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阮姝报道：9月23
日，笔者从通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了解到，7月18日出梅至今，该县总
降雨量仅 45mm，比历年同期偏少 8
成，为常年同期最低值。有间断的50
多天高温晴热无雨的异常天气，造成了
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和人畜饮
水临时困难。武汉中心气象台两次发
布干旱红色预警信号，预计10月中旬
以前我市仍将维持特重气象干旱，省减
灾委、省应急厅已经启动了省级救灾应
急三级响应，适时将响应等级提升至二

级，市防指办23日启动了抗旱四级应
急响应，抗旱救灾保民生保丰收形势非
常严竣。

据初步统计，全县农作物受旱面积
8.97万亩，成灾面积7.59万亩，绝收面
积1.42万亩，受旱农作物以中稻、红薯、
玉米、蔬菜为主，达到受旱面积的95%
以上。全县发生饮水临时困难人口有
40617人、大牲畜700头，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1943万元。如果高温晴热无雨天
气持续下去，旱情旱灾还会继续发展。

由于无雨天气持续时间长、高温晴
热蒸发量大，导致该县许多地方饮用自
来水源干枯、取水的井水干竭、小河沟
断流，人畜饮水出现困难，主要分布在
库区、山区和海拔400米以上地方，如
慈口乡白岩村、潘溪村，南林桥镇高桥
村、团墩村等。部分村湾如慈口乡白岩

村，大路乡龙岭村3个组、东坑村8组，
九宫山镇富有村天梯湾等基本无地表
水，打深井也无水可取，群众生活用水
全靠送水救急，截至23日12时统计，因
旱需生活救助人口11062人（其中饮水
困难需救助人口6000人左右），饮水困
难存栏牲猪700头（2个养殖场）。

旱情旱灾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旱情灾情，为了最大程度减轻灾
害损失和影响，有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
生活用水，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深入
到旱区了解旱情灾情，指导抗旱救灾保
民生保丰收工作，尤其以解决人畜饮水
困难为重点。县政府及时组织县防汛
办、应急管理局、农业农村局、气象局等
多部门技术人员深入到各乡镇查灾核
灾，进村入户指导开展抗旱救灾，确保
人畜饮水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

同时，该县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分
类指导，积极整合资源，及时采取“抽、
提、堵、引”、“先地表，后地下”、“先生
活，后生产”等原则和方法，充分发挥水
资源利用效率，全力以赴开展抗旱自救
工作。积极调度消防救援大队、环卫洒
水车前往完全无水取用的村湾紧急送
水，受旱乡镇、村积极指导引导群众不
等不靠，用水泵抽水、筑堰引水、打深井
等多种形式抗灾自救。

截止目前，全县共投入抗旱劳力
6.2万人次，投入各种抽水机械4万台
（套），抗旱用油300吨，抗旱用电11万
度，打井40余口，安排送水车送水50
车次，解决了1.2万人和210头大牲畜
饮水临时困难问题。全县共投入抗旱
资金720万元，将旱灾损失减少到了最
低限度。

9月23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中国财经报道》
栏目组在通山县南林桥镇罗城村水稻田间进行直播连线，通
过《大旱之年不减产 喜收水稻丰田》向全国展示该县丰收盛
况。

今年入梅以来，该县降水量较往年下降85%，遇上严重旱情，但
该县粮食产量没有收到旱情影响，亩产量达到1200斤，为今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湖北主会场落户通山增彩加分。
此次央视直播节目，CCTV2《丰收节里话丰收》特别节目

又分别以《大旱之年不减产 喜收水稻丰田》、《科学施策避危
害 长效机制保丰年》为题，直播通山县大旱之年获得丰收的
报道，和全国人民分享丰收的喜悦。

通讯员 程思 徐剑 摄

央视直播
秋收画卷

七十年波澜壮阔，七十载沧海桑
田，又一年金秋丹桂正飘香，又是一个
丰收季蟹肥果园谷满仓。23日上午，
在通山县石门村举行的“绿色荆楚·五
谷丰登”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湖北
主会场活动，全县人民用丰富多样的形
式为丰收喝彩，为农民加油。

物阜民丰，千年祈愿。23日是第
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全省主会场
通山县石门村，来自全市各地的农民代
表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分会场上也
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在农产品展示
区，40余种咸宁“名特优”农副产品集
聚一堂——新鲜的瓜果，鲜活的鱼虾，

