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片：长港河，又称长河，古为陆水
故道。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决断
傅洲尾”，将陆水改道由洪庙河入江，现
略存故道遗迹。长港河流域位于嘉鱼县
西部，源于陆溪镇界石，经陆溪镇、高铁
镇至三合垸干堤三乐闸入江，流域面积
114 平方公里，全长 24.1 公里，是一条集
水运、灌溉、排涝于一体的重要水道。

名片：我市共有大小泉眼18244处，
仅在温泉城区就有14处泉眼，是“中国温
泉之乡”。泡温泉的酒店有的大隐于市，
在城中山林间汩汩冒出；有的犹抱琵琶，
在莽莽群山中热气蒸腾；有的滨江拥湖，
在粼粼碧波里仙气飘渺，恍如蓬莱仙
境。冬天泡温泉是香城人、来咸游客的
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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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5岁的胡子衡，是崇阳县林科所
所长。在该工作岗位上干了20多年的他
说：我这一辈子，生活除了林业还是林业。

内忧外患临危受命

1994年，正直壮年的胡子衡接到崇阳
县林业局的一纸调令——到林科所当所
长，整个人都懵了：当时该所内外交困，职
工一年多没发工资，累计欠外债20余万
元。

父母说：“伢呀！你莫往刺堆里钻，安
心干目前的工作，有碗饭吃就行了。”朋友
也说：“林科所是条破船，你不要上，别到
时候费力撑船反被淹死。”更有不明事理
的人说：“穷庙也出富方丈，林科所这次恐
怕要分光吃光。”

胡子衡想，毛主席当年说过，革命战
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铁下心，
挑着行李铺盖来到林科所。

刚来林科所，遍地杂草丛生，杂物堆
积，破烂不堪，仅有十几间危房和几张破
旧办公桌。当债主们听说来了新所长，一
时间上门要债的几乎将门槛踏破，有些人
甚至砸桌子、掀椅子。

面对内忧外患，重重困难，胡子衡没
有退缩，下定决心，不等不靠不要，艰苦创
业，改变现状。

首先，他带领职工，起早贪黑，利用荒
废的苗田，种粮、种菜、养猪，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联系绿化工程，从设计、施工到后
期管理，所有程序全部由职工一起完成，
以求达到最大利润。同时，他强化内部管
理，将非生产性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第二年，该所收入达28万元，同上年比
净增20万元。职工第一次领到了全额工
资，还偿还了8万多元的老账。

兢兢业业不怕苦累

20多年间，胡子衡一直在该岗位上兢
兢业业，不怕苦不怕累。

他立足技术做文章。他想着，如果能
利用林科所天然的技术优势，承包下政
府、部分一些造林绿化的项目，那不就多
了一份收入来源吗？

说干就干，胡子衡亲自带领技术人
员，走东家跑西家，到处联系绿化工程。
施工中有时顾不上回家吃饭，就在工地上
吃两个馒头、喝点白开水充饥。

记得有一次，他跟着技术人员在崇阳
县水泥厂绿化工地上施工，突然痔疮病发
作，大出血晕倒在工地。但为了让工程按
期完成，他醒来后仍然坚持干下去。

近二十年来，凭着这股干劲，他跑遍
了全县所有的大型单位和邻县市重点客
户单位，为林科所每年创收30余万元，还
为社会增绿造绿出了一份力。

而今，在林科所，胡子衡已经成为职

工们克难奋进的榜样。对此，他淡定的
说：“我从不把自己当作领导，而是作为最
普通的一员，用自己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同
事的挚爱影响着职工。”

2003年，与县林科所接壤的珍珠泉茶
场无人管理，见草不见茶，茶场背负十几
万的债务，茶场职工生活无着落。他主动
请示县林业局，将珍珠泉茶场合并到林科
所。

为了盘活茶场，胡子衡以身作则，农
忙时间，带领职工除草打药，炎夏暑日，他
穿着雨衣汗流夹背干了2个多月，手掌心
挖起了一个又一个血泡，身上被毛毛虫刺
得奇痛无比，但凭着一股劲，硬是把500亩
茶园拿了下来。茶园面貌焕然一新。

