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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海鲜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秋冬季节天气冷，来碗热乎乎的海鲜粥吧，营
养又暖身。

那家位于拐角处的海鲜店，混在潜山商业街一
片热闹的商铺之中，一年四季顾客都络绎不绝，其
中海鲜粥就是揽客招牌之一。店门口有一个放着
厨具的小灶台，厨子分别在砂锅里加入米粥和海鲜
配料，一边熬一边搅拌之际，一阵阵的香味从锅里
溢出，深深地吸了一口，鼻腔里仿佛装了一片海。

如果是坐在靠近厨房的地方，你还能闻到淡淡
的腥味，那是后厨师傅在处理海鲜。粥的味道吃起
来和闻起来一样好，海鲜粥底配上砂锅熬出来的
粥，入口软绵又顺滑。

舀上一勺，乳白色的米粥散发阵阵鲜香，裹着热
气窜进了鼻孔里，米香裹着海鲜的鲜甜融化在舌尖，
入口软软糯糯，粥里加入适量的胡萝卜，口感更丰富。

如果不想下馆子，自己在家做海鲜粥也别有一
番滋味。灶台文火慢煮，白滑的粥里放入海蚌、青
菜、香菇、虾米、芹菜、花生仁，顿时浓浓的鲜香味弥
漫厨房各个角落。

三十分钟，坚硬的稻谷就被火温吞成了柔软的
“米花”。吃腻了大鱼大肉，海鲜粥就显得清淡得
多，海鲜粥在碗里显得安安静静，不出风头，没有厚
重的味道；进了胃里，温温暖暖、柔柔软软，安抚你
身心的每一寸疲倦。

实在嫌麻烦的话，虾皮粥就简易速成得多。小
火加油、再加一把小虾皮、炒到微微发黄，加上白
粥、撒几根姜丝，煮沸至咕咚咕咚冒泡泡。这样煮
出来的虾皮粥，保留了白粥的清淡，又混杂了少许
虾皮的鲜美、姜丝的辛辣，开胃得很。

吃是人间一大乐事，为了美食，“折腾”也无
妨。谁不愿意花费精力、时间，在灶台边用小锅慢
火为家人精心熬煮一碗香粥呢？尤其是味道鲜美
的海鲜粥，老少咸宜，让人陶醉其中。

一碗热腾腾的海鲜粥下肚，顿感痛快淋漓。放
下粥碗，抓起一只虾，三剥二剥，一条鲜肥透香的虾
肉脱壳而出。往嘴里一送，原汁原味，口感极佳。吞
下虾肉后，嘴里依然残留着海鲜的清香和粥的米香。

“故乡里”迎客来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11月9日，记者在

通山县隐水洞风景区出口看到，来“故乡里”游玩的
游客络绎不绝。慕名前来的游人在这里，领略着原汁
原味的通山人家风情，品味着源远流长的乡土文化。

“故乡里”是目前通山县规模最完善的一个民
俗传统文化休闲区，集休闲、体验、观赏、餐饮、购物
于一体。主要由“手工作坊体验区”“地方特产品尝
区”“铁皮石斛观赏区”“樟林隐趣休闲区”四大主题
链接而成。

这里是怀旧恋古的驿站，是促膝言欢的港湾，
是吟风咏月的亭台。环境优美，交通方便。

手工作坊体验区里精选了通山县的八个传统手
工作坊：麻饼坊、油榨坊、碾籽坊、石碓坊、石磨坊、印
粑坊、油面坊、包砣坊。古香古色的原始作坊，原汁
原味的制作流程,供游人亲自参与体验，感受民间
传统作坊的神奇，或重拾童趣，或增长见识。

樟林隐趣休闲区隐身于一片香樟树林中，休闲
娱乐设施齐全。内设帐篷茶座、车载电影、跷跷板、
秋干、吊床、石桌、石凳等。怡情怡景，是聊天、娱
乐、写生的理想之地，也是婚庆摄影的浪漫之园。
走进故乡里，体验田园牧歌式的休闲生活。竹台亭
阁，曲径通幽。香樟名药，民俗美食，回味绵长。

11月4日，在相山书房里，一位精神
矍铄、神采奕奕的老师正在免费教孩子们
写书法。

“我们老同志要发挥余热，尽力当好
优良传统的传播员，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引
领员，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辅导员，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任能武对记者说
道。

