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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熊康报道：日前，塘
湖镇大埚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
11月15日，笔者沿着盘旋的公路乘车前
往黄袍山上一睹芳容。

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据介绍，黄袍
山是湖北省生态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
率达66%以上，号称“鄂南之肺”、“天然
氧吧”，村内有雾绕霞飞、神秘莫测的黄
袍山主峰槐寮寨；黄袍山天潭（大盘山水
库）东南侧绵延数里的山坡，漫山遍野生
长着至少十万棵野生樱桃树，每年的3月
中旬到4月初，这里就成了一片片粉红樱
桃花的海洋。

这里，人文底蕴深厚。根据《黄氏族
谱》记载，宋朝大词人黄庭坚曾在此隐
居。至今，大埚村仍保存好门前书有黄

庭坚“鲁直第”字样的古式建筑。除了黄
庭坚故居外，大埚村人文景观众多，比如
建于汉朝时期的“伐桂书院”、张文定故
居“文定世第”、“颍川世第”，以及湘鄂赣
党校旧址、革命母亲黄菊妈烈士墓等。

这里，传承手艺丰富。如今，该村还
存有篾匠、打铁匠、木匠、泥雕、绣花、酿
米酒、制豆腐等传统手艺。

如今，随着从该村贯穿而过的幕阜
山旅游公路即将完工，大埚村依托自然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如

“三木”药材种植、油茶产业发展、菊花基
地建设、蓝莓基地培育、野外黑山羊、黄
牛养殖、中药材养鸡等，天潭（大盘山）也
将作为一个天然的养鱼场，年产优质鱼
近万公斤，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本报讯 通讯员熊皓报道：12日晚
10时，通城县坪山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
内，依然灯火闪亮，机器轰鸣，热闹非凡，
夜幕下呈现出一幅如火如荼建设的美好
画卷。

坪山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是今年通
城县委县政府重点打造的一个新园区，
实行产成一体、换道超越的战略理念，整
个产业孵化园规划3488亩，分东西两侧，
一期征地1400亩，从9月18日开工建设
以来，目前已平整土地500亩，搬迁坟墓
731座，签订房屋拆迁协议15户，6户正
在洽谈之中。

“工业园建在我们村这里是个好事，
带动家乡的经济发展，还能在家门口就业，
真方便，项目指挥部晚上还在继续建设，我

也在这里帮忙……”大坪乡坪山村8组村
民吴京南，一边帮忙搬运石头一边说。

目前，有4个项目等着进入园区，为
了不让项目等地，确保坪山高新技术产
业孵化园顺利进展，指挥部工作人员自
从6月17日以来，不休节假日每天晚上
都要进行加班，只要施工队在施工，指挥
部工作人员就同步加班、督促，一是保证
安全，二是有什么矛盾能及时化解。

据悉，坪山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建
成后，在企业引进方面也将设置相对较
高的准入门槛，主要承接电子信息基础
材料和食品饮品等高科技、高效益、无污
染的企业。预计五年内，将引进高新企
业30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亿，实现
年产值100亿元，税收8亿元。

坪山高新产业孵化园加快建设 大埚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

推进技术创新 注重生态发展

通城力促县域经济绿色崛起
通城县

获批省级知识产权试点县
本报讯 通讯员王念明报道：近日，省科技部门正式下

发批文，通城县成为省级知识产权试点县，是咸宁市第二个
获此称号的县，将为该县知识产权工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该县通过创新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和措施，有力
促进了此项工作的开展，专利申报数量和质量均实现较大
提升，由三年前的66件上升到2015年245件，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32件，其中2015年发明专利授权达10件，居全
市前列，2016年有望达到300件。

据悉，2015年，通城县被授予全市知识产权先进单位，
目前正着手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为县域经
济转型升级提供引擎。

县地税局

助力“四城同创”
本报讯 通讯员胡卫刚、张习敏报道：近日，通城县地

税局组织全体党员走上街头，对责任路段秀水大道朗桥至
湘汉路的乱扔弃、乱粘贴、乱悬挂等现象进行全面清理。

自通城县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平安城市、生态城市、文
明城市工作启动以来，县地税局主动作为，努力耕耘好地税

“责任田”。制定并严格执行“五禁五治五提升”工作方案，
不断提升包保路段整体卫生水平，认真履行严禁干部职工
燃放烟花爆竹主体责任，积极落实“禁麻”包保制度，坚决杜
绝“黄、赌、毒”等不良现象，并积极参与其他相关社会治理，
确保创建工作要求“全覆盖”、“全落实”。