清贫度日毫无怨言

20多年来，为了这份所长的职责，胡
子衡没日没夜的工作，几乎天天都在所
里，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

他说：“工作上尽职尽责，但我却对不
起自己的家人，对他们太过忽视。”

记得有一年，胡子衡正背着农药在给
茶园除虫打药，邻居老宋急急忙忙找到他：

“你儿子正在发高烧。”当他将工作安排好，
急急忙忙跑回家，发现孩子烧得在椅子上
直抽搐。庆幸的是，孩子转危为安。

妻子责备：“工作重要，那孩子就不重
要？”胡子衡只得连连道歉，此后却还是一

心扑在工作上。
凭着他的努力，林科所职工的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但胡子衡一家却过着清贫的
日子，全家老老小小6口人，大儿子长年因
病要吃药，全部的家庭开支就靠他一个人
的工资，导致常常负债。

其实，胡子衡并不缺少发财致富的机
会。1998年，广州的一家公司曾以年薪4
万聘请他当技术员，这在当时，可是高收
入。但胡子衡想，沿海地区需要人才，崇
阳山区更需要人才，便果断拒绝了。

妻子埋怨：“昧良心的钱我们可以不
要，可人家高薪聘请你当技术员，怎么不
去呢？孩子治病欠下的几万元债何时还
得清？”

看着因生活操劳而过早衰老的妻子，
胡子衡很心酸，但却坚持：“林科所已经很
有起色了，我舍不下了。”

此后，胡子衡更是“一根筋”地将心思
放在工作上。在他的带领下，林科所正迈
向美好的明天。

20年的绿色坚守
—— 记崇阳县林科所所长胡子衡

记者 赵晓丽

“长在山里，是一道风景，收获时节，是优质产品！”
这是村民们对石山村芽旗香茶叶中心有机茶叶基地的
生动描述。

2013年，市农科院四处物色种植茶叶的基地，此时，
石山村正试图走“靠山养山”、绿色发展道路，在市委统
战部、白霓镇政府的努力下，石山村以优质的生态资源，
让400亩有机茶叶园和2000亩泡桐基地成功落户，不仅
让荒山变绿山，同时极大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每年
支付劳动力费用60万元。

近几年来，该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把一座座荒山变成了青山，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把产业绿和青山绿相融合，实现储绿与富民的双赢。

村支书胡亚新介绍，该村在市委统战部“1331”工程

的帮助下，逐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通过土地流转的形
式，建设了一个300亩的楠竹基地、50亩的茶叶基地，年
可增收10万元以上。

该村绿色发展理念吸引了一批游子归家。42岁的
刘自德，原在深圳做生意，去年，他瞄准家乡绿色产业的
发展势头，毅然回乡，投资30多万元，流转500亩荒山，
种植杉树、枫树等林木。看着刚刚种植下去的苗木，他
无限憧憬：“这些树既能长叶子，更能长票子。”

政通青山在，人勤绿水流。石山村的绿色发展战
略，既保护了青山绿水，又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焕发
出勃勃生机，绽放出独特魅力，成为“山会招手、树会说
话”的绿色村庄。绿水青山正在一步步华丽转身，演变
成金山银山。

入冬后，还没泡过温泉，真是有点小遗憾。6日下
午，与好友一行来到位于淦河边的三江温泉度假中心，
享受冬日暖阳下温泉带来的惬意。

阳光照耀的绿色林木散发着清新，离群索居、创意
别致的建筑显得有些神秘，在城市中，它似一个隐士般
寂静清幽，耐得住寂寞，汽车的轰鸣声早已祛除出我的
脑海，只听得见山水间隐秘的风声，仿佛进入了另外一
个神秘世界。

