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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老年大学

“银龄”学生返课堂
本报讯 通讯员吴秀娟、金奕报道：“我今天一大早就

起床了，期待开学的日子”“在家很无聊，还是上学好”……
2月27日，通城县老年大学迎来了2023年春季新学期开
学，学员们重归校园，受疫情影响沉寂多月的校园恢复了
往日的热闹。

走进教学楼，二胡声、葫芦丝声、钢琴声声声入耳。
声乐班学员引吭高歌，歌声悠扬动听；朗诵班学员诗歌朗
诵，抑扬顿挫；形体班学员举止优雅，步态优美。“学员们，
今天是开学第一课……”教室里，各类课程精彩呈现，老
师们认真讲解，学员们仔细聆听。校园内新老学员欢聚
一堂，畅聊新课程、漫谈新规划。他们用行动展现了中老
年人的靓丽风采和精神面貌，成为老年大学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新的一年，通城县老年大学将继续坚持“政治建校、质
量立校、文化强校”的办学理念，坚持“增长知识、丰富生
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提升办学
质量，不断满足老年人对高品质学习生活的需求，让老年
大学成为“银龄”学生的学习乐园，推动全县老年教育工作
高质量发展。

大坪乡

筑牢护林防火墙
本报讯 通讯员邱苏、李榕报道：为进一步强化生态

护林员森林防灭火安全意识，提高扑火队面对火情时的实
战能力，2月28日下午，大坪乡花墩村举办了森林灭火演
练活动，各村（社区）干部及生态护林员共计98人参加活
动。

演练时，花墩村党支部书记胡新龙对消防器材的使用
方法进行深入讲解，并示范动作要领。

全乡扑火队成员明确了火情处置流程，也增强了面对
森林火情时的应变能力。演练结束后，县应急管理局号召
大家学习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增强森林防火意识，加强应
急准备,确保人员、物资随时能够“投入战斗”。

“春归何处，正暗香浮动，开彻乡路。”2月
26日，通城县文联组织县作家协会、诗词楹联
学会、老年书画协会、摄影家协会、楚天诗苑等
27名文艺志愿者赴石南镇开展联谊采风活
动。采风者一行先后参观了牌合村梅苑、美丽
乡村示范点梅港村、共同缔造示范点樊店村二
南屋场。

“梅苑的梅花是壮观的美，梅港的梅花是淡
雅的美，两者各有特色，为乡村振兴的美好春天
妆点了诗意。”县诗联学会主编刘踩云说。

梅港村省级非遗“赛锣赛亮”是通城县的文
化名片，石南镇依托非遗文化打造美丽乡村，先
后在梅港村建起了农家书屋、文化广场、篮球
场、赛锣赛亮文化馆等文化场所，同时投入大量
资金用于拓宽道路、加固河道、美化村庄、改造
电网等，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很喜欢这个阳光灿烂的小地方，家家户户
干干净净，春联张贴整齐，书法俊美。”县作家协
会副主席潘广云说。

为推动共同缔造，石南镇党委书记带领工
作专班入户，与村民“面对面”，详细解释“共同
缔造”含义与精神，宣传如何贯彻“决策共谋、发
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理念，
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共同缔造美好环境与
幸福生活”活动，以实干带动群众出智出力、投
工投劳，共建美丽村湾。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文艺特长，全
面展示石南镇共同缔造、乡村振兴取得的伟大成
就，不负春光，不负时代。”县文联主席刘亚敏说。

图为文艺志愿者正在石南镇梅苑取景拍
摄。 刘亚敏 摄

梅闹村兴 春意正浓

通城文艺志愿者开展联谊采风活动
○ 通讯员 胡雄文

“石南镇玉怡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项目依靠玉立集团，有成熟的主体建设
和运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品牌支
撑，将打造水稻种植、收储、加工、销售
一条龙产业链。”“五里镇现有艾叶种植
面积1500余亩，年产量3000吨，群众
热情高，市场需求广。新建艾叶加工仓
储车间，符合农户种植需求，产生联农
带农效应，可形成规模化效应，更好助
农增收。”3月1日，通城县2023年首场
乡村振兴产业项目谋划专场擂台赛，在
通城县委党校报告厅正式开赛。

擂台赛现场，全县11位乡镇负责
人紧扣政策、联系实际，以PPT＋现场
演讲的形式展示自己谋划的乡村振兴
产业项目，畅谈项目实施的前景效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此次
通城各乡镇谋划储备的项目均为可争
取资金、可招商引资、可落地实施、可持
续发展的“实”项目“真”项目。涵盖农