此外，该局还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对
突出问题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并动员广大纳税人参与共
创共建，着力提升“四城同创”工作知晓度、覆盖率和影响力。

县公共资源局

打造阳光交易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雷细祥报道：11月11日，通城县公共

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开标室内，4家招投标代理公司和10
家工程建设类公司的主要业务人员正在接受招投标电子交
易平台操作业务培训。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为破除招投标体内循
环、同体监督的弊端，先后投入100余万元，在硬件上打造
高标准、模版化交易平台，便于满足公共资源交易项目集中
统一进场交易，建设了专门网站，安装了全程监控系统。并
将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土出让、产权交易等公共资源交易
全部集中进场，有效禁止了任何形式的场外交易行为。

今年元至10月，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共完成交易项目
74个，总交易额6.33亿元，其中工程建设54个，交易额
5.13亿元，国土出让10宗，交易额1.07亿元，政府采购10
个，交易额0.13亿元。

县交警大队

铁腕整治“假牌套牌”
本报讯 通讯员付婧烨报道：11月份，通城公安局交警

大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整治套牌、假牌车辆统一行动。
该县组织警力加大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过往车辆套

牌、假牌、无牌无证、使用假牌假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不
按规定悬挂号牌等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力争不留死角，
及时发现、拦截、查控违法嫌疑车辆。

同时，该县充分利用公安局第三期技术监控设备系统，
对故意遮挡号牌、套牌假牌嫌疑机动车进行抓拍，及时发
现、拦截、查控违法嫌疑车辆，并对可疑车辆进行网上核查
比对，及时掌握车辆信息，提高布控、截获嫌疑车辆的快速
反应能力。此次行动中，该县先后共出动警力170人次，共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7起，其中套牌车辆6辆，其它交
通违法行为41起。

“葛根适宜粗放型管理，种植成本低，
可利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空地进行种
植，像我们这种高山种植一般可亩产在
3000公斤，每公斤5元左右，是山区群众
脱贫致富的好产业。”通城县裕丰生态农
业开发公司总经理何敏介绍。

初冬，记者在马港镇金山村中药材基
地看到，层层葛根绕山转，排排贝母绿满
坡……整个金山村处处溢满中草药的清
香。

2015年，围绕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
目标，金山村开始寻找扶贫开发项目，最后
确定种植中药材。因为中药材基地建设不
但能充分利用荒芜的土地，而且可以安排
大批农村劳力就业，风险小，收入稳定。

恰逢原县电影院公司职工何敏，下岗
南下打工，成为外出“淘金”的佼佼者，决

定报效桑梓、回归创业。他花了几个月时
间跑遍了全县十几个村，爬了几十座山
头，最终选定了水源佳、土质好，非常适
合种植中药材的马港镇金山村，开启回
乡创业路。

2016年开春，金山村中药材基地开
发建设正式开始。为此，何敏带领村民在
山上安营扎寨，亲自舞锄弄镐、挖山开沟。

“何经理是真心帮助我们发展，干活
肯吃苦，手上经常打起了一个个血泡，累
得直不起腰，可还是坚持跟我们一起干
活。”贫困户熊德华说。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如今金山村
已开垦高标准的中药材基地300余亩，种
有葛根、贝母等10多个品种的珍贵中药
材，并注册成立了通城县裕丰生态农业开
发公司。公司采取“公司+农户+基地”的

方式，吸纳附近30多个贫困户在基地就
业，让贫困户用土地入股分红，得到更多
的实惠。

立足资源和政策优势，遵循合作共赢
理念，金山村顺应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战
略，立足全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
深化与裕丰的交流与合作，着眼市场需
求，积极打造中药材“种、储、加、销、研”
全产业链，全力打造“中草药名村”品牌。

通过“药材＋”思路，金山村制定出更
加宏远的发展蓝图：主营中药材种植加
工，淡水鱼类养殖及生态农业开发。第一
期工程计划投资100万元，新建药材基地
300亩，主要种植葛根和贝母，现已全部
完成；第二期工程计划投资200万元，新
开垦基地1000亩，全部种植黄柏，今冬明
春完成；第三期工程计划投资200万元，

建立药材加工厂，购置烘干、切割、包装等
药材加工设备。另外修建一座葛粉清洗
池。五至十年内发展中药基地1万亩，并
在基地内栽瓜果、种花草，建立绿色屏障；
挖鱼池、建鸡舍，发展立体种养业，走生态
循环路。项目建成投产后，产品可畅销国
内，还可以出口韩国，年创汇可达300多
万美元。

