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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干部进百村入万户
——来自通城县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的报道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柯建斌 陈新 特约记者 姜宗维 付婧烨 黎赛明 通讯员 陈柯 胡明

5月30日上午，通城县左港面条加工厂的营业执照颁发，法人代
表：胡国平。

胡国平今年56岁，是五里镇左港村脱贫户。上世纪90年代，他学
会做面条，因生意不好外出务工。2016年回家开起面条作坊，他坚持不
放添加剂，面条受到市场欢迎。由于产量有限，每年所挣的钱只够夫妻
俩日常开销。

5月15日上午，镇党委书记韩旭辉和瀛通电子董事长黄晖来到他
家，了解脱贫后的生活情况。胡国平说出了多年的心愿——办加工厂。

韩旭辉现场“诊断”后说，老胡的技术和面条质量不错，但是要想办
加工厂，一是申请注册公司和商标，二是按照食品加工生产的标准对作
坊进行改造。

“我算过账，改造一是要装修，二是要购买设备，需资金约10万元。
这么多钱上哪借？”胡国平满脸愁容。

“我们帮你！”韩旭辉说，缺资金，镇政府帮助申请贷款。黄晖说，只
要改造升级，他代表公司预订10万元的面条，“先付钱再送货！”

当天上午，韩旭辉返回镇里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帮扶措施，由市场所
工作人员帮助注册、指导改造，镇政府和银行提供信贷支持。下午，镇
市场监管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帮助注册商标、设计改造方案等。
两天后，胡国平动工改造。

5月30日，韩旭辉再次来到老胡家时，面条制作车间、烘干车间和
包装车间一应俱全，即将安装机器。胡国平再次算帐：投产后面条产量
将从300多斤提高到1000斤，每天纯利润1500元。“今年能回本还贷！”

五里镇左港村

脱贫户办起面条加工厂
四庄乡华家村

烟火塘响起槌衣声
6月8日，在通城县四庄乡华家村2组烟火塘槌衣石上，村民胡明华

用棒槌反复槌打被子，清脆的槌衣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给这个美丽的
村落添上了一抹乡愁记忆。

“今年烟火塘水满了，棒槌又派上用场了。”40多岁的胡明华说，以
前，2组有一口烟火塘，既防屋场里的火灾，又方便村民洗衣洗菜。前些
年，村民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后，烟火塘逐渐荒废，淤泥沉积，杂草丛
生，加之一些村民乱到垃圾，烟火塘成了垃圾场。

村湾没有水塘，不仅少了许多秀美，还多了几分隐患。去年春节，
一户人家放烟花引发火灾，邻居们一起来灭火，可水源不够，还是造成
了不小的损失。

“感谢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们，帮助华家村重修了3口烟火塘。”村支
部书记洪浪介绍，今年3月，联系华家村的县委宣传部领导，在入户走访
时了解到，包括2组在内，共有3个组的烟火塘干涸见底，亟待重修。大
家一起在村里召开了部长办公会，决定挤出5万元资金，请挖机清淤、农
用车清运垃圾，然后组织机关干部与村民一道护砌。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三口3米多深的烟火塘开挖完毕。几次大雨
后，烟火塘重现碧波。

“这三口塘，可以灌溉100多亩水稻，还可以搞养殖呢。”洪浪数说
烟火塘的种种好处。

“烟火塘的槌衣声，留住了乡愁，留住了美丽。”县委宣传部驻村工
作队队长吴新来深有感触地说，进村入户访民情，既要身入更要心入情
入，带着情怀为乡亲们办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以前也是一名贫困户，2017年成立了神仙畈
种植专业合作社，从最初的一台拖拉机到现在的无人
机播种施肥，不仅自己走上了致富路，带动贫困户40
多户……”

在通城县沙堆镇湾船咀村新兴经营主体联农带农
座谈会上，镇村干部与该村种养殖大户卢四强交心谈
心，并一对一落实联农带农措施，确保每户脱贫户收入
应增尽增。

连日来，沙堆镇党员干部按照“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
活动要求，遍访全镇50户新兴经营主体，落实联农带农机
制，让每一户脱贫户监测户都有产业就业等帮扶措施。

巾帼不让须眉，通城县金土地种植合作社是石冲
村9组一名女同志于2018年成立的，该合作社坚持生

态种植理念，大力试验和推广应用“生态保育”“零除草
剂”“修剪管理”等一系列生态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目
前有吊瓜基地3个，总面积达到100亩，预计2022年产
量达到2万斤，销售额达到33万元，带动脱贫户35
人。“下一步，我准备继续流转村里撂荒土地，后续完善
冷藏、烘干等产业链，将基地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贫
困户务工就业。”该合作社负责人说。

