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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省作协《散文湖北》“湖北散文新锐作家”评选在通城县
康悦酒店揭晓，董祖斌、成丽、崔迎春、陈鸿波、田芳妮、王芳、韦群、段
吉雄、李兴艳、周世菊获得“湖北散文新锐作家”殊荣。

此次评选活动由湖北省作协散文委员会、中共通城县委宣传部主
办，咸宁市文联、咸宁市作协、通城县文联承办，评选范围为我省50岁以
下主要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党组书记文坤斗，副
主席江清和、李鲁平，通城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波，副县长李慧芳及
各市(州)、县(市、区)作家代表、文学爱好者共102人出席活动。

“湖北是散文创作的沃土，也是散文创作的前沿阵地，我们要有胆
量、有勇气适应这个变革的时代，写出适应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省
作协主席李修文在颁奖致辞时说。

颁奖结束后，举办了“山乡之变与散文之变”创作交流座谈会和看
通城、写通城创作采风笔会。采风一行先后在大坪乡内冲古瑶村、辉
煌村莫徭大观园进行创作釆风;在通城县博物馆、黄袍山油茶博物馆、
平安公司云母博物馆进行参观。

《散文湖北》新锐作家颁奖在通城举行
○ 通讯员 胡雄文 魏梁

通城公安局

集中返还赃款赃物
本报讯 通讯员方思奇报道：7月18日，通城县公安局

举行集中退赃返赃仪式，将近期侦破案件追回的赃款赃物退
还给受损群众。

退赃现场，通城县公安局向受损个人返还被骗被盗资金
共计536247元，向企业（湖北通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返还
受损资金260万元、被盗摩托车4辆、香烟30余条、电缆100
米。现场群众及企业对公安机关迅速破案、及时挽损的工作
作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县公安局送上3面锦旗，对公安民
警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此次公开退赃充分体现了通城县委、县政府坚决打击各
类刑事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维护社
会稳定的力度和决心。全体公安干警始终保持对各种刑事
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把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侵财案件作为
侦查工作的重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损失，以实实
在在的成绩为“平安通城”建设贡献公安力量，努力提升辖区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塘湖镇

红色文化走进课堂
本报讯 通讯员李晴报道：7月3日，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11名红色小信使走进塘湖镇狄田村，开展为期六天
的红色文化进课堂，以通城红色文化爱心助教，厚植小学生
爱国主义情怀。

课堂内，红色小信使们开展通城红色革命文化课，为75
名小学生讲解罗荣桓元帅的生平事迹及抗美援朝英雄事迹，
来自不同年级的小学生积极参与知识问答并纷纷述说红色
小故事，写下对革命先辈的话语和对自己未来的展望，部分
小学生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

红色小信使们纷纷表示，将继续讲好通城红色故事，让
学生们了解今天生活的不容易，珍惜时光，好好学习。

通城农商行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 通讯员吴鹏报道：疫情发生以来，酒店住宿餐

饮、KTV娱乐收入持续下滑，很多经营单位无力承担每期贷
款本息。农商行积极推广“延期还本付息”的好政策，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

通城农商行在走访湖北英皇豪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时，
结合酒店运营现状，迅速组织人员上门商讨对策，协商办理
了贷款延期还本付息金融业务。截至2022年6月末，通城农
商行已累计为该公司3000万元贷款及利息办理了20多次延
期，减免贷款利息40万元。

今年以来，为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扎实
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要求，扎实推动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
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走深走实，通城农商行全面落实助企
纾困政策，主动与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对接，
坚决做到应延尽延、能延尽延，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上
半年，通城农商行已为普惠小微企业累计办理延期还款80
笔、金额1.92亿元；累计发放1000万元小微贷款993笔，金额
6.33亿元。

大坪乡

齐心协力修路为民
本报讯 通讯员胡强报道：近日，大坪乡来苏小学门口

一段长420米的土路得以拓宽和硬化，来苏小学师生及周边
群众的生产生活出行条件得到彻底改善。

该路段是连接学校与外界大路的主要干道，由于年久失
修，导致师生家长出行十分不便，常常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
腿泥，并且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了方便群众
生产生活，今年5月，在大坪乡党委政府的推动下，来苏村利
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利机会，积极
争取项目资金，引导乡贤捐款助力，齐心协力修路为民。

