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苏辣椒酱
年产值过亿

昨日，在通城县高新技术园区田
源农业公司内，员工正在加工“黄袍
山农夫”紫苏辣椒酱。

为了把紫苏、辣椒做成大产业，
今年来，县委、县政府制订相关帮扶
政策，帮助企业提高紫苏深加工能
力，拉长产业链条，抓好品牌塑造，逐
步将通城打造成紫苏产业大县。

目前，全县种植紫苏、辣椒近万
亩，实现种、产、销一体化，紫苏辣椒
酱年产值过亿元。

特约记者 刘建平 摄

本报讯 通讯员程浩志报道：2日，
大坪乡水口村百余亩紫苏基地郁郁葱
葱，鸡冠紫苏、白苏和双面紫紫苏等多
个品种在工人们的精心管护下，长势喜
人。

水口村基地种植的紫苏有4个品

种，最主要的两个品种一个偏向于药
用，采摘收购紫苏梗；另一个品种是本
地的鸡冠紫苏，采摘鲜叶做紫苏辣椒
酱。这片紫苏基地负责人胡雄文已跟
中药材企业和紫苏食品企业签订了收
购协议。同时，基地采取“基地+农户”

的模式，既可以增加贫困户收入，又推
动了产业发展。

在大坪乡墨烟村的百亩紫苏基地
里，紫苏分畦列亩有序，补苗管护到
位。该基地采取的是“合作社+贫困户”
的模式，贫困户向合作社流转土地获取

租金，同时也可在基地中务工拿工资，
部分贫困户还以产业帮扶资金入股，年
终可分红利。目前已捆绑贫困户56户
166人，计划今年贫困户每户增收1000
元以上。

目前，大坪水口、墨烟等村组，上百
亩紫苏已经成为景致和主菜，既助力垦
荒，又主攻扶贫，成为大坪中医药产业
发展的新生力量。

大坪紫苏产业成脱贫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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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签订开放型经济战略合作协议

通城为外向型经济添活力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建平、通讯员
皮江星报道：“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把通
城与城陵矶新港区的合作打造成跨区域
合作发展的新典范。”7月5日，通城县委
书记熊亚平说。

当日，通城县与湖南城陵矶新港区
开放型经济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城陵矶
新港区通关服务中心举行。在与会人员
的共同见证下，通城县委副书记、县长刘
明灯，城陵矶新港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王文华分别代表通城县、城陵矶新

港区签订了开放型经济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加强商贸物流合

作、进出口贸易和服务交流合作以及产
业配套合作；在产业布局、项目建设上加
强对接，积极促进县、区企业间的合作，
推动形成大产业、大配套，共同打造跨内
外衔接、信息互补的产业链条；鼓励通城
进出口企业在城陵矶新港区设立外贸生
产加工基地，支持通城县争取湖北省或
国家批准设立外向型出口加工国际贸易
试验区；加强招商引资合作，推动区位招
商，根据双方的发展定位，实行差异化发
展，实现良性互动，探索联合招商模式，
实现县、区共赢发展。

目前，通城县委、县政府正在积极探
索县域经济发展新模式，充分挖掘通城

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
发展外向型经济，培育发展新动能。城
陵矶新港区正着力建设大口岸、构建大
通关、推动大开放，奋力实现港区开放崛
起、冲刺腾飞。两地在长江经济带、中部
崛起等国家大战略背景下，加强合作、深
化交流势在必行。特别是国家积极应对
中美贸易战，不断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大
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为两地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性机
遇。

据悉，通城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
秉持与邻为伴、抱团发展的理念，全力推
动两地在商贸、产业、招商、金融等领域
的战略合作，努力实现“1+1＞2”的积极
效果，把通城与城陵矶新港区的合作打

造成跨区域合作发展的新典范。

链接：湖南城陵矶新港区设立于
2009 年 12 月，规划控制面积 100 平方公
里，是湖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长
江经济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主阵
地。新港区按照水空双港驱动，新港区、
综保区、空港经济区三区联动，邻长地
区、沿江环湖地区南北融动的要求，敞开
门户促发展，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完成

“三纵三横”骨干路网建设140千米，签约
产业项目256个，开工和投产项目近100
个，是全国首批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湖南省首批
示范物流园区，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县医保局开通绿色通道