今年,沙堆镇进一步完善合作社联农带农机制，培
育出瑶泉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金亮家庭农场、石冲
村产业观光园等一批新兴经营主体，有效带动农民增
收。“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探索完善“一村一品”，建立健全
各类市场主体联农带农机制，是拓展农民持续增收、稳
定增收新渠道的有效路径。”沙堆镇党委书记:胡翔宇说。

沙堆镇党员干部

遍访50户种养合作社

“党的政策这么好，还要麻烦你们来给我们扫屋，真是太感谢了！”6
月10日，麦市镇西坳村安置点留守老人葛国才看到干净整洁的房间，动
情地说道。

前不久，镇里“小麦粒”党员志愿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安置点里有部
分老人，儿女常年在外务工，自己行动不方便，屋里屋外的收收捡捡成
了难题。“一定要为留守老人们做点事情。”志愿者一起商量后，决定分
头为老人打扫卫生，美化居住环境。

清扫庭院垃圾、清理角落杂草、整理房间卫生......志愿者们手携袖
章，合理分工，深入每户老人家中开展义务劳动，与老人拉家常、问需
求，叮嘱老人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临走前，志愿者向老人们留下了自
己的电话，以方便有需求时可随时联系，将志愿帮扶活动每月开展一
次，让关爱不断线，让服务永在线。

“志愿服务你我他，相亲相爱一家人。”麦市镇小麦粒志愿服务成立
于2022年3月，队伍由麦市镇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自发组建而成，已有
150余人的“小麦粒”队伍由小到大，茁壮成长。当天，他们共为35户留
守老人打扫卫生。

麦市镇党委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续关注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积极
发挥党员干部先锋带头作用，在镇域范围内广泛宣传、发扬敬老爱老的社
会责任，激发全社会关爱老人、尊敬老人、服务老人的良好氛围，并经常性
组织开展志愿结对帮扶活动，让农村留守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麦市镇党员志愿者

“小麦粒”关爱留守老人
“五月五，过端午；包粽子，挂菖蒲；赛龙舟，敲大鼓；家家户户庆端

午……”端午节前夕，通城县塘湖镇“一颗塘”志愿队在荻田村举办“萌

心童趣，拾趣端午”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一场精心准备的端午习俗故事

会，拉近了志愿者与留守儿童的距离。

在为期半天的活动中，7名志愿者与14名荻田村留守儿童结对，开

展10多个与端午节相关的节目。忆屈原时，小朋友与志愿者一道缅怀

伟大的爱国诗人,“悲愤的汨罗江畔，仿佛在诉说一位诗人的满腔忧怨，

一曲《离骚》穿越时空两千年……”；制香囊时，志愿者教小朋友们用五

色丝线、艾草和流苏缝制“粽子香囊”，不仅有驱避蚊虫的功效，也饱含

着祈求小朋友健康成长的心愿；绘龙舟时，小朋友们自由创作，发挥想

象力和创新力，让手中的龙舟拥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端午习俗，传承的是文化，传递的是感情。”塘湖镇副镇长、“一颗

塘”志愿队队长王露说，本次活动不仅让留守儿童们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更是体验到端午的独特魅力，加深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喜

爱，将文化自信深植于心。

塘湖镇在外务工经商人员多，各村留守儿童共有1000多名。为了

帮扶这些留守儿童，今年3月，塘湖镇成立“一颗塘”志愿队，首批7名队

员均为镇里年轻干部，已开展多场关爱活动。“通过持续开展关爱留守儿

童活动，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呵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王露说。

塘湖镇青年干部志愿队

“一颗塘”陪伴留守儿童

石南镇樊店村

11岁的“孤儿”有了家
“今日走访入农家，娭毑托我卖山茶。”6月5日，51岁的付楚舒在微

信朋友圈帮助台源村六组村民卖茶叶的视频一经发布，6户脱贫户的50
斤茶叶瞬间卖光。

台源村六组为山区，山多田少，茶叶成了村民少数的收入来源之
一。作为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驻关刀镇台源村第一书记，付楚舒一
面引导茶农提升制茶工艺，一面通过朋友圈帮助售卖。“头茶苦、二茶
涩、三茶好吃又拍热”的本地茶叶，通过开水泡、揉搓、冲洗、晒干等传统
制茶手法，通过第一书记的朋友圈推销，如今成了走俏货。