今年76岁的任能武从湖北科技学院
退休后，每周都会到这里教孩子们写书法。

为充分发挥“五老”（辖区老干部、老模
范、老教师、老战士、老专家）在教育引导和
关爱保护青少年方面的优势作用，市各级
公共文化场馆培养多层次人才，强化队伍
保障方面,从“五老”人员选350名优秀志
愿者组成“定制式”青少年服务团，分3批
进行岗前培训，为活动赋能。

不仅增加社会力量，市文旅局还不断
加强各个文化场馆工作人员针对未成年人
突发情况方面的培训，利用场馆优势，在局

属各个公共文化设施内，设立了40多个学
雷锋志愿服务岗位，聘请专业人员、招募志
愿者等900余人，组成未成年人讲解员和
辅导员队伍，服务未成年人群体。

市图书馆的“少年朗读者”“儿童图书
漂流”等活动，市博物馆的“国宝漫展”“国
宝讲国宝”等活动，市群艺馆（文化馆）的

“传统文化少年说”“小戏迷周末俱乐部”等
活动，市美术馆的“少年儿童爱国书画展”

“书画祖国”等活动广受好评。

今年以来，我市共开展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方面的活动和展览600余场。

为了保证这些活动的顺利开展，市文
旅局增加资金投入，强化经费保障。今年
市文旅局共投入65万元，更换维修公益性
文化场馆配套服务设施、更换未成年人健
康教育公益广告。咸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其中省级1个，北伐汀泗桥战役遗址纪
念馆）和公益性文化设施一律向未成年人
免费开放，经费均由财政负担。

落实“三项”保障，加强服务建设

6月10日，“非遗进高校薪火永相传”
咸安区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走
进湖北科技学院咸安校区。现场，唱山歌、
学打鼓、教点钹等活动，让千余学生嗨学咸
安非遗土味文化。

咸安区汀泗桥镇文化站带来的《汀泗
茶歌》《采莲船、蚌壳精表演》等传统艺术节
目，赢得在座师生的阵阵掌声。

“山歌不唱冷啾啾，芝麻不打不成油，
无公鸡婆生寡蛋，娇姐无郎不风流……”桂
花镇陈宗华一曲山歌激起湖科音乐学院学生

的热情。“南山烧火北山烟，河水烧茶不着盐，
关公磨刀不要水，好牛好马不用鞭。”文化志
愿者孙新文声情并茂地教同学们唱山歌。

这是我市文旅部门深化“五进”活动的
一个缩影。

市图书馆及全市10家香城书房开展
“咸图有声”“书香城市圈 阅读向未来”
“七彩童年”“我爱探索”“快乐阅读”等主题
活动共247场；

市群艺馆（文化馆）联合各乡镇文化站
开展线上线下读书交流、故事分享、经典诵

读等活动40余场；
市博物馆联合各中小学开展“非遗进

校园”“戏曲进校园”1000余场，其中“萌宝
带你回忆党史上的咸宁名人”“萌宝带你游
咸宁”“体验咸宁非遗项目”等环节深受师
生欢迎，增强青少年文化自信；

市博物馆、市非遗馆与市温泉中学等
23所学校共建非遗传习点，开设书法、武
术、剪纸、茶艺、古琴等传习班课程238节；

市图书馆、美术馆、群艺馆（文化馆）开
展少儿书画作品比赛、清廉书画展、科普宣

讲及科技制作等活动30余场次。
一场场活动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一幅

幅美术书法作品参赛，洋溢着孩子们对党
和国家的热爱，对家乡和人民的深情。

今年以来，市文旅部门开展进校外实
践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书屋、书
院、乡镇文化站，进校园课后服务，进社区，
进青少年活动中心“五进”活动，教育引导
未成年人从小爱党爱国，增强全民阅读氛
围，加强书香咸宁建设，积极开展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

深化“五进”活动，夯实文明基础

在忙着开展活动，强化团队建设的同
时，市文旅局不断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品牌建设，在服务品牌、活动品牌、
管理品牌上下功夫。

7月6日至7日，市博物馆联合咸宁博
物馆联盟成员单位开展咸宁市博物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之“我爱我的家
乡国宝”——童话咸博第八期“小小讲解
员”培训班。

