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宋少琴报道：9月4日，记
者驱车前往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司易
地扶贫安置点，红色塑胶人行道格外
醒目，绿化带里的海棠、迎春迎风招
展，白墙灰瓦的安置点坐落在绿荫中。

“在家吃饭呢，房产证发下来了
吗？”一下车，赵李桥镇副镇长刘勇民
第一个来到陈本云家了解近况。

“发下来了，写的是我名字！”陈
本云一边开心地说，一边连忙去里屋
将房产证拿出来给刘勇民看。今年
65岁的陈本云是赵李桥镇柘坪村人，
因病致贫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
就近搬到羊楼司易地扶贫安置点。

“疫情解封后，我在家对面的竹
木加工厂帮忙，每个月挣两千多元，
够日常生活开支了。”陈本云说：“国
家政策好，让我的生活条件改善了。”

在赵李桥，像陈本云一样“搬出
幸福新生活”的还有不少人，他们都
特别感谢一个人——刘勇民。

“我们赵李桥镇地处山区，有很
多贫困户住在不适宜生产生活的地
方。2016年，镇里摸排了80多户住
在山区的贫困户。经过村民代表评
审，最终确认了32户贫困户进行易地
搬迁安置。”刘勇民说。

为了精准核实搬迁对象，刘勇民
自带行李住在村里，每天带领工作队
员到贫困户家里，一一核实锁定易地
扶贫搬迁对象。

石人泉易地扶贫安置点的黄在
新今年59岁，因病致贫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如今在安置点新家附近的

竹林里养鸡养鸭。“我身体不好，做不
了重活儿，但还是要做点什么维持生
活，就想到了养鸡鸭。”目前，黄在新
养了鸡鸭150只，还养了一头猪。

刘勇民还积极联络对接，与羊楼
洞村一家公司达成合作协议，计划在
石人泉安置点旁新建竹木加工厂，带
动附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业。

目前，赵李桥镇共有3个易地搬迁
点安置32户105人，其中石人泉安置
点21户72人，羊楼司安置点7户21
人，镇区安置点4户12人。基本实现百
分之百就业，32户安置对象全部脱贫。

赤壁市赵李桥镇易地搬迁点32户105人

搬出幸福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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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受高空波动和地面冷空气影响，我市有明显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15日：中到大雨，偏北风1～2级，20～25℃；16日：大到暴雨，偏北风1～2级，20～24℃；17日：中到大雨，偏北风2～3级，20～24℃。明日相对湿度：70～100%

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村

村湾美了，日子甜了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报道：一

湾碧水映古屋，一架水车摇历史，一口
饭菜漾乡愁……9月12日，咸安区桂
花镇刘家桥村，醉人的风景吸引不少游
客前来观光旅游，沿河而兴的11家农
家乐生意火爆，年接待量达100万余人
次。

刘家桥是如何变为乡村旅游打卡
地，并走进人们的视线的？

2002年，刘家桥还是个名不见经
传的贫困落后山村，村民过着清苦的生
活。

退休干部刘明恒偶尔回到家乡，翻
族谱发现刘家桥刘氏子孙是汉武帝刘
彻胞弟刘交后裔，并自费2000元仿做
汉代标志性什物水车放入河水中，那转

动的水车摇起水流的场景与当时央视
一套播放的《汉武大帝》图景相似，勾起
人们穿越历史的遐思。

随后，在咸安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刘家桥成功申报为中国第三批传
统文化村落，明成化年间修的单孔古
桥，明清年代建的古民居也被列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项目来了，规划来了，
资金来了，修葺古民居，清淤白泉河，砌
好河岸坡，建好停车场，兴起农家乐
……青山环抱中，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
美丽画面吸引游客。

跟着刘家桥环境改变的，还有
3600余村民越过越甜的日子。

“老伴有心脏病，自己高血压，就近
务工可兼顾一下家，这不晒太阳不淋雨

的，每月2300元工资，很知足了！”12
日，在刘家桥秀嫂农庄的后厨里洗苦菜
的贫困户阮六凤笑道，村湾变美了，日
子过好了。

像阮六凤一样在家门口打工的还
有40多个，58岁的邵琴英、50岁的曹
梅花等村民都在不同农庄帮厨，都说：

“感谢政府建美了村湾，在家门口打
工，比做农活强多了，对家庭有很大帮
助。”

“刚摘下的新鲜板栗，6元一斤。”
郑嫂提着一篮板栗刚坐下，游客便围了
上来。只见在河两岸，不少村民拿着自
家的干苕粉条、干萝卜片、干辣椒皮、干
豆角、干笋等农特产品叫卖，每天收入
百余元以上，心里乐开了花。

9月 5日至10日，桂花镇政府请
来西厢房等设计团队，对刘家桥下新
屋进行了微改造，让古村落变身小游
园、观景台，与老屋、小河、古树等相得
益彰，用诗意点亮生活，吸引更多游客
驻足。

