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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镇尖山村曾是通城县一个不起眼的村庄，自开展“共
同缔造”活动以来，一年时间不到，村里越来越美，人民生活也
越来越幸福，完成了从被动的“要我做”，到主动的“我想做”“我
要做”的转变。

“我这次回来，发现家乡跟以前大不一样了，道路刷黑了加
宽了，水渠也建设得很好。”尖山村村民王敏说。

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面，整洁干净的乡间村落，金黄灿烂的
油菜花田，家乡的变化，让自驾返乡的王敏不禁感叹连连。

“家里好看了”“村庄变美了”是回乡村民的真切感受，而这
种变化，源于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

去年6月以来，包保县领导、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在尖
山村召开屋场会30多场，从决策共谋到发展共建，同家冲屋
场先后完成危旧土坯房拆除、闲置场所平整、道路拓宽刷黑、
文化广场新建、菜园子改造，办好了一批群众期盼已久的实
事。

“原来这里是一口水塘，垃圾都往里面倒，成为臭水沟，到
了夏天有很多蚊子。去年在这里开屋场会，老百姓提意见，大
家出谋出策，出力出钱，像这些石头都是各家各户捐的，现在把
这里建成了一个花园，我们非常满意。”村民吴金国介绍。

“共同缔造”活动凝聚起乡亲们共建美丽家园的共识，村民
们自觉扮靓房前屋后，村子一天一个样。但是，共同缔造协奏
曲中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村民王某在同家冲屋场主路旁的一座祖坟已有五十多年，
几年前，相邻两户居民私下协商，各出5万元与王家商议搬迁
祖坟，但王家认为祖宗定下的地方怎么能改，搬迁始终没有达
成一致。

在环境改造过程中，尖山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融合党意
民心 ，发动党员中心户、老乡贤分头与王家几兄弟商量。通过
用心沟通、用情感化，从“不能谈”到“可以谈”，再到“谈得拢”，
半个月不到，就完成了王家祖坟的迁址工作。

“通过召开屋场会和交心谈心，做通了老百姓的工作，王家
无偿的将坟墓搬迁，祖坟原址按村民意愿建成了一个休憩小游
园。”湖北银保监局驻尖山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苗壮说。

看到邻里纷纷“出力”，家门口变了个模样，60岁的村民张
秀琴自觉认领了村湾区域的清洁维护工作。

“我们这里的环境搞得这么好，都是大家各负其责，把屋场
扫得干干净净。环境好了，我们身体好，住着也舒服。”村民张
秀琴说。

如今，村民们自觉承包了自家门前屋后的环境卫生。村里
成立了共同缔造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理事机构，
构建横向到边的村民自治体系，不断吸纳全村党员、村湾乡贤、
能工巧匠为会员，让村湾群众在协商中增进互信、达成共识，形
成共商共管的良好风气。

“我们村里的建设，是大家共谋商定的，所以要管好，要达
到我们心目中理想的标准。”村民牟洪平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今的尖山村基础设施齐全、环境干净
整洁、民风淳朴至善，呈现一派和谐的乡村景象。与此同时，
村里正努力发展艾叶种植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做强集体经
济。

通过共同缔造，党员群众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的
明天，随着一个个愿景逐步变为现实，尖山村也将享受共同缔
造带来的丰硕成果。

“通过共同缔造，全体党员群众吃懂弄通了‘五共理念’，我
们正借着共同缔造的春风，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和
着力点，团结带领全村的人民群众，努力建设产业兴旺、社会和
谐、家庭和睦、生态优美的尖山村。”五里镇尖山村党支部书记
王双全说。

石南镇

安上小护栏 保障大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夏徐祎、罗鸣报道：“这是353国道石

南段安装的第一条护栏，出门有了安全感。”石南社区居民
吴和平说。3月14日，353国道石南段1.9公里护栏安装工
作基本完成。

今年2月，石南镇入户干部在石南社区收到居民集中
诉求：353国道在石南社区集镇一段，没有护栏，大车小车
都是快速通过，周边居民感觉不安全，特别在夜里过马路
更是提心吊胆，近年来该路段也偶发交通事故，急需安装
护栏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镇党委政府在了解群众相关诉求后，立即对接县相关
部门，通过县住建局“擦亮小城镇”专项行动，邀请住建部
门领导来该段国道现场查看，现场进行规划设计而成。

“石南镇将不断推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下乡在集镇
中心路口，规划设计红绿灯。”石南镇人大主席吴辉说。

向往“诗和远方”

通城河畔露营成新潮
本报讯 通讯员吴雷、何蓉报道：近日，在隽水镇近郊

菖蒲港河畔的一处露营基地，15顶露天帐篷错落有致地散
落在翠绿的树林间。大人们围坐一起谈天说地，孩童们则
在草坪上撒欢奔跑。林荫夹道、河水潺潺，幽静恬适的优
美景观，搭配上露天场地上人们欢快的身影，扑面而来的
活力，将春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美好景象的背后，是河道环境的改善。据基地负责人
介绍，这两年，随着菖蒲港河综合治理项目的实施，整条河
道开阔整洁，河水缓缓流淌，两岸绿树成荫，形成一条曲径
通幽的生态长廊，完美契合大众对“诗和远方”的向往，正
是休闲、野炊、露营的好去处。