此道路修建完成后将为全村1044户、4505人提供更加
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让昔日群众的“烦心路”成为“暖心
路”，真正做到办实事、解民忧。

今年以来，通城县委、县政府以推进粮

食生产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切入点，把

粮食生产安全答卷书写在乡村振兴的田野

上，迎来早稻丰收开门红。7月11日，由市

国调队组成的专家测产组测估，通城早稻

平均亩产达到390公斤，比上年亩增17公

斤，预计早稻总产达到4.68万吨，比上年

增产13.5%。

共青团通城县委

“希望家园”陆续开班
本报讯 通讯员郭佳承报道：暑期以来，共青团通城县

委将青少年儿童暑假“有人教、有人带”作为深入开展党员干
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以多元
化特色主题教育为抓手，依托基层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农家
书屋”等阵地建设“希望家园”，为农村留守儿童和青少年提
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素质拓展、安全自护、心理关爱等公
益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安全的假期。

在石南镇樊店村“希望家园”暑期班课堂上，湖北第二师
范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围绕“诚信教育”，通过主题班会、故事
宣讲、绘画创作等多种方式，让孩子们在学习中体验乐趣，教
育引导孩子们说诚信话、办诚信事、做诚信人，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爱国是青少年教育的永恒主题。在马港镇推拢
社区“希望家园”，武昌理工学院志愿者将少先队礼仪带进课
堂，带领孩子们重温入队誓词，并结合爱国主义教育、感恩教
育、光盘行动，激发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情怀，争做新时代中
国好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在五里镇五里村

“希望家园”，针对该村池塘、河流水网密布现状，武昌理工学
院星火志愿服务队以“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为题开展防溺水
安全教育，支教老师结合PPT、视频和典型案例，让孩子直观
了解水域危险，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希望家园”
的设立，有效帮助了社区儿童增长课外知识，解决了家长暑
期课业辅导、安全管护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截至目前，通城县已建成“希望家园”22个，招募来自武
昌理工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所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80
余人，覆盖乡村留守儿童和青少年1200余人。

“通城要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
线。”6月18日，通城县委书记刘中英
在出席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接受
采访时表示：重点加强抛荒田地整
治，在保面积稳产量上下功夫，加大
精准灭荒力度，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
减。

今年以来，全县由农业农村部门牵
头负责，财政、发改、国土、统计等部门
协调配合，对耕地抛荒和“非粮化”进行

全面摸底排查，建立档案、分类制定整
治方案，尤其是针对外出务工、无劳动
力户的田地和耕作条件差的抛荒田，组
织龙头企业、种粮大户租赁、流转，消灭
抛荒田。

“外出打工，田抛了荒，今年政府进
行抛荒整治，帮我们把田耕好，我们在
外打工也安心了。”北港镇界上村村民
胡有才深有感触地说。

北港镇为落实耕地精准灭荒，成立

“湖北农田灭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购
置了19台旋耕机、收割机等机械设备，
实行“公司+农户”模式运作，在农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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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政策归农户所有。

目前，通城推广北港镇作法，整合
资金由县农业农村局在县农投公司组
建专业耕地灭荒公司，各乡镇农技中心
成立分公司，既精准灭荒，又流转代耕

代种，确保全县精准灭荒顺利推进，防
止了耕地抛荒。全县精准灭荒达到
80%，面积达到3万亩。

“将按照田、林、路、渠、网建设格
局，坚决完成2022年3.13万亩建设任
务，在十四五期末将建成集中连片、设
施完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生态景观
高标准农田达到28万亩”。县农业农
村党组书记、局长黎云飞在全市高标准
农田建设推进现场会上说。

保面积 创新机制抓灭荒

夏日炎炎，机声隆隆，通城县沙堆
镇兴旺家庭农场一派早稻抢收、晚稻抢
插繁忙景象。7月14日，102名农机手
在县农业农村部门引导下，参加全县水
稻机收减损现场观摩培训会。由此，通
城县12万亩早稻收割拉开序幕。

