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隽水镇和平社区

“走千家、入万户”暖民心
本报讯 通讯员胡燕报道：为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月中旬，隽
水镇和平社区积极对接下沉单位，开展“千名干部进百村
入万户”实践活动。领导干部带头，身入心到下基层，通过
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开展政策宣传等方式，主动发现
问题，推动问题解决。

在走访中，党员干部嘘寒问暖，家长里短，对群众反映
的问题进行认真研判分析，制订重点矛盾问题清单，落实
专人专案化解，对诉求合理但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主动沟
通、限时办结，对诉求不合理的问题积极引导宣传，真正让
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随着县直单位党员干部陆续来社区报到，社区志愿者
队伍不断充实壮大，下一步，和平社区将以“党建引领”社
区基层治理，动员更多的党员群众参与到社区志愿活动中
来，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麦市小学

新校园开启新征程
本报讯 通讯员吴彦儀、张海报道：春日可望，草木蔓

发。麦市小学从锈迹斑斑的铁门变成崭新的电动门；从破旧的
板房到敞亮的教室；从嘈杂的街道到安静的河西。2月20日，
投入6000余万元，占地110亩的麦市小学正式搬入新校园。

“奶奶，你看我们新学校好看吗”“学校太大了，容易迷
路”“搬了新学校了，读书更有劲啦”“一砖一瓦、一桌一椅，
美好的学习环境已经为我们打造好，我们能做的就是窗外
有风景，手中有课本，眼里有梦想，心中有未来，像教室窗
外的那棵大树一样茁壮成长”学生们在来新校园的路上激
动地讨论着。

全体师生在操场上看着鲜红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心
中无限进步的激情油然而生。

新校园，新征程。麦市小学将不忘立德树人的初心，
努力把麦市完小打造成乡镇教育的一张新名片，办麦市人
民满意的教育！

沙堆镇

点亮平安灯 守护百姓家
本报讯 通讯员罗青报道：夜幕降临，街灯亮起。沙

堆镇党委政府联合沙堆镇派出所开展夜间治安巡逻工作，
深入到各重点路段、单位、场所，加大巡逻防控力度，严查可
疑人员，及时发现和消除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隐患，同时加强
周边安全防范力度，有效预防、控制、打击各类安全事故和财
物侵害案件的发生，以实际行动维护沙堆社会和谐稳定。

沙堆镇夜间巡逻队在排查治安隐患的同时，还积极参
加村湾屋场会，通过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宣讲，全方位广
泛宣传识诈防诈、防火防盗、防电信诈骗等知识宣传。据
悉，今年1月至今，沙堆镇共开展夜间巡逻40余次，发放各
类社会治安宣传品500余份，抓获外省犯罪嫌疑人1人。
夜间社会治安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得
到明显增强。下一步，沙堆镇将持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进一步加大对重点人员、重点场所的巡查力度，不断完
善群防群治网络，为全镇百姓点亮“平安灯”，做好辖区村
民的“守护人”。

关刀镇

环境整治焕新街道
本报讯 通讯员吴倩、祝文婷报道：近日，通城县关刀

镇组织干部群众开展环境卫生“大清扫”“大整治”行动，结
合市域创文理念，持续推进乡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发动
群众参与美好环境共同缔造行动。

大街小巷、房前屋后、河道两岸，在镇政府的宣传发动
下，全镇范围内掀起了环境卫生整治新热潮。整治行动
中，对私搭乱建、挤占街道、乱贴乱画、私接乱拉等现象重
点关注，对公路两侧、背街小巷、河塘沟渠、农房周边的陈
年废弃杂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群众主动清理自家
房前屋后的垃圾杂物，大家扫落叶、除杂草、运垃圾、拆违
建、疏水渠……忙得不亦乐乎。

据悉，此次活动共组织党员志愿者35人，发动群众百余
人，出动钩机铲车5辆，转运垃圾2车，对影响镇容镇貌的顽
疾痼疾进行了有效清理，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普遍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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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残联

“五个一”传递社会关爱
本报讯 通讯员方思奇报道：2月22日，通城县残联

组织开展残疾人“五个一”文化活动，为通城特殊学校27名
学生送去关爱和温暖。此次针对特殊学生的“五个一”文
化活动，即参观一次展览、开展一次游园、赠送一本图书、
组织一次文体活动、观看一场电影。

