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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4月17日，在赤壁市余家桥乡洪山
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新修建4.5米宽
的机耕桥两边的高标准农田已经聚拢成
片，桥下的中心渠正在有条不紊的施工，
一边的挖掘机忙着平整土地，另一边的
工人铆足了劲抡起锤子把大石块捶小、
上水泥、垒石块、做浆砌石护坡。

改造农田促增收

“小块地逐渐变成了大块田，还施了
有机肥，之前的荒田也都开发出来了，大
家种地更有积极性了，政府建设高标准
农田我们都非常支持。”余家桥乡洪山村
村民刘焕明说。

“高标准的农田改造既节约了土地
资源，又提升了土壤质量，投入使用后，
预计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亩均提高100公
斤，提高了亩产量，有力保障了粮食安
全。”赤壁市农业农村局科长钱直荣说。

当前正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黄金
期，也是抢抓项目进度的关键期。年初
开工以来，施工方赤壁市水建集团加速
推进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进程，
抢工时、抓利好，掀起高标准农田建设热
潮，进行了土地平整、土壤修复、灌溉与
排水工程、田间道路修复新建等工作，赶
在春耕之前交付。

“今年开年复工以来，土地平整以及
管沟开挖修建工作进展顺利，预计4月
底能建设完工。”赤壁水建集团现场总负
责人陈锐介绍道。

改善水利提效益

余家桥乡洪山村中心渠建好后，可
以灌溉沿途丛林村、洪山村、安咀村、月
星山村的高标准农田。

改造前落差一米有余的高岸田干旱
时容易缺水，下方的低浸田雨季泥脚深，
不便于机械作业；经过改造后的田块高低
相差不大，地块平整，土壤肥沃，便于大型
机械进出作业，也提高了粮食亩产量。

“以前地里该浇水的时候水过不来，
该收获的时候大型机械进不去。现在好
了，中心渠修好后引水灌溉方便，机耕
桥、生产路修得宽又结实，机械进出也方
便。”村民宋建文说。

“高标准农田将修建灌排合一渠
1337米、机耕桥7座、生产路36653米、
田间道1740米等，投入使用后，能有效
提高土地质量等级，道路通达率100%，
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20%，大大增强村
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余家桥乡党委委
员、副乡长王伟红介绍。

余家桥乡地处丘陵地带，高标准农田
建设面积有7900余亩，总投资1791余万
元，涉及洪山村等8个村。通过高标准农
田项目建设，可提高耕地基础地力和耕地

质量，并有利于转变生产方式，助力农业现
代化，确保农业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确保丰收奠基础

“高标准农田改造这个政策非常好，增
加了土地的附加值，农田改造好了以后，可
以种一季谷、养一季虾；也提高了村民种田
积极性，原来田没有人种，一百块一亩都没
人搞，现在提高到了三百块一亩，还带动了
地方的就业。”村民吴纯汉看着中伙铺镇埠
头村已经投入使用的高标准农田高兴地说。

“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是赤壁市重
大的民生项目，也是赤壁市乡村振兴的
基石项目。赤壁水建集团一直高度重
视，调配精干力量，高峰时投入14支劳
务队、30余台机械、400余人在赤壁铺开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赤壁市水建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三新说。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食安全是关
系国运民生的“压舱石”，也是一个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赤壁市作为湖北省47个粮食主产
县之一，保障粮食安全责任重大。近年
来，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在规划上突出

“高”字，在设计上突出“实”字，在监管上
突出“严”字，在美丽乡村建设上突出“美”
字，在现代农业上突出“融”字，通过念好

“五字诀”，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涉
及的111个行政村总投资1.7亿元，将建
设高标准农田11.36万亩，形成旱能灌、
涝能排、路相通、渠相连的农业生产大格
局，把大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念好“五字诀” 端牢“大饭碗”
赤壁掀起高标准农田建设热潮

○ 通讯员 宋少琴 贺玲

近日，来到赤壁市赤马港街道月山
村，映入眼帘的是满畈的春光，菜农们趁
着时节在地里忙碌，造型时尚的农家别院
错落有致，文化墙上色彩斑斓，空气中散
发着新茶炒制的芳香，呈现出城郊村生机
勃勃的乡村发展美好图景。

这“美好图景”得益于该村环境、产
业、文化的“三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强劲动能。