通城县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
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八九十年
代是咸宁市粮食主产区，曾经以“杂交
育种”而闻名全国的粮食生产先进县。
多年来，由于种植结构调整，农业比较

效益下降，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
年龄老化等因素，导致耕地抛荒，水稻
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把粮食生产作为抓好今年‘三农’
工作的第一要务来抓，各相关部门要明
确职责，担当作为，形成合力引导农民发
展粮食生产。”在2022年年初全县三级
干部大会上，县委书记刘中英指出。

通城县农业农村局组成粮食生产
督导工作专班，分赴11个乡镇，实行
县、乡、村、组四级联动，采取专车巡回

宣传，现场技术培训等措施，将全年生
产目标任务落实到乡、镇、村、组、专业
大户，并张榜公示。3月份，全县47.98
万亩粮食生产面积（其中早稻12.5万
亩、晚稻12.2万亩、中稻11.6万亩）全部
落实到乡镇、村、组田块。

为降低农民种粮投入成本，提高秧
苗管护环境，政府投资600万元，帮助
湖北绿康种苗发展有限公司扩大种苗
生产规模，建设高标准钢架大棚。县委
副书记、县长杨修伟深入田间地头与种

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座谈，调
研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情况，协调解
决资金困难。

2022年，通城县积极向上争取“双
季稻轮作项目”资金900万元，高产创
建示范资金100万元；整合其他农业发
展基金1000万元，对农户种植双季稻、
耕地地力提升、统耕统种、统防统治、购
买农机等进行奖补。同时引进社会资
本500万元，投入开展耕地抛荒整治，
实行代耕代种。

强政策 提高站位抓落实

“全村有30%的农户加入合作社，
其中10亩以上种粮大户有20户，早稻
种植面积达到80%以上。”大坪乡种粮
大户黎逢友说。

黎逢友是村党支部联农带农示范
岗党员，他带头联系8名党员牵头成立
了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水田
1000亩，投资200万元购置各种农机
具30台套，配套安装了稻谷烘干设备，
建有稻谷收储库，采取统一耕田、统一
播种、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收割，既代
耕、代种、代收收取劳务费，又反哺流转

租金增加农民收入。
“鸭子吃掉杂草和害虫，产生的粪

便能做肥料，减少了农药、除草剂和化
学肥料使用，实现‘鸭促稻长，鸭稻共生
’的良性循环，每亩可增加收入300元
以上，节省人工农资50-100元。”五里
镇黎明海笑得合不拢嘴。

鸭群欢闹嬉戏、水稻郁郁葱葱。5
月26日，全市稻田综合种养现场会在
五里镇黎明海农业耕种专业合作社稻
田养鸭基地召开，来自全市100多名种
粮大户、农技专家代表对“鸭稻共养”一

致称赞。
近年来，通城县涌现一大批种粮大

户和农机合作社。为确保全县双季稻
有序推进，通城县采取“统筹兼顾、奖补
结合”的办法，建立水稻生产发展机制，
对水稻种植核心区和种粮大户采取统
一配备农资、统一调配农机、统一提供
秧苗、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机收服务的
方式，提供耕、供、种、防、收一体化产业
服务。

县农业农村局利用“科技闹春耕”、
“送文化下乡”、“送农资下乡”等活动，

以田间地头为舞台，请种粮大户、专业
合作社现场传授种粮经验和技术。并
以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成技术团队，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等绿色高产高效集成
技术。

目前，县农业农村局在沙堆镇湾船
咀村神仙畈创办10000亩示范基地，指
导11个乡镇建有1000亩示范带，各村
有200亩示范片。四庄、大坪、关刀、塘
湖四乡镇建示范区4个，通过技术指
导，辐射带动全县双季稻种植面积比
2021年净增2万亩。

办基地 典型引领抓示范

喜看稻菽千重浪
——通城县发展水稻生产纪实

○ 通讯员 胡雄文 廖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