旅游旺，农庄火，村民做起了农产
品生意，或直销农庄，或就地摆摊，收入
见增。19组贫困户徐通咸养起了生
猪，随着行情看涨，猪肉不用出村，直销
农家乐便有现钱到手。还有的村民养
土鸡土鸭等，到刘家桥农庄直销或直接
到河边景点卖给游客。

“让更多游客来刘家桥赏桂花，看
古桥，品文化，吃农家菜，体验江南慢生
活。”桂花镇党委书记李子牛说。

我市专家人才国情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

员杨泽宇报道：14日，由市委组
织部主办的全市2020年专家人
才国情研修班在井冈山江宣干
部培训中心开班，来自全市医
疗、教育、科技、农业、宣传文化
等领域的30名专家人才，将参
加为期5天的研修培训。

组织专家人才开展国情研
修，是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
强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的实施
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开展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
时代”活动的重要内容。

此次研修邀请国内知名教
授授课，采取理论辅导和现场
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有针对性

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情国
情认识，加强对专家人才的团
结和引领，激励专家人才为我
市打造特色产业增长极、转型
发展示范区和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贡献智慧和力量。

开班当天，中国井冈山大学
教授李忠作了《井冈山斗争与井
冈山精神》讲座，结合视频、图
片、实物，以故事化的形式，顺着
历史脉络，详细介绍了井冈山根
据地从建立、全盛、曲折发展的
斗争历程，深刻阐述了井冈山精
神的丰富内涵。中国井冈山干
部学院教授吴晓敏围绕学习好、
运用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战
略思维进行了专题辅导。

扶贫岗位
促进就业

8月31日，通山经济开发区，华智
科技有限公司流水线上，工人正在赶
制一批产品。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6亿元，
主要生产空调、电视机、电冰箱的温
度显示器主控板和电路板主板等高
科技产品。项目全部完工后，可年产
智能显控、主控、智能家居等 900 万
台，年产值5亿元，解决扶贫岗位200
个，带动贫困户就近就业和脱贫。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8月26日，记者驱车进入通山县
通羊镇港口村，房屋整齐划一，沥青路
干净整洁，绿树环绕整个村庄，宛如人
间仙境。

港口村是一个典型移民村。60年
前，村民从富水水库移居于此，田地稀
缺，资源匮乏，村庄发展落后，村民生活
困苦。近年来，通山县投资1.2亿元，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项目，让港口村实现
了一次又一次蜕变。

劈山建房，村民居住更舒心

步入村庄，一栋栋“小洋楼”映入眼
前，淡黄色外墙连着浅红的屋檐，银色
的玻璃外窗与阳台完美结合，给人一种
置身高档别墅区的感觉。

“原来这里是一座大山，大家住的
都是茅草棚。”5组组长徐红锦说，做梦
都不敢想象能住上如此“豪宅”。

“没有人不想有自己的房子。在农
村，有房子才算有家。”徐红锦说，多亏
了政府的好政策、好项目，让村民几十
年来的愿望得以实现。

2015年，考虑到村民对房屋的需
求和村庄今后的发展，该县整合库区避
险解困和渔民上岸政策资金，启动安置
房建设项目，并聘请专业设计团队对村
庄进行规划，将原有山坡“劈成”土地，
建设新房。

“村民主动参与，共同出谋划策。”
通羊镇镇长曾斌介绍，村民的积极参
与，让项目建设顺风顺水。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除政府专班人
员驻守现场督进度外，村民还自发筹集
300余万元，主动参与建设。

如今，一幢幢别墅坐落在美丽的村
庄内，家家户户住上了心仪的房子。

修路增绿，村庄环境更美丽

漫步于村庄内，绿树环绕。行至一
休闲广场处，几名孩童正骑着自行车玩
耍。

“现在村庄环境只能用一个字来形
容，那就是美。”一旁陪伴孩童玩耍的村
民徐唐江说，路宽了、干净了，树多了、
更绿了，村庄的环境丝毫不比外面景区
的风景差，生活在这里越来越幸福了。

然而，如此宛如仙境的村庄，几年
前竟是一个脏乱差村落。

“车是进不来的，人进出不是一身
灰，就是一身泥。”村主任徐唐次介绍，
垃圾随意丢放，环境相当差。

“房屋宽敞美丽了，村庄环境也要
同步改善。”该县相关负责人要求，抓住
美丽乡村建设、主题教育等契机，对港
口村实施新一轮改造。

为彻底改变港口村面貌，县镇工作
人员与相关职能部门深入港口调研，结

合实际地形作规划，并增绿添彩，打造
一条美丽景观路。

劈山开道、填基铺路、植树绿化，短
短数月，一条投资1000多万元、长3公
里的农村景观路修建完成，崭新的柏油
路也联家串户。此外，该县还结合村民
意愿，配套建设了3000平方米休闲广
场、文体活动中心、公厕等，让港口成为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如今，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
睹村内美景。