关刀镇台源村艾本剑种了10多亩紫糯，去年紫糯喜获丰收，可销售
渠道销售不畅，今年上半年仍然有大量紫糯米堆在家里。“一旦错过端
午节家家买糯米扎粽子的销售佳季，日后售卖更加困难。”付楚舒获知
这一情况后，立即在县媒体平台和微信工作群发布公益助农信息，并利
用微信朋友圈传播快的优势，拍摄卖货视频。他活泼俏皮的视频被微
信好友转发，一晚上卖掉350包紫糯米。截至端午前，付楚舒在朋友圈
共计销售紫糯米7000余斤。

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支持下，付楚舒驻村工作组与县康悦、玉
立等29家酒店、超市建立微信平台，积极帮助脱贫户、监测户及农户销
售农产品，截止6月2日，共销售紫糯米8000余斤、茶叶60余斤、鸡蛋
500个、猪肉500余斤。

关刀镇驻村工作队

巧用朋友圈助农增收
“胡爹，您跟着我到这个窗口填表办手续。”6月1日，通城县大坪乡

内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胡金文开着私家车，将该村低保户胡从龙送到
县残联办理残疾证。

大坪乡内冲瑶族村低保户胡从龙今年55岁，眼睛视力模糊，老伴智
力低下，两人没有劳动能力，只能靠低保生活，膝下一子在外地当学徒
工，不在身边照顾日常生活，也没有经济能力供养父母，胡从龙想去县
城办理残疾证都不知道该怎么去。

今年，县里组织开展“千名干部进百村入万户”大走访活动，胡金文在
走访困难家庭时，了解到胡从龙这些情况后，很快联系了村委会和乡民政
办，先办好村、乡两地的手续，然后带这两位村民前往县残联办理残疾证。

6月1日上午，大坪乡内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胡金文带着胡从龙夫
妇前往县残联办理相关手续，县残联负责人热情接待并耐心为胡从龙
夫妇讲解政策。胡从龙夫妇填好申报表后，胡金文又陪他们到县人民
医院进行视力残障等级鉴定。当天，胡从龙办理残疾证的申报工作已
完成，其老伴的智力残障等级鉴定也在进行中，待审批完成后，县残联
直接将证件邮寄给胡从龙夫妇。

“胡书记像亲人一样贴心。”回村路上，胡从龙夫妇不停地夸赞。
“民生问题无小事，带村民跑一次县城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却可以

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内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胡金文如是说。

大坪乡内冲瑶族村

村支书陪低保户办证

“城里的自来水不一样，水质更清，水量更足。＂6月2日，廖国良
拧开自家的水龙头，看着哗哗流下的自来水，他喜不自禁。

廖国良是通城县隽水镇油坊村18组村民。8年前，他与村里其他
人一样，在政府部门扶持下，打了一口深水井，架起水泵水管，从此用上
自来水。

“井水的水质和水量都不稳定。”彼时，村民们不无遗憾，井水经过
简单过滤后直接饮用不太放心，遇到下雨天，水质混浊，要用水桶沉淀
半天才敢用。

在入户走访中，隽水镇党委书记胡建平、油坊村支部书记龚明亮了
解到村民饮用水之忧，决心利用城郊村优势，从城区水厂引自来水。

一方面，向上争取政策优惠，由县水利和湖泊部门解决引水管等物
料问题，由县城发水务集团解决工程设计、预算和施工问题。

另一方面，向内使劲，镇村两级筹资130多万元，解决挖沟、填埋等
土方工程，村民出资解决入户水表、水管等。

“仅主水管分水管就铺了1万多米呢。”龚明亮说，油坊村自来水提
档升级工程分两步实施，一期18个组650多户已于近期全部通水，二期
11个组400多户正在积极谋划，即将启动，届时全村都将告别井水，用
上城里的自来水。

“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需要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兴办一批实事好
事。隽水镇地处人口密集的城区郊区，压力更大、责任更大。”胡建平说。

隽水镇油坊村

引来城里自来水

6月10日，通城县北港镇庄前村三组，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易
金辉蹲在一处山坳的水田里，察看前几天直播的秧苗，“长了10公分呢！”

“去年这里是抛荒田，今年种上了早稻。”易金辉介绍，北港镇三分
之一的人口在全国各地酿酒，留在家里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幼”，田地
抛荒较多。全镇1.24万亩田地，去年底抛荒的有4217亩。