通城教育局

“校餐”集中配送保障营养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赛明、通讯员胡远、何蓉报道：近

日，通城县教育局组织10名学校后勤负责人代表、10名家
长代表前往采购基地——聚道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
城分公司参观。通过参观公司食品验收流程、蔬菜原料库、
留样柜等，让学生家长直观了解聚道食品是如何通过生产标
准操作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把控。

公司负责人介绍，由高级营养师依据国家营养协会标
准，按照学生每日所需营养制定食谱，实现科学性搭配，让学
生饮食均衡。

参观完采购基地，学生家长来到通城县实验学校参观食
堂，家长们亲身感受用餐环境，对食堂卫生、菜品搭配等进
行全方位监督。

今年以来，通城县教育系统在严格全县中小学食堂饮
食安全管理的同时，通过实行集中采购统一配送、“校长试
餐、教师同餐、家长陪餐”的用餐制度等措施，让学生营养
更均衡。

关注“3.15”

通城销毁假冒伪劣商品
本报讯 通讯员李索、卢峻报道：3月15日，通城县市

场监管局联合县检察院、县农业农村局、县发改局、县烟草
专卖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盐业公司等单位，在三合中百
广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各职能部门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
资料、摆放宣传展板等方式开展消费维权宣传，向广大消
费者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消费
维权知识。

麦市镇

开展保护菖蒲港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阮意、吴彦儀、姜航宇报道：近日，菖

蒲港河道两旁，一群“红马甲”或利用专业的清淤设备自下
而上清理行洪障碍物，或手持大铁钳、垃圾袋，动作麻利地
清理岸边的生活垃圾、残枝败叶等。

这是麦市镇政府组织镇派出所、菖蒲港河沿线村委会
及小麦粒志愿服务队的150余名志愿者，在菖蒲港河麦市
镇段及周边河滩开展“保护菖蒲港‘母亲河’”专项清理行
动。此次活动旨在汛前清理淤泥及障碍物，保障行洪安
全，引导大家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

下一步，麦市镇将继续积极宣传保护河道的重要意
义，让更多的人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菖蒲港“母亲河”。

近日，通城县文旅局、通城县花鼓戏
剧团、道上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开展

“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活动，给群众带
去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化汇演
的形式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让党的二十
大精神“声”入人心。

戏曲下乡惠民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伴随着铿锵的锣鼓、传统的唱腔，听
众们仿佛经历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传统戏曲的味道就是地道，唱的都是我
们老百姓爱听的老戏旋律，希望以后经常
来。”道上村村民对送戏下乡活动赞不绝
口。

此次“送戏下乡”活动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表演形式将文艺作品送到群众家
门口，送到百姓心坎上。不仅极大地活
跃了农村文艺舞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也让群众在观看节目的
同时了解党的政策、聆听党的声音，推动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深入人心，真正将文化惠民、服务百姓

落到实处。
下一步，关刀镇将继续从群众需求出

发，持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充
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阵地作
用，开展丰富多样、接地气、暖民心的文化
活动，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
振兴。

关刀镇道上村

文化汇演进村湾 连台好戏踏春来
○ 通讯员 陈琳

“相片照得好，还不要钱，太满意
了！”四庄乡庙下村村民杜荣梅拿到自
己的“福像”，笑得合不拢嘴。

3月15日，通城县文联联合新华
书店的党员干部兼摄影爱好者们，把
一批冲印并装裱好的“福像”送到四庄
乡庙下村村委会，村里的老人们纷纷
来认领自己的照片。

捧着自己的“人生最美照”，幸福
在老人们脸上，她们笑呵呵地欣赏自
己和其他人的照片。一位老人拿到照
片后，向工作人员伸出大拇指点赞。

活动现场，一位近90岁高龄的老
人表现出有些失望。原来，在上次集
中照相时，这位老人因故没有参加，今
天特意拄着拐杖颤巍巍来到现场“赶
热闹”，却没有照片可领。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立即为其

补拍，并表示会将装裱好的照片直接
送上门。

“县文联、新华书店驻我们庙下
村，发现庙下村的老人有照‘福像’的
需求，就组织了此次活动，党员干部们
为驻点村60周岁及以上老人送出12
寸照片161幅。”庙下村党支部书记金
一甫介绍。

在通城，老人们都有照“老像”（也
叫福像）的传统，穿上最喜欢的衣服，
端端正正拍一张“人生最美照”，留给
后人的不仅仅是念想，更是淳朴豁达
的人生智慧。而老人们自己获得的，
是一份心理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满
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唯有真心
实意，才能把温暖送到老人们手中。”
通城县文联主席刘亚敏说。

通城农业农村局

放心农资助力春耕
本报讯 通讯员郭佳承报道：3月15日，通城县农业

农村局开展2023年通城县放心农资下乡宣传周活动，引导
农民群众理性购买、科学使用农资产品，深化农资监管服
务，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在隽水镇三合广场、大
坪乡花墩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设立种子、农药、肥料等咨询
台，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农资宣传资料、现场解答、农机操
作演示等方式，向农民朋友普及识别假劣种子、真假肥料、
假劣农(兽)药、农资投诉及维权方法，指导农民科学购买正
确使用农资，确保全县春耕生产安全。

“福像”送到村 老人好开心
○通讯员 何蓉

“共同缔造”让尖山村大变样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黎赛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