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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孤峰
独耸是随阳，野草

闲花绕焚堂。”
3月12日，春阳融融，

香风习习，赤壁市官塘驿镇葛仙
山上的万亩樱花在明艳的春光里
盛开。一簇簇、一树树、一片片红
的、白的、粉的，花儿漫山遍野，如
涛似浪，一片花的海洋，吸引了
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一时间，繁花似锦，游
人如织，蔚为壮观。

用服务营造的胜地

“每年的3月，到葛仙山来看樱花是
我旅游的既定路线。今年是我第五年来
这里。”黄石游客褚女士说。而谈起葛仙
山旅游这几年的变化，她由衷地赞赏：

“变化太大了。我记得第一年来的时候，
是朋友介绍并带过来的。那时候这里的
路呀，弯曲狭窄，还有很多泥泞不堪的山
路，行走困难不说，还很不安全。近几年
一年比一年好了，特别今年，道路都是沥
青路，一直修到半山腰，道路两旁加装护
栏，行车也安全。”

近年来，随着葛仙山旅游热潮的升
温，每年前来赏樱花的游客也急剧上
升。据赤壁市旅游委统计，2017年葛仙

山赏樱的游客多达8万人次。今年，预
计赏花游客将突破10万人次。

面对逐年递增的游客，为确保游客
旅游安全，赤壁市经过统筹规划，提前部
署，精心打造出一条葛仙山旅游的安全、
绿色通道。2017年，全长35.678公里，投
资28367万，从官塘驿镇大竹山村经随阳、
葛仙山、跨越陆水湖水库连接S214省道全
域旅游专线公路开通。为方便市民出游，
开通了从市区到葛仙山的“赏花直通车”，
一举解决了葛仙山旅游的行路难问题。

今年，该市更提前制定了完整的综
合安保措施。在芳世湾大桥、葛仙山脚
下等转运点均设置了限行卡口，并组织

了交警、当地村干部及民兵在沿线各处
指挥交通；配备了清障车，随时处置可能
发生的交通安全事故；组织了卫生部门
对现场饮食卫生进行监控，确保游客出
行放心、赏花安心，游玩舒心。

竹掀千层浪，花开万亩霞。
这个明媚的三月，樱花如约绽放，一

场赏心悦目的春天盛宴等你在葛仙山
上。

黄盖湖镇

向妇女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廖媛媛报道：近日，黄盖湖

镇老河村开展“巾帼建新功”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宣讲活
动。

当天上午，暖阳高照。在黄盖湖镇老河村的小广场上，
人头攒动，喜气洋洋。100余名妇女相聚在一起，气氛热
烈。“巾帼建新功”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正在进行，
大家听得认真，记得仔细。

“妇女不仅能顶半边天，基层妇联还要成为基层发展的
动力火车头，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在基层落地生
根。”老河村妇联主席刘新芝坚定地说。

当天，黄盖湖镇黄盖社区还组织20多名女性参加湖北
家人钓具公司的钓鱼用品制作技能培训，助力更多妇女实
现就业创业梦想。

葛仙山的樱花开了

一场春天盛宴等着你
文/通讯员 张升明 图/通讯员 黄富清

车行公路，耳目一新，便捷畅通。

漫步林中，鸟语花香，沁人心脾。

用生态勾勒的风景

“为什么葛洪最终选择在葛仙山羽
化呢？”在葛仙山顶上，岳阳的朱先生侃
侃而谈：“这在他的著作《抱朴子》中就已
经说明白了，‘草木因山林而萌秀’，这说
的就是生态环境，因为葛仙山生态环境
好，草木才茂盛。”

的确，葛仙山的生态环境是得天独
厚的。虽然随着葛仙山旅游的升温，赤

壁也开始大力开发其旅游资源，但该市
始终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
态理念，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生态。