脱去厚重的棉衣，身裹白色的浴巾，行走于窄窄的
石板路，翠竹葱茏，小巷连接各户，十几栋大小不一的
清幽宅院，以石、木等还原了古代私房大宅的传统风
骨。

站在一排小别墅外面，我们忍不住往里窥视，三面
围屋，一面连廊观景，色调自然淳朴，配上房中一池温
泉，画风瞬间变得温馨起来。

一家人如果住进这样的小别墅里，案上摆上几样
吃食，喝着山泉水炮制的茶，一边泡着温泉，一边聊着
天，或晒着太阳，或数着星星，偶有山风吹来，打一个寒
战，却马上被温泉的热气给拂去了寒气。其中滋味，令
人向往。

逐渐往山顶攀爬，整个酒店的景色渐入眼帘：泉水
青绿，建筑自然朴实，在山间的小木屋内，还有一飘逸
婀娜的美女为游客抚琴。

我们选定了一个大泡池，一入池中，温泉的暖意自
脚心而起，不觉冰释周身寒魄，暖阳洒在身上，继而竟
觉春意融融。

泡池依地形拾级而上，旁边翠竹簌簌而下，不时也
能看到有人裹着浴巾路过，或嬉戏游玩，或寻寻觅觅。

为了享受那份自在，循着石头小路，我与闺蜜选择
了一处较隐秘的小池住定，徐徐上升的温泉热水将我
们包围，仿佛置身于仙境。

在鱼疗处，已坐满了人。汤池内，小鱼儿游弋其
中，与一群小朋友成了好朋友；位于中间的服务台处，
里面有各式零食点心，可免费享用；在湿蒸房里袅袅雾
气中，记者听闻，一位来自广东的游客正与他的朋友
说，要在附近购置房子，闲来时与朋友聊天，一起来泡
泡温泉，享受人生。

夜幕降临时，路上如繁星般的灯火在神秘的淦河
两岸跳跃，畅游后的那份身心轻松，让人仿佛置身云雾
里，入眼里的景色也更为别致。

处处着绿处处景
—— 崇阳白霓镇石山村走笔

记者 赵晓丽 通讯员 胡成尧

11月24日，细雨迷蒙，寒风朔朔。在崇阳县石山村
尧家湾，40岁的尧浩军却满面春风，骑着摩托车，载着从
镇里买的日用品，从笔直平坦的水泥路回到家，路旁的
红叶石楠散发出清新味道，让他心旷神怡。

在自家窗明几净的2层小洋楼里，尧浩军一边整理
买的东西，一边跟记者“ 唠嗑”：“自从村里的路修通了
后，进出都方便多了。”

尧浩军说，在2013年以前，尧家湾的路是土路，坑坑
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车，
都极其不便。

2013年起，尧家湾的面貌有了改善。该村村支书胡
亚新介绍，市委统战部将石山村作为“三万”、“1331”及

“绿满鄂南”工作驻点帮扶村，筹集资金对村庄道路等进
行硬化、绿化。共硬化组级公路8公里，对全村14.8公里
组级公路进行了绿化全覆盖，道路两旁、河堤、房前屋后
都栽上了红叶石楠、桂花树等。

同时，该村还坚持规划科学化、住宅新型化、村庄城镇化
原则，以一个农院就是一个景点，一个村庄就是一道风景为
目标，规定农民新建房屋按照村庄规划选址，因地制宜，不推
山，不填塘，不砍树，不堵塞河道，不损坏有价值的古民居。

该村以绿色示范村建设为动力，完成了人行道、路
灯、河堤、广场等村庄环境整治；提升生态设施，农户院
外栽种绿化树，院内栽种果树，全村“屋在林中，人在景
中”的风景初露。

当天，60岁的垃圾清运员刘光良开着清运车，在12
组的垃圾池里清运垃圾。不一会儿，他背上的衣服都汗
湿了。“虽然很累，但能让村里变得干净，值。”

回想两年前，刘光良感叹不已：村里垃圾遍地，蚊蝇
乱飞，一座座“垃圾山”格外刺眼，村民苦不堪言。甚至
有段时间，村民来自来水都不敢用，只能去山上挑水或
用井里的水，“垃圾蔓延到水里，导致水里有一股异味。”