今年3月，北港镇党委书记赵伟岭主持的多场屋场会中，田地抛荒
是村民集中反映的问题。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他要求农技服务中心
牵头成立灭荒公司，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将荒田种起来。农户在
自愿的前提下，与公司签订流转协议，头三年的田地收益归公司所有，
国家的粮补等政策归农户享有。三年后，如果农户愿意自己种，公司无
偿归还田地。

这种做法一举多得。帮农民减轻耕种负担，流转后农户坐享粮补，
帮忙看护农田每亩还可得260元的工钱；二是公司获益，抛荒田地复耕，
公司投入较大，每亩要花约850元，第一年略有盈利，第二年、第三年公
司对田地轮流耕种，每亩收益500元左右；三是确保了农田增产、农户增
收，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沉山村551亩水田全部复耕，早稻一片绿油油。村支书胡宜良介
绍，全村1828人，现留在家的仅400人，田地抛荒严重。今年3月，全村
300多户将荒田流转给灭荒公司。看着荒田变秧田，“心情舒畅！”

赵伟岭说，经镇村干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宣传动员，全镇1000多
户将荒田流转给灭荒公司。目前公司已种“双季稻”早稻2213亩，剩下
2004亩抛荒田将全部种上中稻和大豆。

北港镇灭荒公司

千亩荒田变秧田

“代表全家和侄女，感谢党委、政府和爱心人士……我会带着孩子
一起好好生活！”5月28日深夜，黎芳在朋友圈替侄女媛媛深情致谢。

今年11岁的媛媛是通城县石南镇樊店村人，5月6日，她的父亲突
然去世，由于母亲早年离家未归，爷爷奶奶早世，姑姑黎芳外嫁，她成了

“孤儿”。听到这个消息，通城县委统战部派驻石南镇樊店村的驻村干部
刘永安心里一揪，带着村干部赶到媛媛家里，和乡亲们一起处理后事。

“媛媛没有依靠怎么办？”刘永安说，虽是事实上的孤儿，但因她有
母亲，不能按孤儿办理手续。他一连好几夜都没睡着，甚至和妻子商
量，如果媛媛的母亲找不到，把孩子接到家里照顾。

刘永安向警方求助，上门为媛媛进行心理疏导，同时发动村里捐
助、申请单位慰问、联系学校帮助免除校车费伙食费，解决媛媛的燃眉
之急。另外，他向民政部门申请救助，将媛媛纳入监测对象。

在警方的帮助下，媛媛的母亲找到了。但她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
生活也十分艰辛。他想出折中办法：孩子交由姑姑黎芳收养。

经他多轮做思想工作，媛媛的母亲同意这个方案。5月20日，媛媛
的监护权顺利变更。一位爱心人士被刘永安的热心打动，表示将资助
媛媛上学直到工作为止。

收养手续办妥，刘永安又跑教育部门，帮助媛媛办理转学手续。“命苦
的侄女虽不幸，但遇到这么有责任、有爱心的干部，又是幸运的。”黎芳说。

“这条进山的路修了几十年都没修好，这次多亏了
驻村的吴书记，现在进出畅快多了！”6月8日，在通城
县马港镇易塅村一组的路口，村民熊春保指着崭新的
水泥路，赞不绝口。

易塅村深山环绕，道路崎岖，该村一组通往山上
石门寺的道路更是狭窄，无法通车，住在山上的百姓
只能肩挑背驮。村组虽然多次谋划修路，但是因为
修路需要占用邻村村民部分土地，土地纠纷多次协
调未果。

今年初，县法院驻马港镇易塅村第一书记吴志明
到易塅村一组入户时收集到群众修路的诉求，也亲身
感受到这条山路给出行带来的不便，而且这条路更是
山上12户30多名村民生产生活的必经之路。

民有所呼，我必有应。修路成为是摆在驻村工作组
面前的头等大事，而首先要做的便是化解多年未解的
矛盾纠纷。为此，吴志明反复做双方工作，积极化解纠
纷。在双方争议的地段，工作队提议从邻村村民老屋
后埂上留出两米用于砌堤，两米以外用于公路硬化。
砌堤共计需要费用6000元，吴志明想方设法通过法院
申请司法救助，解决其中大部分，其余部分由当地村民
自筹，最终纠纷成功化解。

矛盾化解了，上山公路也就顺利的修建起来。今年
5月，在当地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这条村民翘首以
盼的山村公路终于正式通车。

望着眼前的一切，吴志明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将山
村道路修在群众的心坎上，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马港镇易塅村

山路修到百姓心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