活动现场，在通城县残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
下，学生们参观了毛主席雕像广场、党史国史馆、知青文化
长廊、公社民俗馆等展区，通过图片和文字接受了一堂爱
国主义教育现场课。

在户外拓展活动中，学生们进行了精心排练的舞蹈表
演和集体合唱等节目。通过这些团体性活动培养特殊学生
学会尊重、接纳和爱，通过对于他人人格的尊重，对不同人个
体差异的认可和接纳，从而培养特殊学生的独立人格。

“五个一”活动为大家提供了一条深入了解特殊学生
的渠道，通过与特殊学生面对面地交谈，真实地接触，了解
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呼吁社会减少对他们的偏见，多点对
他们的关怀。今后将进一步丰富特殊学生群体的文化生
活，培养特殊学生自尊、自信、自强的独立人格，以积极的
心态面对生活学习各个方面。

通城县处于湘鄂赣三省交界之

地，是山区、边区、苏区于一体欠发达

地区。近年来，通城县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全县文旅事业驶入提速发

展快车道，文化企业干事动力不断增

强、乡村振兴活力持续提高、党建引

领合力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

更有保障。

激活文旅发展“一池春水”
通城文旅事业驶入提速发展快车道

○ 通讯员 胡雄文

“以‘企业文化引领企业的发展’一
直是我们瀛通三大发展战略之一。”瀛
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言人金旭红说。

2月 21日，通城县文化和旅游局
“2023年全县文化和旅游工作会”在县
康悦酒店荷悦前厅召开，瀛通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规上文化产业代表进行
交流发言。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通
讯线材及智能电声产品生产制造企业，
十多年来着力打造“大声学、大传输”文
化产业，共有通讯线材、线材加工、数据
线、智能耳机4大系列、41款产品。

“近距离参观，满满的科技感，增长
了见识！”咸宁市区的刘桂荣女士说。

刘桂荣是此次组团前来瀛通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参观的人员之一，也是瀛
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的消费者。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是咸宁市唯一
的上市企业，对她很有吸引力。

组织消费者参观工厂，是瀛通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拓展产生的旅
游新概念和产品新形式，公司通过展示
规模化生产基地，规范化管理，取得消
费者的认同和信赖，扩大品牌的影响
力。2022年接待消费者、学习者、交流
者等4万多人。

为进一步保证文化产品研发的前
沿性和市场竞争力，瀛通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在东莞、武汉、咸宁、美国加州设立

了研发中心；与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科
技大学等高校及机构开展“产学研”合
作。目前，公司已取得各类授权专利共
402项，其中发明专利65项。

“公司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6000
多个，帮扶94户实现脱贫，引进专为残
疾人就业的无障碍标准化生产线，建成
可供500名残疾人就业的车间，为脱贫
户就业找到了新途径。”金旭红说。

开春业更忙。通城县经济开发区
湖北辉隆体育用品公司内，员工们正在
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

“每月工资3600，比较轻松，最主要
是在家上班，方便照顾父母。”湖北辉隆
体育用品公司员工胡晓月说。

湖北辉隆体育用品公司是一家专
业生产各种球类内胆、成品篮球的体育
用品企业。近年来，公司不断做强企业
文化提高企业竞争力，积极开拓国际市
场，产品畅销东南亚，目前出口订单已
排到5月份，带动当地300余名妇女在
家门口就业。

2022年，通城县新增6家规上限上
文化产业企业，在库文化产业企业达到37
家，文化产业企业全年产值达27亿元。

“项目建设要提速度，指数指标要
争位次，向上争资要赶进度，招引项目
要抓机遇，不断为通城文旅事业高质量
发展争先出彩。”通城县副县长李慧芳
在大会上如是说。

以文兴企，增强干事创业动力

“坐在家里分红1000块钱，这在以前
不敢想象。”说起通城县内冲瑶族村的分
红收益，村民胡荣脸上露出笑容。2022
年底，该村迎来乡村发展旅游首次分
红，全村364户村民共计分红15万元。

内冲瑶族村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
和古瑶文化，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村内
景区于2019年12月31日建成开园，由
当地国企通城城发隽达文旅投资有限
公司运营管理。开园三年来，景区发展
势头良好，“通城药姑山·古瑶村”于