在葛仙山6平方公里的山林中，遍
布着千亩竹林，万亩樱花，更有数不清的
野果、茶叶及数千种中药材，而这一切，
没有掺与一点人工干预的行为，全部是
原生态。

在葛仙山的山巅上，有一处峭壁，峭
壁中央有一碗口大的泉眼。泉眼离地表
一丈多高，却流水汩汩，经年不竭，可见
其生态环境的原始状态未曾有过衰退。

正是这些原生态的自然景致，在连
绵不绝的群山中随处散落，虽不成规则，
却因其原汁原味的生态面貌，构成了葛
仙山独特的风景。

兴修水利
13 日，赤壁市神山镇文清村明水洞

段，护砌整修工地上一片忙碌。
为确保春耕生产、农田灌溉，该镇抢

抓工期，自正月初八开始组织施工队，全
面投入施工，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夯实
基础。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登高望远，层峦叠翠，尽收眼底。

用文化立起的“仙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认为这
个仙不是神仙，而是指一种文化。我来
葛仙山，是来朝拜文化的，这里是生态养
生文化的发源之地呀。”来自岳阳的游客
朱先生边欣赏漫山的樱花，边向游伴介
绍葛仙山。

的确，葛仙山是一座有文化的山。
史书记载晋代道学家、练丹家、医学家葛
洪晚年遍游江南名山，并于葛仙山上起
寺建庙，修行炼丹，济世度人。而且，他

生平的重要著作《抱朴子》就是在他隐居
葛仙山时写作而成，并因此成为生态养
生文化的开山鼻祖。他主张养心颐神的
养生之道，并在著作中说：“夫求长生，修
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若积善
不足，虽服百药而无益。”以此为基础，开
创了生态养生文化并推向普及。

能成为生态养生文化的鼻祖，是葛
仙山的荣幸，也是葛仙山优美的自然
环境所决定的。葛仙山地处幕阜山北

麓，为幕阜山余脉，海拔624.7米，面积
6 平方公里，山上石林壁立，樱花遍
野。优美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为
商贾名仕所追捧，有史记载的就有诸
葛亮、华佗、董奉、于吉。更有宋代大
诗人苏轼，在游罢葛仙山后，文思泉
涌，留下“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
林表”的不朽诗篇。而随同苏轼前来
的黄庭坚，也留下“江青明花竹，山空
响管弦”等脍炙人口的诗句。

赤壁春茶开采

基地周边村民忙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立春后，赤壁市气温逐步

回升，雨量充沛，全市各地的茶叶普遍长势良好。连日来，
赤壁市各个茶叶基地相继忙碌起来。勤劳的村民们沐浴着
春光，在茶园里采摘新鲜的嫩芽，脸上洋溢着春天般明媚的
笑容。

春茶是越冬后茶树第一次萌发的芽叶，历来流传着一
种说法：“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便是草。”这时的茶叶
叶肉肥厚，芳香物质含量较高，香气强烈，滋味鲜爽，且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及氨基酸，对人体富有保健作用。

中伙铺镇董家岭村的茶叶基地有1000亩以上，每亩茶
的产值两千元左右。在基地里到处可见村民们采茶的身
影，村民们乐呵呵地说，采摘春茶已经成为他们利用农闲增
收的一种途径，每天都有一到两三百元不等的收入。

据介绍，茶叶基地全年共有三季用工期，每到用工的时
候，都会组织周边村民到基地进行采摘，不仅有效解决了基
地用工问题，还为周边村民增加了收入。

全省八市州联合预演高考

赤壁1300余名学子参考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3月13日，湖北省黄石、咸

宁、鄂州、随州、天门、潜江、仙桃、黄冈八市州高三3月联考
正式拉开“战幕”，赤壁市1300余名考生参加“高考预演”。

此次联考由黄石、咸宁、鄂州等八市州教科院联合组
织，考试科目顺序和考试时间与高考一致，考试结束后将进
行网上阅卷。成绩发布后，还将第一时间发布利于各学校
掌握全市乃至八市州考情的数据，并着手准备召开各学科
质量分析会。

咸宁市教科院教研员黎修远表示，此次联考是“全仿真
的模拟高考”，试卷题型、内容设置、考场布置、阅卷方式和
高考一样，整体难度较为适中，体现了今年高考的命题趋
势，全省超过一半的考生参与，命题、审题更为严谨，试卷和
成绩更具有参考性，不仅是现阶段高考备考情况的检测，学
生也能提前感受高考氛围，心理、节奏、应试技巧方面更为
适应。

