个系列2000多
个产品辅助支撑的现代农业生产加工
经营体系。

全市农产品呈现出特色鲜明、产
业明晰的加工新格局，成为带动农农
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脱贫的新引擎。今
年前三季度，我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7900 元，同比增长
11.2%。

三大百亿产业给力绿色崛起
前三季度，实现综合产值86.3亿元

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
徐丹报道：11日，第二届楚商大会
在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市委副书纪、市长丁小强出席开
幕式。

本次大会以“楚商携手合作、
共促转型发展”为主题。来自国
内外的千余名楚商代表、知名企
业家代表参会。我市精心组织参
会的57个招商项目受到客商广泛

关注，协议投资金额 341亿元，其
中中电华基项目现场签约。该项
目总投资 10亿元，将打造国内电
缆技术研发及制造的一流企业、
创绿化园林式制造工厂，项目全
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值过30亿元
的生产规模。

中电华基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斌表示，咸宁是一座充
满活力、蕴含机遇的城市。希望

今后与咸宁开展更多的深层次合
作，努力开创地方发展和企业发
展的双赢局面。

为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建设、
早投产、早见效，我市将继续秉承

“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
大力营造亲商、利商、留商、暖商、
敬商、懂商、悦商的浓厚氛围，为
企业家来咸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
境、全力做好服务。

我市组团亮相楚商大会
协议投资总额341亿元

9日，位于咸安经济开发区的湖北江南春竹业有限公司车间，工人正在打包装
订竹地板。

该公司是一家集重竹生产加工、贸易以及竹产品研发应用于一体的新型林业
龙头企业，年消耗楠竹17万吨，带动竹农增收1.2亿元。

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胡剑芳 石桂兰 摄

重竹加工
引领致富

本报讯 记者徐世聪、通
讯员廖志高、阮晓东、邓振报
道：10日，通山县杨芳林乡厦界
公路改建现场，工人们正在修
筑排水沟、夯实路基，已经铺上
沥青的公路，显得宽阔大气。

“该路是县内幕阜山旅游
公路最大的主线工程，全长18.6
公里，已经投入资金 3000 余万
元，完成路面15公里，可赶在元
旦之前通车。”施工队负责人程
华明说。

“这条路将给杨芳林乡带
来实在的好处。”该乡党委书记
张燕说，乡里八个村、近万村民
都在期盼这条民生路早日建

成。
幕阜山生态旅游公路是我

市交通扶贫开发的重点项目，
在通山境内有主支干线共7条，
全长 138公里，占全市总里程的
62.4%，覆盖到全县 7个乡镇 20
个村庄2万余人。

“幕阜山旅游公路将九宫
山、富水湖、隐水洞等景区‘一
线串珠’，大大推进山区库区老
区旅游产业扶贫开发，加速沿
线地区群众脱贫步伐。”县交通
局长曹可贤说，全县幕阜山旅
游公路已完成投资 4.5亿元，完
成路面 130公里，占建设总里程
的94%。

通山加快旅游公路建设
已完成总里程94%

本报讯 记者闻期骏报道：昨日，全省
“六五”普法检查验收第八组向我市反馈“六
五”普法依法治理检查验收工作意见。省第
八检查组组长、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出席会
议并反馈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出
席会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树林主持
汇报会。

11日至 12日，检查组先后到崇阳、咸安等
地对学校、社区、工厂进行了实地检查，对我市

“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
我市认识高、措施实、亮点多、效果好，较好完
成了“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各项任务。

检查组建议，下一步要在提升思想认识上
下功夫，切实做到谋划力度更高，组织力度更
实，在顶层设计和思想认识上为全省普法依法
治理工作树立标杆；要在谋划好“七五”普法规
划上下功夫，在总结“六五”普法经验上，结合
新形势和本地实际，精心谋划编制好规划；要
着力在培养典型上下功夫，通过典型资源，放
大典型效应；要着力在法治文化上下功夫，通
过现代传播手段和新媒体，广泛宣传法治文化
理念；要着力在普法重点对象上下功夫，重点
加强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的宣教工作，让法治理
念入心入脑。

丁小强表示，我市将扎实做好整改提高工
作。针对问题，制定方案，狠抓落实；将继续巩
固成果。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进一步完善考
评体系；迅速启动“七五”普法规划编制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力度和深度，把“七五”普法依法
治理工作纳入“十三五”发展规划当中，完善有
关指标体系，加强对工作的领导和考评，努力
构建“大普法”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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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精准扶贫 不落一扶贫 不落一人人

近日，笔者在乡下老家，看见邻居
正在挑石垫地基准备造新房。见原本
好好的地基要花费人力、财力垫高，笔
者有些疑惑。邻居相告，现在农村造
房子都相互攀比，造的房子不能比别
人的低。邻居还说，除了把地基垫高
外，还要比别人造得洋气。

据笔者了解，农民之所以要倾力
倾财把房子造得又高又漂亮，其原因
有三：一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建房
对于农户来说是件大事，有了钱，就想
把房子建得漂亮、阔气些，这样既可以
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还可以显示出
自己家底的雄厚。二是迷信思想在作

怪。有一些农户认为房屋造得比别人
家的高，自己家就可以兴旺发达。三
是缺乏相关的法规约束。农户在自己
的宅基地上建房，往往是自己说了算，
别人管不着。

随着农民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
许多农民纷纷建造新房，改善自己的
居住环境，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
造房子应讲究实用、节约的原则。房
子过于高大，不但浪费土地资源和建
材，多花工钱。再说，现在农村家庭
人口比以前减少了，房子太大，显得
空空荡荡的，使用起来成本也会相应
增加。

如何才能扭转这种农村建房攀比
之风呢？笔者以为，基层政府和村级
组织应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一方面要
采取措施，加大宣传，从思想上帮助农
民朋友树立正确的“住房观”，引导农
民朋友在建房上少花冤枉钱。另一方
面要出台相应的建设规划，让农民规
范、有序、合理建房。

刹刹农村建房攀比风
○廖卫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