2022 年成功跻身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2022 年，景区接待国内外游客
50.35万人，实现门票收入302万元。

“拿出收益的5%向景区内居住的
所有村民发放红利，让村民参与到共
建、共治、共享旅游发展中来，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通城城发隽达文旅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摇说。

春节期间，一则“游客拍风景将手
机掉进峡谷，景区抽水8小时打捞”的消
息，引发网友关注，《央广网》《经济日

报》等客户端纷纷撰文发声。
游客刘女士在“通城药姑山·古瑶

村”景区游玩时，不慎将手机掉进700米
深的峡谷，考虑到手机资料很重要，便
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寻回手机。工作
人员随即制定方案，于次日上午抽水打
捞。

景区热心的做法不断被网友点赞
认可，前来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
旅游经济快速发展，村内36户200多人
从事餐饮、民宿等旅游相关产业。

以文兴旅，以旅活村。“通城药姑
山·古瑶村”景区只是通城县文化和旅
游局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缩影，2022
年，县内善源谷景区、九井峰茶文化生
态园晋升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县
全年共接待游客550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32.5亿元。

“不断加强乡村文化旅游塑形、铸魂
作用，做优服务，让游客感受通城文化魅
力的同时，感受得到通城热情和温度。”
通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波说。

以文彰旅，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通城县塘湖镇红色小镇形象地再
现了革命前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事业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感人事迹，
参观完后很受鼓舞，很有教育意义。”修
水县路口乡冷方祥说，周末带孩子过来
游玩，不仅是放松心情，更要接受红色
文化的洗礼。

红色文化是塘湖镇靓丽名片。塘
湖镇以“一馆四址”为主体，将油菜花海
长廊、城墙山万亩油茶产业园、知青书
院、白水崖瀑布、黄袍山硒泉、大盘山樱
花等旅游精品点连点成线、连线成面，
形成“民宿+旅游”“民宿+文化”“民宿+
观光农业”等主题的农旅融合新模式，
带动红色旅游发展，年均接待游客30万
人次。

“去年200多只鸡鸭没到中秋就卖
完了，今年打算扩大养殖数量。”塘湖镇
荻田村村民金荷霞说。

今年53岁的金荷霞，一家六口人生
活，以前主要依靠种田、养猪维持生
计。如今，塘湖镇红色旅游业的兴旺，
让她找到了增收的主业，从前年开始，
她每年饲养200多只鸡鸭，专供游客购
买。

红色文化带活了乡村旅游，更鼓起
了周边村民的腰包。仅荻田村一个村
就开起了20余家农家乐。家门口的红
利也吸引了年轻人返乡、留乡创业，今
年28岁的黄晶，以前和丈夫一直在深圳
务工，儿女成为留守儿童，2019年看中
家门口红色旅游的商机，她回乡创办起

了农家乐，如今生意红火。
“在基地务工一天有150元，一年下

来收入也有3万多元。”塘湖镇阁壁村脱
贫户金四武说。

眼下正是春耕农忙时节，金四武正
在通城县定武油茶专业合作社油茶基
地施肥、补苗。2022年，该合作社通过
示范辐射带动5个乡镇23个村组300
多户农户种植油茶。

塘湖镇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在发
展红色旅游的同时，深入挖掘生态优
势，致力绿色发展，带动乡亲致富。通
过互联网销售、驻村单位帮扶、游客采
摘等进行茶油、蔬果销售，前后带动139
户脱贫户务工增收。

党建引领乡村发展，红色凝聚文旅

合力。通城县文化和旅游局相继建成
运营东莞市、长沙市咸宁开放窗口通城
馆，助力销售通城名优农特产品500余
万元。同时，拍摄播放旅游景区宣传短
片，编发“通城旅游”宣传画册，建成通城
文旅云平台，组织开展“云游咸宁”通城
专场、“五客汇”等旅游促销推介活动。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春风吹拂，春水荡漾，一幅幅文企
兴、旅游热、村民富的和美乡村图在鄂
南通城徐徐展开。“加强文化产业企业
调度，加快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掘
地方产业特色，强化文化产业创新力、
竞争力，不断激活通城文旅产业发展。”
通城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黄
奇峰说。

以文铸魂，提升党建引领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