精心制作的刺绣手工艺品，还有家喻户
晓的小麻花、包坨、麻饼，天然无公害的
铁皮石斛、菊花等，让人目不暇接，展示
出丰收季节的勃勃生机，也让广大市民
领略到丰收的味道。

在茶马古驿，古色古香的建筑和茶
庄、刺绣、小吃等店铺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人声鼎沸的热闹场面让我们重温
了昔日繁华的景象。

除了经济上的“大丰收”，文化活动
同样也不能少，汉服秀、传统刺绣等文
俗展示让在场游客大饱眼福。

石门茶庄位于昔日长夏畈古街最繁
华处，始建于明清年间，曾是俄罗斯人开

设的茶庄。石门因茶而兴，山民们靠肩挑
背驼马拉开辟的一条运输线，如今却成为
了一条风景线，成为了一条绝品旅游线。

在石门村委会 ，来自全市6个县市
区近百名农民运动员参加了摸石头过
河、跳绳、带球绕竿跑等比赛，在趣味体
育竞技中欢庆丰收。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丰收节，根植传承着丰厚的农耕文化，
打造美丽乡村的亮丽名片，提升着农民
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石门村农
民丰收节活动徐徐展开，全县各地的欢
庆气氛此时正浓，通山县农民与全省农
民兄弟一起共承重任，共庆美好未来。

辛苦 甘甜 喜悦

我的丰收我的节
○ 通讯员 邓娜 孟军 施仕寨 聂莹颖

通山全力以赴抗旱减灾
已投入抗旱资金7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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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学赶超添活力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王能朗 通讯员 王俊 王程海

今年，黄沙铺镇在每个村（居）中树立“勤劳致富、带头创
业、诚实守信”等典型，以选树当地学习身边典型，进一步凝
集党员群众干事创业正能量。

深入挖掘，丰富学习事迹。该镇认真总结挖掘当地典型
人物事迹，通过他们自己讲述，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丰富和完
善，形成更加鲜活的人物形象，同时组织当地典型人物报告
团巡回到村湾宣讲。

层层推进，拓展学习范围。该镇将当地典型事迹印制成
册。让他们的先进事迹成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生活素
材，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学习榜样和标杆，同时向全镇发出
学习身边人典型的通知，在全镇掀起学习热潮。

丰富载体，增强学习效果。该镇在各村（居）开设学习身
边人典型专栏，将先进事迹通过微信、QQ等网络传给党员群
众，并将党员干部学习身边人典型向全镇通报，促进全镇党
员群众学习身边人的活动深入。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
金。”南宋诗人戴复古一首《初夏游张园》
勾勒出枇杷丰收的美好景象。作为通山
水果种植的招牌名片，大畈枇杷享誉省
内外。

在大畈镇，有一乡村贤达，他为了振
兴家乡枇杷产业，让更多群众增产增收，
毅然放弃在外打拼多年的基业，回乡发
展枇杷深加工事业，开创了工业化枇杷
酿酒的先河，他就是通山枇杷果酒第一
人、协力绿色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阮峰。

“穷人的孩子就要拼命跑……”9月
22日，阮峰笑意盈盈，侃侃而谈。眼前的
汉子目光如炬，才刚过不惑之年，头上便
已稀疏一片，透露出饱经风霜后的坚毅
与从容。

出生在大畈镇鸡口山村的阮峰，五
个姊妹中排行老四，由于家庭贫困，1992
年上完初中后便外出打工，20年漂泊生
涯，他做油漆学徒，当鞋厂模具工，再到

开厂创业，一路摸爬滚打，凭着好学与勤
奋，积累了千万身家。

2013年，本着照顾双亲的孝心，阮
峰打算着回归创业。一次偶然机会，在
乡亲家里做客的他，品尝到了主人自酿
的枇杷酒，当时，阮峰正逢感冒咳嗽，一
口老酒下去，顿觉神清气爽，病症全消，
当即，他对枇杷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过深入调研，阮峰发现家乡的枇
杷虽然历史久，产量大，但果贱伤农现象
时有发生，再加上青壮劳动力纷纷外出
打工，大量枇杷烂在枝头，“如果乡亲们
把枇杷都摘下来，卖给我做酒，那岂不是
一举两得！”阮峰心里规划了蓝图。

说干就干。2015年5月，从中国农
大烟台分校培训回来后，阮峰出售了在
广东的工厂，在老家办了个酿酒小作坊，
开始试生产。创业之初，由于技术不到
位，酿出来的酒透彻度不高、糖度偏高，
包装设计也不成熟，为了解决技术短板，
执着的阮峰跑到福建一家大型枇杷酒厂