业产业化、生态环境、文化旅游和商贸、
工业产业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五
大类。其中，部分项目已完成规划设
计，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同步推进。

现场评委根据项目的前瞻性、必要
性、落地性、效益性、综合性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定，经过比拼，沙堆镇稻米精深
加工厂项目、五里镇瑶乡艾宝艾叶仓储
基地建设项目获评第一名，北港镇横冲
村牛蛙养殖基地项目获评第二名。

“此次参赛项目集中突显‘五个聚
焦’。聚焦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聚焦
联农带农，聚焦特色产业，聚焦提高村
集体收益，聚焦补齐农村短板。希望相
关乡镇细化实施，稳步推进，推动乡村
振兴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通
城县委副书记、县长杨修伟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下一
步，通城县将把此次参赛项目列入重点
发展项目库，从资金申请、招商引资、政
策扶持等多方面进行重点支持。

11个乡镇同台打擂

通城吹响乡村振兴“冲锋号”
○ 通讯员 吴雷 周志鹏 何刘芬

“去年我家的红薯长势还可以，丰收
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帮扶干部到我家
来看我的时候，我就顺便提了一嘴，没想到
第二天辖区网格员志愿者就上门了，帮我
把三亩地的红薯都挖完了。”说起辖区网格
员，龙印村十组脱贫户汪绊伸手点赞。

塘湖镇网格化管理以现行村、组划分
为基础，细分责任区、落实责任人，增加组
级网格，全镇共配备3名专职网格员，1个
村级共设立72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
名兼职网格员，镇级网格长由镇综治办主
任担任，村级网格长由村综治主任兼任，
村级网格员由各村村两委成员、千人计划
人员等兼任，镇、村网格员共75名。

“实现网格化管理后，不管是大事小
事，家里事还是村里有事，辖区网格员会
迅速赶到现场帮忙解决，将矛盾化解在萌
芽状态，实现了基层有人管事，有人做事
的良好局面。”塘湖镇党委副书记吴宇星
介绍。

为保证全镇社会管理网格化工作落
实到位，塘湖镇社会管理网格化领导小组
通过创建镇村网格管理体系，使管理和服
务中心下移，做到情况掌握在一线，问题
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一线，工作推进
在一线，感情融洽在一线，实现网格效益
最大化。

“没想到不用去县里，在家门口就可以
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了，既少跑了路、又少花
了精力。”拿到不动产权证书的塘湖镇狮子
村1组村民张超文难掩高兴和激动。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最大限度方
便群众办事，塘湖镇以“网格化管理”扎实
推动服务、平台、资源“三下沉”，实现便民
服务事项就近办、一次办、高效办，夯实基
层治理根基。新建占地面积近600平方
米的便民服务中心，科学设置政务服务、
综治网格、人民调解、信访接待、司法救助
等功能区域，推动“办公场所最小化、服务
功能最大化”。过去群众到镇里办事，找
不到人、找不到部门、乱跑冤枉路是常有
的事，实现网格化管理以来，镇村依托网
格便民服务机构，通过集中办公、全程代

理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提高服务质量，
办理了大量服务咨询、审批和矛盾纠纷事
项。

“家里的空调坏了，找不到维修电话，
送去县城维修太麻烦了，在村里网格员微
信群里发了求助信息后，立马有维修人员
上门。”望湖村村民夏阳光说。

塘湖镇实行网格管理以来，村级网格
员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化解网格内不稳定
因素，定期走访网格内居民，了解居民思
想动态，全力为居民排忧解难。

“网格员主要负责网格内的信息采
集、政策宣传、检查核实、办事联络、隐患
排查、矛盾调处、治安巡逻等工作，当好情
报信息员、基层管理员、政策法律宣传员、
人民调解员、治安巡逻员。”塘湖镇宣传委
员黎猛介绍。

塘湖镇网格工作重点是村（社区）“一

标三实”基础信息采集、录入、更新工作，
全面掌握各村（社区）矛盾纠纷和不稳定
因素排查情况，将塘湖镇实有人口信息录
入咸宁市网格化数据平台，录入户籍人数
36000余人，现17个村重点人员已基本
录入完成。出台了《塘湖镇网格化信息管
理制度》《塘湖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会
议制度》等制度，确保网格管理服务常态
化、长效化，推动实现以网格“小平安”凝
聚全镇“大平安”。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
方面参与“网格化管理”是塘湖镇一大亮点。