为还居民一个洁净的环境，该村两手抓。建立了完
备的环卫机制，采取硬手段来确保卫生整洁。

全村13个组26个自然湾，全部设立垃圾投放点，还
设立2个公益性事业岗位专人负责清运垃圾，集中处理；
聘请27名保洁员，为全村680户3410人服务，负责村子
每一个角落的卫生。

刘光良就是该村聘请的2名垃圾清运员之一。每个
月，他要进行垃圾清运5次以上，将垃圾运到镇里统一的
焚烧点进行焚烧。

同时开展宣传教育，用软的手段让居民养成习惯。
做到垃圾收集清理，清运无害化填埋。

村支书胡亚新认为，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
要从思想这个根源上解决村庄环境问题。

保洁员庞红梅说，以前，村民们喜欢乱扔乱丢，她的
工作量剧增，每天累得腰酸背疼，如今村民们逐渐养成
了主动将垃圾扔到投放点的习惯，工作轻松多了。

从106国道沿线而下，路面没有一丝纸屑，村庄干净
整洁。村民们看着舒心，住着舒服。

道路嬗变，

托起山村绿色生态梦

1

环卫机制，

铺就山区洁美新画卷

2

绿色产业，

撬动村民致富新支点

3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别看长河是
一条不怎么起眼的小河，可沿河两岸的村民都视长
河为自己的母亲河，因为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无
不被小河的恩泽包裹过。长河流域内的主要蓄水湖
泊——大岩湖，连同长河承担蓄泄水功能。遇上丰
水年份暴雨频繁时，湖河腾蓄一部分洪水，这时的长
河就成了向长江泄洪的通道，减少洪涝灾害损失。
要是遇上干旱年份，就通过三乐闸进洪，灌溉耕地面
积5.2万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就出生在长河边上的一
个小村庄里，我是在长河美丽、温柔的臂弯里和抚爱中
长大的。

以前，每次回到故乡，漫步在长河边，我总会想起
小时候在河里追逐、嬉戏、游乐、抓鱼的情景。那时，长
河的蜿蜒、长河的宁静、长河的灵动，无不在我的脑海
中留下美丽旖旎的倩影。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
何时起，长河的河水变得浑绿静止。每逢汛期，洪水排
泄不畅，外洪内涝严重。让人一时之间很难分得清哪
是河道，哪是田地。

然而，前几天，当我再次回到故乡，再次漫步在
长河岸边时，只见河两岸风景秀美，河水清澈明亮，
岸边的柳树、竹叶和灌木叶随风飘舞，一条小船不觉
间缓缓驶来，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让人心弛荡漾，
美不胜收。岸坡的景观改造也卓有成效，充满唐宋
风韵的小桥，给长河的美丽赋予了一种深邃的文化
美。

原来，为提高长港河的防洪灌溉能力，疏浚畅通河
道，嘉鱼县水利局向国家申请项目资金2000多万元，
对河道全段进行清淤疏挖、岸坡整形及防护，并对沿岸
相关建筑物拆除重建，将河道打造成水清、岸绿、景美
的生态水景观长廊。

河流是农业之脉，农村因河而兴，农民靠水而
富。悠悠长河，惠民实多。如果用泼墨写意的手法
去描摹她，那就如名家诗句所形容:绿树绕两岸，清
波泛银粼。若用工笔来画她，则可见一桥一舟，别有
风采。

美丽家园美丽家园
MEI LI JIA YUAN

情系 色绿

游闲 咸宁

沐浴温泉
记者 朱亚平

感受长港河
通讯员 殷铁梅

石山村地处崇阳县白霓镇白霓东大门，106国道穿村而过，杭瑞高速出口直达境
内。全村13个组、680户、3100人、耕地面积2558亩。该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绿色产
业，开创了村级经济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绿树掩映，花鸟共影，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幅幅美丽画卷在崇阳县石山村铺
开。去年，该村被评为“省绿色示范乡村”。

名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