切实为群众“减负”
本报讯 通讯员黎赛明报道：“绿色通道开通后，一次

性就可以办好，方便、快捷。”近日，麦市镇的葛先生在通城
县医保局办事窗口拿到特殊慢性病医疗证后高兴地说。

过去像葛先生这样享受特殊慢性病报销待遇的参保
人员需要将每一次就医的发票、单据保存好，再交由上级
医保部门审核，最后才能报销费用。现在，特殊慢性病人
只需要提供正规医院正规的病例，就可以到县医保局办理
特殊慢性病医疗证，直接享受慢性病报销待遇。

为方便群众办事，今年5月开始，凡是到县医保服务大
厅办理业务的，由前台一次性受理资料，而对住在农村的
群众，所有医疗保险方面的业务，则由所在乡镇的人社中
心受理，不需要来县城办理，实行“只跑一次”的服务模
式。贫困人口可享受基本医疗、大病保险、精准扶贫、医疗
救助“四位一体”政策，实行“一站式、一票制”即时结算。

“现在村里有了人气，走到路上大家
打招呼热热闹闹，谈论最多的还是石溪
彩米。”日前，马港镇石溪村支部书记熊
昌礼就兴地告诉记者。

早在2015年，村里多达三百余人的
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了，石溪彩米“养在深
闺人未识”。一次，一位湖南游客与熊昌
新家石溪彩米的美丽邂逅，让石溪彩米
开启了出山之旅。

慧眼识商机 小彩米激发大产业

石溪村与湖南省岳阳县月田镇白石
村交界，是一个偏僻的贫困山村。2015
年，白石村开发了见鸡山乡村旅游景点，
同属见鸡山的石溪村也热闹起来了，一
波一波的湖南游客来到石溪村。石溪昌
盛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昌新，用舅舅李富
清送给他的彩米煮饭，招待长沙来的游

客。饭后，游客们争相购买彩米，这让熊
昌新萌发了开发彩米的念头。

2016年，熊昌新瞄准彩米市场，筹资
成立了石溪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吸纳
社员13户52人，组建湖北石溪彩米有限
公司，并流转土地620亩，建立生态彩米
基地，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由公
司与基地农户签订服务协议，提供种子、
技术指导、收购、加工、销售服务。当年
收获纯天然彩稻9.6万公斤，产值100余
万元，公司配制的彩米按30元至40元每
公斤价格投放市场，销售一空，彩稻种植
户人均增收1500余元。

2017年，咸宁市农科院帮助石溪村
制订了通城石溪彩色稻生产流程标准。
当年8月还通过杭州中农有机质量认证
中心评审为有机转换产品。同时，石溪
村申报的“见鸡山”牌彩米商标，经国家

工商部门正式批准注册。

良田零抛荒 166人返乡种植彩米

“以前在外面打工，刨去吃喝每年也
就剩两三万块钱。现在在家种彩米一年
可以赚五六万块钱，还可以照顾老人孩
子。”马港镇石溪村村民童明安说。

与童明安一起返乡的还有165个村
民，他们都是被彩米种植的好前景吸引
回来的。

今年，在湖北石溪彩米有限公司和
石溪村委会的努力下，该村荒芜了近10
年的500余亩水田，全部种上了彩稻，返
乡的农民也入股公司当了股民。他们还
一起筹资500余万元为栽种的1058亩彩
稻建设了2000平方米的原料仓库和高标
准成品仓库。

“现在彩米在石溪扎了根，到处都是

一片绿色，基本实现零荒芜。”熊昌礼说。

扶贫更扶志 小山村焕发生机活力

据熊昌礼介绍，村里2018年建档立
卡贫困户151户414人，贫困户种植彩米
就有91户271人。

“我自己有2亩多田，种的彩米公司
全部回收，可得4000元左右；去彩米公
司打零工，每天有130元收入，也能挣大
几千，年底量化入股分红可得1500元，脱
贫是没有问题的。”马港镇石溪村贫困户
熊昌富算起了脱贫账。

目前，石溪村共有328户1199人与
彩米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石溪彩米副总
经理熊英说，今年预计可以为精准扶贫
户平均增收1500到 1800块钱。同时，
20户入股合作社的贫困户，今年可拿到
分红1500块钱，预计今年合作社能为全
村所有种植户带来50万左右的纯收入。

“有了彩米，生活就有了奔头。之前
村里有30多个游手好闲的村民，现在有
事情做心里也有了着落，其它村民对他
们的改变也另眼相看了。整个村里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熊昌礼说。