“唯有考出好成绩，以优异的成绩回
报大家对我的关爱。”通城县塘湖镇黄袍
中学初三学生黄远（化名）说。

黄远母亲早年去世，父亲残疾，家庭
没有收入来源，黄远萌生了想外出务工的
想法。通城县唐爱公益慈善基金会了解

情况后，安排基金会成员面对面与其沟
通，赠送课外励志书籍，并将其纳入帮扶
对象，一直到他完成学业。

“基金会根据捐助者意愿，对在教育
教学中的优秀教师和励志学生给予奖励，
先后在塘湖镇黄袍中学、大埚完小、凉亭
小学等学校进行了32次奖学奖教活动。”
唐爱基金会秘书长章秀珍介绍。

唐爱基金会自2019年成立以来，和
村委会、学校一起，对通城县塘湖镇、北港
镇等7个乡镇开展以现金、物方式帮助学
生562次，累计资助114.9万元。

“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推动社会管
理创新，紧紧围绕‘村情全摸清、矛盾全掌
握、服务全方位’的工作目标，着力提升全
镇网格化综合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功能，
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塘
湖镇党委副书记吴宇星说。

塘湖镇荻田村宜居和美乡村 姜咏胜 摄

村情全摸清 服务全方位
塘湖镇以“网格化管理”创新乡村基层治理

○ 通讯员 胡雄文

五里镇

开展校车安全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罗勇、易波报道：2月28日，五里镇联

合县教育局、县交警大队、县校车办、城发校车公司在磨桥
小学开展校车安全集中排查整治行动，对全镇6所学校的
14辆校车开展安全检查。

检查中，工作人员对校车驾驶人资质、校车标牌、行驶
路线等基本情况进行逐一核对，严查校车手续是否齐全、
是否符合安全运行条件、随车监控及车辆维护保养等情
况，并逐车查看了逃生锤、灭火器、安全带、随车急救箱等
安全设备有效情况。五里完小校车司机表示，在工作中我
会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定期
对校车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严格按照校车行驶路线、通行
时间、停靠站点接送学生，并自觉做到不超员、不超速行
驶，确保上路不违法，以保证学生路上出行安全。

五里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对校车的监管力
度，常态化开展校车安全巡查抽查行动，确保全镇校车运
行规范、安全、有序，保障广大学生出行安全。

通城高三学子

百日誓师向未来
本报讯 通讯员胡远、李索、郭佳承报道：2月27日，

通城一中、通城县教育中心、通城二中举行2023届高考百
日誓师大会，全体高三学子激情宣誓，冲刺百天，决战高
考。

在通城一中，全体高三学生在领誓人的带领下集中宣
誓，用响彻云霄的誓言表达出苦战百天、逐鹿考场的信心
和斗志。在班级挑战与应战环节，各挑战班级手持战书，
高喊宣言，向应战班级发起挑战；各应战班级不甘示弱，斗
志昂扬地予以回应，营造出一片你追我赶的热烈氛围。

在通城县教育中心，全体高三学生佩戴印有励志标语
的红头巾，高举右拳，庄严宣誓，用激昂高亢的声音呐喊出
心中最坚定的筑梦誓言，响亮的口号沸腾了整个校园。高
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学校为学生们制定了科学的备考计
划，助力学生以良好的状态决胜高考。

在通城二中，“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庄严承诺：不负青春
的期盼，不负恩师的厚望。在百日的战场上，我们将无悔
于青春、无愧于理想！”1089名高三学子高举右拳、面向老
师，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铿锵有力的宣言，恣意挥
洒胸怀意气，向高考发起冲锋号。

三月好春光

政协委员植树忙
本报讯 通讯员罗勇报道：3月1日，通城县政协组织

全县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职工、志愿者等来到关刀镇高冲
村开展植树活动。

春光无限好，植树正当时。在高冲村四组领下屋至金
家沿线两公里的路段，大家两人一组、三人一群，挥锨挖
坑、扶树正苗、挥锹培土、踩实浇水……很快，300余株新栽
下的桂花树依路就势、迎风而立，为美丽乡村增添了一片
生机勃勃的底色。

多年来，通城县政协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积极向全体政协委员发起“我为通城种棵树”
倡议活动，广泛号召广大政协委员争当绿色家园的“传播
者”“实施者”和“保护者”，为建设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的美丽通城贡献政协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