做学徒，不断“偷师取经”。终于，慢慢克
服了短板。有了技术做支撑，次年开春，
在咸宁工业园租了两条生产线的阮峰，
开始摩拳擦掌，大展事业。

一石激活万春水。散布出大量枇杷
收购的消息后，阮峰的家里门庭若市，果
农们争相将自家的枇杷挑运过来售卖，
当季，阮峰就收购了近300吨枇杷鲜果，
打响了通山枇杷规模化深加工的第一
枪，慢慢扭转了果农增产不增收的窘迫
局面。

2016年上半年，省纪委驻板桥村扶
贫工作队招商引资，让阮峰来村里投资
办厂，带动当地果农脱贫致富。阮峰响
应号召，筹资了3000万元，在村里兴建
了一座枇杷酒庄，3年来，他就地收购了
近1600吨枇杷鲜果，彻底打通了果农们

的销售梗阻，并使“种枇杷、建果园”在大
畈镇成为了风潮。

阮峰乘势而上，开发出枇杷露、枇杷
膏等衍生产品，并掌握了橘子酒、葡萄
酒、桑葚酒等一系列果酒低温发酵技术，
在产业链延伸方面步履越走越稳、产学
研结合越来越深。

“大畈枇杷是祖先留下来的遗产，后
代子孙有责任有义务将它发扬光大。”阮
峰透露，他正在着手建立200吨规模的
枇杷饮料生产线，同时，将助力大畈枇杷
小镇建设，依托富水湖、隐水洞等旅游资
源，将枇杷酒庄打造成水果采摘、休闲度
假、酿酒研学于一体的旅游度假区，让老
祖宗传下来的基业更加枝繁叶茂，让小
小的枇杷真正成为福荫百姓的黄金果。

通山枇杷协会会长袁观强高兴地
说，在阮峰等一批批乡贤的回归推动下，
大畈枇杷产业越来越红火，如今，镇里共
有1000多农户种植枇杷，种植总面积达
17300亩，平均亩产效益有6000元，大
畈枇杷小镇的美名将香飘湖北，名动全
国。

赤子丹心扬祖业
○通讯员 徐世聪

辉煌70年 建功在一线

本报讯 通讯员伍文俊报道：9月19日，通山县供电公
司举办2019年度职工技能运动会，供电所、客户服务中心、检
修建设工区、工程分公司等共十三个单位组织参赛。

本次技能大比拼分0.4千瓦拉线（带拉线绝缘子）制作及
安装、低压电力近乎装置及计量装置的安装两大项目。为确
保运动会成功举办，县供电公司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的筹
备和严密的组织。赛场上，选手们克难奋进、团结拼搏，通过
规范流畅的操作流程，大大缩短了安装时间；通过评委现场
反复交流，认真观摩选手操作流程，让技能运动会真正成为
选手切磋技艺、交流经验、提高技能的平台，形成了上下联
动、广泛参与的良好格局。

县供电公司

举行职工技能运动会

本报讯 通讯员聂莹颖报道：9月19日，市妇联系统“红
色菜篮子”宣讲走进通山县人民医院。

活动在一首《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序幕，白衣天使们挥
舞着手中的小红旗，放声歌唱，使在场人员的心中都洋溢起
了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先进女职工和最美家庭代表分享
了工作和生活上的好经验，教育专家周理雄老师为大家带来
了“因为爱”的家庭教育主题课程，让参与人员受益匪浅。

此次活动是县妇联和人民医院以开展红色宣讲的形式，
进一步落实该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身边
的模范典型，引导全院女职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以强
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和救死扶伤的使命感，积极投身医院的各
项工作，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展现巾帼风采。

“红色菜篮子”宣讲进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聂莹颖报道：又到一年丰收季，人们在
收获喜悦的同时，秸秆禁烧这个重大课题也摆在了我们面
前。日前，在南林桥镇湄溪村乡林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田
里，我们发现了一台秸秆收集“神器”。

只见一台秸秆打捆机在收割完的田间来回穿梭，不一会
儿，一堆堆废弃的秸秆就被打了捆，收集了起来。

通山县自2017年起禁止露天焚烧秸秆，为做好这一工
作，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收购和处
置水稻、玉米、油菜等粮食作物秸秆进行综合利用给予一定
的补助，并加大对进行秸秆综合利用的优秀农机合作社、家
庭农场、农机大户的奖励。争取到2020年，该县秸秆收集储
运体系正常运行，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产业格局，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

变废为宝有门道

通山秸秆综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