石溪彩米的出山之旅
特约记者 闫雯雯 通讯员 胡远

昨日，沙堆镇石冲村三组付敏循环养殖场，员工在林
下养鸡。该养殖场还利用鸡粪种植蔬菜、养鱼等，拓宽增
收渠道。 通讯员 阿玮 摄

康美健康新城二期

进入土地平整阶段
本报讯 通讯员黎星光报道：7月10日，笔者在通城

康美健康新城二期施工现场看到，20余台大型挖机、推土
机正在进行土地平整作业，大型工程车来回穿梭在工地
上，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据悉，康美健康新城项目总投资25亿元，总用地面积
800余亩，拟建设康美医院、康美健康体检中心、候鸟式智
慧养老基地，以及酒店、中药膳食中心、健康生活MALL、
康体娱乐等配套工程。

该项目按照整体开发的要求，建设周期为两年零六个
月，预计2020年10月竣工交付使用，建成后年上缴税收近
1亿元，可解决近1000个劳动力就业。

本报讯 通讯员吴刚报道：7月11
日，通城县塘湖镇狼荷村知青庄园里，游
人在一朵朵盛开的荷花旁驻足拍照，周
围的农家乐里也是游客爆满。

这只是通城县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发
展带来的盛景之一。

自通城县召开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
设2018年第一次现场推进会以来，该县

按照“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迈步新
征程”的指示精神，全力推进沿线乡镇项
目建设，统筹谋划文化旅游节，狠抓沙
堆、四庄、关刀、塘湖、麦市等沿线乡镇的
生态环境管控，推动了农旅融合迅速发
展。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已建立了
三个项目库，市级重点项目库中涉及麦

市、塘湖、四庄的项目36个，总投资27亿
元，2018年计划投资11.75亿元。县级项
目库中涉及沿线五个乡镇的县级重点项
目30个，总投资12.2亿元，2018年计划
投资6.13亿元。重点示范带项目库中涉
及旅游公路20公里示范段沿线项目14
个，总投资约5亿元，2018年计划投资
3.1亿元。目前相关项目均在全力推进

中。
该县将结合实际进行立面改造，加

快交通道路建设，全面提档升级绿化建
设，将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设与三大攻
坚战、省级四大工程、县十大补短板工
程、乡村振兴三大战略、党建提升年等工
作充分结合，全力加快推进幕阜山绿色
产业带建设。

通城加速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设
36个项目列入市级重点项目库

县卫计局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提升医疗质量管理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罗颖、卢梦玉报道：近日，为全面提升

通城县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全县人
民，通城县卫计局邀请湖北省医院管理协会专家组对该县
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工作进行检查，并将督导情况进行集
中反馈。

专家组采取查资料、现场查看等方式对该县6家医疗
卫生单位进行了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督导检查。并对检
查结果进行了反馈，指出了各家医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整改意见。

专家组表示，希望各医院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疗
质量为核心，切实履行职责，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特别
是18项医疗质量核心制度，规范诊疗行为，确保医疗质量
和医疗安全。

通城两违整治连续出重拳

坚决遏制违建滋生
本报讯 通讯员两违办报道：6月25日，通城县规划

执法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位于隽水镇石泉村9组、大坪乡下
畈村26组两处顶风抢建的违建工程进行了强制拆除，拆除
面积800余平方米。

7月3日，通城县规划执法局执法人员来到银城东路，
依法对该地段的原征地拆迁户袁某、李某、吴某等3户违法
搭建的临时棚进行了强制拆除，拆除面积200余平方米。

拆违现场，规划执法人员分别向违建户出示了执法工
作证，在告知执法原由后，作业机械进入现场，对违法抢建
部分进行了强制拆除。

县规划执法局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大“两违”巡查执法
力度，对城区内所有顶风抢建、乱搭乱建的违法建设一律
予以强制拆除。

县水产局加强渔政执法

护航渔业生产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胡远报道：7月6日，县水产局渔政站

工作人员前往大溪水库，开展渔政执法巡查，宣传渔业生
产安全禁令。

经过一上午巡查，尚未发现违规捕鱼、非法载客行
为。当天，渔政站工作人员还检查了四庄乡清水水产品养
殖专业合作社，对其进货渠道、销售记录等日常工作进行
了重点检查，动态监测渔业产品的养殖、生产、销售情况。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该县水产局积极联合公安机关
执法3次,共查处电鱼、迷魂阵、抬网和灯光照排等违禁捕
捞案件10余起,立案3起，没收违禁渔具9件、1000米、电
捕鱼机6台,有效地打击了非法捕捞者的嚣张气焰，切实保
障了渔业生产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