招商引资，村民生活更富裕

房子宽敞了，村庄美丽了，如何让
村民腰包鼓起来？港口村面临着发展
的又一难题。

港口村是移民村，也是渔业村，村
民移居此处后，始终以捕鱼为生，经济
收入微薄。同时，随着近年来渔民上
岸、长江流域禁捕等政策实施，村民以
渔养家之路难以为继，寻求发展新路子
迫在眉睫。

“生态旅游，是港口村今后发展的
好出路。”曾斌介绍。

港口村位于隐水洞景区3公里核
心经济圈范围内，地理位置具有优势，
加之自身山水资源丰富，且通过乡村振
兴项目提升了颜值，旅游发展基础良
好，只待引入项目推动发展。

沿着村庄环湖线行走，清风拂面。
湖面上，数只游船轻轻荡漾。

“村旅游公司引进的游船项目，正
在试营业。”徐唐次介绍，村里成立了生
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充分整合村内资
源，大力招引各类旅游项目，助推村庄
发展。

每逢周末，游船前游客排成长龙。
“已经实地考察了，并且交了10

万元押金。”徐红锦已与湖北申津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联系，计划引入热气球
大酒店项目，前两日企业老板前来考
察，双方基本达成一致，项目落地指日
可待。

“项目招引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徐
唐次说，县委办、镇政府不仅帮助引进
项目，还派专人协助项目对接，促成合
作。

目前，该村已签约项目2个，5个项
目正在洽谈中，所有项目落地，可让全
村村民通过就业、创业等方式实现增
收。

“村里发展前景好，没必要出去打
工。”村民徐唐象原在温州务工，见村内
游客越来越多，毅然辞去外地工作，做
起了农家乐，感觉日子充满了希望。

如今，港口村正大力招引项目发展
生态旅游，全力打造“梦里渔村”，带领
村民驶入幸福港湾。

幸福港湾港口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特约记者 孔帆升 通讯员 赵冬平

本报讯 记者何浩、周莹、通
讯员陆世波报道：9月11日，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召开。
副市长吴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市
归集住房公积金11.41亿元，发
放住房公积金贷款6.33亿元，
实现增值收益6194.30万元，分
别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58.55%、79.08%、77.43%。

会上，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提出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
度上限和增加组合贷款的议
题，全体委员表决通过。这意
味着，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最
高额度将从40万元提至50万

元，市民今后买房可同时申请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和个人住
房商业性贷款。

具体内容包括，夫妻双方
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
额度由40万元调高至50万元；
只有一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
高贷款额度由30万元调高至
40万元；灵活就业人员最高贷
款额度30万元不变。此外，市
民购房时，住房公积金贷款金
额不能满足的，市民可申请组
合贷款。

除了上述政策外，我市住
房公积金多项政策将作出调
整，新政策将很快发布实施。

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高额度提至50万元

（上接第一版）
王远鹤强调，要深刻认识

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的重要意
义，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切
实认识到一体推进“三不腐”体
制机制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
自觉把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
机制建设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抓
细、抓出成效。要注重统筹兼
顾，做好结合文章，既要不折不
扣完成宣教月规定动作，也要
因地制宜推出富有特色的“自
选动作”，做到宣教活动全覆
盖。要强化责任担当，以开展

好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为
契机，切实增强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性、积极
性，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开创党风廉政建设新局面，以
宣教活动的实际成效推动其他
工作提质增效。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咸宁军分区政委，市法检“两
长”，咸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湖北科技学院、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和校长，各县(市、
区)及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
道：14日，我市召开2020年城
市管理工作暨城管领导小组第
二次联席会议，副市长吴刚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观看省住建厅2020年
第一次城市管理工作暗访情况
专题片，宣读省住建厅2020年
第一次城市管理工作暗访整改
方案和全市2020年数字城管案
件处置情况通报，公布《咸宁市
城市管理工作2020年月度综合
评价实施方案》。

吴刚指出，优良的市容市
貌是增强城市魅力、提升市民
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市容市

貌综合整治，事关咸宁长远发
展。当前，我们距离目标要求
还有很大差距，主要体现在管
理意识不强、落实不力、机制不
全、氛围不浓等方面。

吴刚要求，要上下联动，
奏响交响曲，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抓好各项工
作。要履职尽责，管好责任
田，明确目标、加强合作、积极
整改、及时处置。要建章立制，
打好持久战，强化责任落实，要
紧盯任务、挂图作战、督导问
责、跟踪落实，营造出良好的
舆论氛围，让城市管理水平迈
向新台阶。

全市城市管理工作会议要求

强化责任落实 做好城市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