如今的金山，紧紧依托裕丰公司，为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
值，从高等院校，中药材研究所高薪引进
3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强强联合，不断
提高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昔日的金山，
正逐渐转变成农民脱贫致富掘金的“宝
山”，实现了种药、制药、赏药的一条龙产
业，带动金山、高峰、杨家等周边3个村近
千户农民脱贫致富。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健平、通讯员胡
强报道：“‘立足湘鄂赣、辐射全国、面向全
球，举全县之力打造以药材、药品、药市、
药膳、药养等五药为主的中医药全产业链
条。’这条真是振奋人心，沉寂多年的中药
材大县终于又可以回来了。”11月25日，
在通城县第十四届党代会上，来自经贸系
统的第四代表团代表们在分团讨论时纷
纷表示。

对传统的优势产业，该县提出以战略
性新兴产业为先导，不断注重提质增效，
推动工业发展模式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计划通过技术创新，将玉立樊牌新城打造
成为亚洲第一、世界一流的磨具产业新
城；支持杭瑞、亚细亚等龙头企业走绿色、
低碳、环保的高、精、尖发展之路。同时大
力支持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加快推动平安四期、瀛通二期、三赢兴二期
等重点项目建成投产，推动电子产品不断
升级换代；以骨干企业为主体，深入推进
专业园区建设工程、龙头企业培育工程、
关键环节配套工程，形成大中小企业并
举、主辅配产业协作、上中下游产品配套
的集群发展态势。到2021年，涂附磨具、电
子信息、陶瓷建材、食品饮品等产业产值规模
均超50亿元，打造中国涂附磨具之乡、华中
电子信息材料重要产业基地、楚天瓷都。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通城坚持
“五药”并举，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既符

合当前国家产业政策，又契合通城发展实
际。该县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
五年大跨越”的计划，坚持系统思维、全
域规划，全方推动，力争到2021年，全产
业链产值达300亿元，建成国家水准、华
中一流、湖北样板的中医药产业集散地、
中医药文化传承地、现代中医药科技研发
地、中医药养生旅游目的地和健康产业发
展引领地。

据悉，该县计划把中医药产业发展与
扶贫攻坚相结合、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
建设相结合，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将中
药材种植作为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
重要途径，力争到2021年全县中药材种
植面积达到10万亩以上，建成全国中药
种植示范基地。同时，大力发展中医药制
造，发展中医药交易流通，通过实施传统

中医药企业“倍增工程”和设立黄袍山-
黄龙山-药姑山中医药保护区，深入挖掘
中医药饮食文化和药姑山“药”文化、“瑶”
文化，促进中医药产业与生态、旅游、文化
深度融合。

农业方面，通城立足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继续巩固发展油
茶产业，扎实推动现有基地连线成片，着
力完善管护机制，确保建设一片、成活一
片、见效一片；继续做大做响“黄袍山茶
油”和“通城两头乌猪”地标品牌，充分发
挥“富硒”资源优势，建设黄袍山万亩富硒
有机农产品基地，力争2021年全县农产
品加工业产值达到100亿元，新增农业龙
头企业10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达到5家，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
全省重要的优特农产品生产基地。

药香溢满致富路
——金山村发展中草药助推精准扶贫

特约记者 刘健平 通讯员 胡强

“北港模式”

走出扶贫新路子
本报讯 通讯员吴宇星报道：11月4日，全县精准扶贫

工作推进会上，北港镇就香菇种植产业扶贫进行交流发言。
在精准扶贫产业工作中，北港镇结合实际探索出“龙头

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的“北港模式”：该镇香菇种
植引进福建成熟的低棚覆土高温栽培技术，大棚里的菌棒
一改过去在木架上生产的模式，直接安置在水田湿地，很是
接地气。贫困户只需进行浇水、整理等简单管护和定期采
摘，轻度残疾人、轻微智障贫困户都可以较好的完成。一般
菌棒入棚后2-6天可出产，采摘期长达5-6个月，人均纯
收入达1.5万元左右。

眼下，这种互利共赢的扶贫模式将在全镇推广，不断创
新，以结合产业扶持政策，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走出贫困。

4日，通城寄宿中学学生在跑操。通城县各中小学10
年如一日，坚持组织师生每天上午大课间跑操半小时，师生
良好习惯和体能素质得到双提升。 通讯员 黎伟 摄

工业经济驶入
发展快车道
昨日，通城县砂纸车间内，工人忙碌

在生产线上。
今年以来，该县积极推进工业企业

经济结构调整，大力扶持奖励科技创新，
加快技术改造的力度，向内挖掘，降低企
业的生产成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
运行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
势。

目前，该县 77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

特约记者 刘健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