我市近30名“小小讲解员”带着疑问
来到马桥乡村记忆馆、潜山国家森林公园、
梓山湖航天科技馆、北伐汀泗桥战役纪念
馆、汀泗桥古镇、北伐汀泗桥战役遗址、半

亩塘乡村美术馆等地。活动从多元角度让
“小小讲解员”了解咸宁历史文化知识讲解
技巧，并让他们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运用
到实践当中。

今年以来，市文旅局搭建未成年人社
会实践平台，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招募“小小
讲解员”1400余名，累计培训8期，200多
名“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鼓励未成年人
志愿者利用节假日来馆进行志愿服务，累
计服务超过1000个小时。

各级图书馆和少儿图书馆通过“小小
图书馆管理员”志愿者开展未成年人专场
阅读活动78场，未成年人专场展览133

场；各级博物馆、群艺馆（文化馆）持续开
展“博物馆少年讲解员”“文化馆儿童解说
员”未成年人公益活动372场，打响服务
品牌。

我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利用端午、中
秋等传统节日和“六一、五四”等纪念日，举
办“非遗艺术体验课”“看文物了解咸宁革
命故事”等未成年人社教活动，组织未成年
人到馆参与情景式、沉浸式体验活动30场
次，铸造活动品牌。

市文旅局联合卫健、市场、公安等部门
开展“护苗”“净网”“闪电”等专项行动，强
化“管理品牌”，开展专项整治。市文旅局

不定期暗访重点检查各县市区出版物经营
点集中的校园周边、大型出版物发行单位、
打字快印店等场所。同时向广大未成年人
宣传全民阅读“绿书签行动2022”开展情
况以及20类侵权盗版出版物的鉴定知识
等，引导未成年人阅读有利于身心健康的
书籍，净化文化市场。

市文旅局通过不断加强和改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形成“353机制”，利
用不同场地组织开展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寓教于乐，极大丰富全市青少年精神文化
生活，使广大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获得大
幅提升，在活动浸润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打造“三个品牌”，提升服务品质

本报讯 通讯员张瑞豪、高欣报道：“部分
参会人员纪律意识不强，如关刀镇道上村有参
会人员多次离开会场；沙堆镇大柱村有人在会
议期间打瞌睡……”近日，通城县开展2022年
县域文明指数测评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紧急动
员活动。

据悉，县纪委监委成立由党风政风监督室
牵头抓总，各纪检监察室、派出纪检监察组协助
参与的会风会纪监督工作小组，重点监督全县
召开的重要会议会风会纪情况。在开展监督
前，工作小组主动与会议承办部门详细了解会
议议程、地点、参会范围等信息，有针对性地制
定督查工作方案，细化监督方式、时间、人员等
内容，明确监督“路线图”。

县纪委监委巧打“通报+约谈”组合拳，对
在会议纪律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抓住典型、
通报问责、形成震慑；对不落实、不执行会风会
纪要求的党员干部，及时向会议承办部门及其
所在单位党组织通报，督促其单位党组织加强
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教育管理，通过层层传
导压力，让不守规矩者“红脸”、无视纪律者“出
汗”，防止会纪会风“小问题”变成滋生慵懒散
漫、敷衍应付等不正之风的“大隐患”。

截至目前，县纪委监委围绕会前、会中与会
后作风情况，共开展监督检查21次，派出会风
监督员63人次，对10名违反会议纪律的党员
干部进行谈话提醒，通报曝光2期14人。

本报讯 通讯员罗雨轩报道：
“自从上次村湾夜话划定了村公共环
境责任分区后，大家都自觉清扫房前
屋后的杂物垃圾，现在整个村子的环
境面貌焕然一新，生活幸福感更加强
烈了。”提起正在开展的“美丽乡村共
同缔造”活动，赤壁市茶庵岭镇温泉
村的彭德华老人脸上满是笑容。

赤壁市茶庵岭镇将温泉村作为
“共同缔造”试点村，着力培养群众

的主人翁意识，通过探索“二会一
户”自治模式，有效推动基层监督与
基层治理相融合。该村坚持民事民议
的治理理念和众人共商的议事原则，
选举成立村民理事会、乡贤理事会和
党员中心户等“两会一户”自治组织，
通过村湾夜话、民主协商议事等多种
形式，共同对村级重大事务、重要资
金、重点工程进行决策和管理，引导村
民主动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