交通运输部选出改革贡献人物

胡文斌榜上有名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报道：3月12日，由交通运输

部主办的第三届“寻找中国运输风云人物领袖品牌”活动评
选结果揭晓，赤壁市交通物流发展局局长胡文斌榜上有名，
荣获“改革贡献人物奖”。

多年来，胡文斌面对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瓶颈问
题，深入基层，足迹遍布150多个村，撰写2万多字的调研
报告，研究制定农村物流三级配送体系建设方案，使农村物
流融合发展得到整体推进，标准化建设的三级配送体系落
地见效，农村物流成本降低20%以上；他探索提出的县级
交通物流机构与邮政业发展中心“一门两牌”改革方案得到
实施；指导企业在全国率先制定了3个农村物流省级地方
标准，被称为农村物流的“赤壁模式”。2016年“赤壁模式”
被交通运输部作为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引领和示范作用
效果明显。

据介绍，此次评选经过专家严格的审定，最终交由交通
运输部批准，推选出10名风范人物、10个领袖品牌及相关
单项奖。获奖者事迹报告会将于近期在交通运输部报告厅
举行。

赤壁分类建立微信群

夯实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新时代，新气象。

很高兴加入‘两新’微信群，给了我向大家学习的机会。谢
谢啦。”3月9日，赤壁市老年学会党支部书记肖振雄刚刚加
入“两新党组织书记群”，就兴奋地与群成员打招呼。

当天刚刚建好的“赤壁市‘两新’党组织书记群”仅用一
天时间，就有70多位“两新”党组织书记迅速加入该群。在
群中，各位党组织书记既兴奋又急切地分享着自己的感想。

为了加强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该市根据基层党建工作
实际，按照乡镇、市直单位、“两新”组织、驻村单位4个层面
建立微信群，分别由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两
新”组织党工委、市扶贫办进行管理。截止目前，4个微信
群共计加入各级党组织书记600多人。下一步，赤壁市将
进一步加强党建微信群管理，用好党建微信群，及时传达党
建信息，推广基层党建工作经验，通过在微信群中开展“微
党课、微论坛、微管理”等系列微活动，着力提升全市基层党
建工作质效。

每天一大早，官塘驿镇龙凤山村贫困
户张铜山就在牛栏里忙活起来，打扫完卫
生，加固覆盖的篷布后，再将堆在牛栏里
的草料取下来喂牛。这些是他每天早起
后必做的事。

53岁的张铜山至今未成家，以前靠
仅有的2亩多薄田勉强糊口，原来的房子
因倒塌不能居住，又没有资金盖新房，不得
已借住在村里一间以前用作仓库的房子里，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2015年，他被村里确

定为贫困户后，原以为可以依靠国家救济
过日子，但在驻村工作队广泛宣传精准扶
贫有关政策后，才知道“靠着墙根晒太阳，
等着别人送小康”的思想要不得。

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才会有收获。
于是张铜山决定依靠发展产业来脱贫致
富，但由于没有资金和技术，做什么好
呢？正当他左右为难时，市地税局扶贫工
作队找上门来，结合该村的地理环境和他
的实际情况，建议他尝试着发展养牛养鸡

来增加收入。
2016年初，驻村工作队帮他申请到3万

元的国家扶贫资金，他又自筹1万余元购买了
3头牛、50只鸡。为了掌握养殖技术，驻村工
作队联系畜牧站的技术人员对他进行培训，
他也经常向周围的养殖专业户取经。

如今，张铜山养牛养鸡已步入正轨，
规模也慢慢变大，收入已有了明显提高。
2017年，驻村工作队又帮他申请了2万
元的危房改造资金，加上他自己投入的3

万元，盖起了一间80多平方米的新房，还
添置了不少新家具，生活状况大为改观。
接下来，张铜山还打算承包鱼塘和村里的
闲置田，发展多元化养殖，彻底走上增收
致富之路。

“一人好不是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数。”张铜山表
示，今年，他要在驻村工作队的大力支持和
帮扶下，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向周边贫困户
传授养殖技术，帮助他们一起脱贫致富。

观念一变天地宽
通讯员 马俊 袁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