同时，该村主动做好公示公开，
将本村“共同缔造”试点工作规划、年
度工作计划、当前工作进展等内容及
时上栏上墙，列明权力清单，将村务晾
晒在阳光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此外，该镇积极推动监督力量
下沉，构建镇村两级监督链条，以“共
同缔造”各项工作落实情况为重点，镇
纪委协同温泉村纪检委员深入一线，
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随机核查等
方式，对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跟进
监督，确保各项建设举措落实落细。

本报讯 通讯员李颖报道：“请
各位代表委员结合工作，敞开心扉
谈一谈平安建设情况，多提意见和
建议。”近日，嘉鱼陆溪镇工作队队
织开展“两代表一委员”座谈会、村
湾叙话等系列活动。

现场，各位代表委员结合实际
工作，从禁毒、校园安全、村级发展
等方面对平安建设工作进行了介
绍，工作队对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
建议进行认真记录并跟踪督办；同
时，工作队印制了1000张各工作队

的活动卡片，分发到全镇十个村社
区向老百姓发放，制作工作队的成
员公示牌，确保辖区内的百姓知晓
活动、参与活动。截止目前，共开展
集中走访活动6次，已走访困难群众
88户，走访项目工地12个，走访重点
人群121人，排查矛盾纠纷13起，收
集意见建议10条，解决问题8个。

此外，工作队来到印山村村委
会，在村民家门口开展了一场村湾
夜话活动，活动中，工作队着重向大
家讲解了谨防电信诈骗、养老诈骗

等知识，提升群众防诈意识。
“工作队讲的防诈知识对我们

村湾里的老年人很有作用，需要你
们多讲多说，提升我们的法治意识，
这样的村湾夜话活动很有必要。”参
加活动的村民说道。

工作队与群众话家常、唠想法，
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提升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切实推进平安建设工
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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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平安建设落到实处

赤壁：廉洁乡村共同缔造

连日来，市图书馆举办的“百馆千站绘

荆楚”咸宁市中小学生优秀美术书法作品

展中，200余幅优秀美术书法作品展现了

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市文旅局加强和改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品牌建设，充分发挥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对未成年人的

教育作用，积极探索“353机制”，落实队

伍、阵地、经费“三项”保障，深化“五进”活

动，打造服务品牌、活动品牌、管理品牌“三

个品牌”。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
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
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
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
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国土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
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
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四、本次叁宗国有建设用地网上挂牌出让
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
件。意向竞买人可于2022年11月11日起登录
中国土地市场网、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查询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2宗国有建设用地网上挂牌缴纳保
证金截止时间均为2022年12月09下午16时。

G（2021）022-55号地块挂牌起始时间为
2022年12月01日8时整，揭牌时间为2022年
12月12日09时00分。

G（2021）028号地块挂牌起始时间为2022
年12月01日8时整，揭牌时间为2022年12月

12日10时00分。
地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网上交易系统限

时5分钟在线询问，有竞买人在此规定时限内表
示愿意参与网上限时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
上限时竞价程序，以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

六、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
办理CA数字证书，办理流程请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详见《数字证书申购指南》。

办理地址：咸宁市体育路希望巷175号
办理数字证书电话为：15872011934 联系

人：汪先生
七、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

详细阅读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查询网址：湖北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

系 统 http://219.139.108.3/trade- engine/
trade/index

中国土地市场网 www.landchina.com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715-4818356
八、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变更或补充，以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网上挂牌补充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11月10日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于2022年11月11日至2022年12月12

日，以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G（2021）022-55号及G（2021）028号共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通
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附表）。

编
号

1

2

地块
编号

G（2021）
022-55

G（2021）
028

土地
位置

通城县
隽水镇
上阔村

通城县
隽水镇
铁柱村

土地面积
（平方米）

49217.06㎡（73.83
亩）

15755㎡
（23.63亩）

土地
用途

城镇住
宅用地

城镇住
宅用地

出让
年限

住宅70
年商业
40年

住宅70
年商业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容积
率≤1.3

1.0≤容积
率≤1.8

建筑
密度

≤
40%

≤
30%

绿地
率

≥
25
%

≥
30
%

建筑限
高

≤20m

≤36m

商业
占比

≤
10%

≤
10%

起始价
（万元）

4680.54

979.08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927

196

市文旅局——

探索“353机制” 聚焦文化育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