环境赋能乡村振兴

赤马港街道月山村村组公路硬化达
到30公里，实现了“组组通、户户通”，351
国道和107国道在境内交汇，跨境里程5
公里。全村12个组3109人实现了安全
饮水全覆盖，当家塘改造达到11口，红星

水库、虎山水库完成了整险加固，北干渠
过境里程6公里。村里聘请了23名保洁
员对村组道路、屋场进行及时清扫保洁。
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为招商引资、产业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果茶加工厂之所以落户月山，
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区位交通优势，山体植
被良好，空气新鲜，非常有利于果茶生
产。”赤壁市羊楼洞果茶加工厂负责人卢
泽群说。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该村蔬菜基地已经发展到1500亩、
优质稻基地发展到1000亩、无籽西瓜发
展到100亩、苗木基地发展到150亩。有
养猪专业户3户、年出栏牲猪6000头，养

鸡专业户2户、年出栏土鸡5000只。引
进了羊楼洞果茶加工厂、胜誉塔吊租货公
司、巍巍环保砖厂、正宏水泥制品厂等企
业。村民农闲时就在村里企业打工实现
了就业增收“零距离”。

“我去年家里的田地照样种收入有3万
元，农闲时在村里环保砖厂打工3个月又挣
了9000元，家里的老人和小孩也照顾到了，
比外出务工强多了。”四组村民张学元说。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月山村新建了农民文化广场5个、面
积6000平方米，配置了篮球场和各种健
身器材，村民在劳动之余也可以在家门口
的广场上休闲锻炼。村民自愿组成的锣
鼓队发展到30多人，舞蹈队发展到3支。

每当村湾有喜事、逢年过节，锣鼓队激情
上演，舞蹈队翩翩起舞，尽情演绎着新时
代城郊居民的新生活。村里干部也没闲
着，从这些“演员”中挑选出骨干代表，及
时组织召开屋场“圆桌会”，一个个乡村建
设的“议案”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得到
协调敲定，国道建设征用的土地当场就可
以调剂解决，农户之间谈好的田块马上就
可以播种育苗，文化活动“软实力”变成了
实实在在的乡村建设“硬支撑”。

下一步，月山村将继续探索乡村振兴
“环境＋产业＋文化”发展模式，把已经形
成的村组道路“微循环”对接融入两条国道

“大动脉”新发展格局，依托国道培植乡村
民宿、农家乐等特色服务品牌，加快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报道：4月 18
日，在赤壁市神山镇莲塘村产业基地内，
只见一排排白色的猕猴桃花次第开放，农
户们抢抓天气适宜、气温适宜等有利时
机，为猕猴桃进行人工授粉、除草、施肥、
培土，现场一派“好嗨哟”的繁忙景象。

赤壁市神山镇莲塘村产业基地占地
面积80亩，总投资65万元，现种植猕猴
桃、黄桃、蓝莓，基地建成后每年为莲塘村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6万余元，帮助30余位
村民实现就近务工，年人均增收5000余
元。

邂逅半亩塘山水艺术 猕猴桃花开“白艳艳”

本报讯 通讯员周蜜报道：4月 19
日，阳光明媚，春意盎然，走进赤壁市半亩
塘艺术村，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半亩塘艺术村地处北伐汀泗桥战役遗
址旁，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总占地180余
亩，为赤壁市官塘驿镇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半亩塘艺术村建设红色旅游景区，打
造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红色教育基地，
目前已开放半亩塘乡村美术馆、青少年国
防教育基地、咸宁市文联半亩塘文艺创作
基地、简居民宿、文创商店以及众多文化
艺术工作室。

村湾锣鼓激荡人心 “三轮”驱动乡村振兴
○ 通讯员 周奕妍 方汉明 魏绍敏

举办首届少儿体适能闯关赛

赤壁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修照宇报道：4月15日，由赤壁市

文旅局主办、市体育馆、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承办的赤壁
市首届“我的中国梦”少儿体适能闯关赛在赤壁市体育馆
举行，来自该市各小学、幼儿园的108名小运动员参赛。

赛事设置了折返跑、搬运重物、连续跳跃、绕杆、四肢
爬行、过平衡木、直线冲刺共七个项目。比赛现场，不同年
龄段的小运动员们神采飞扬、活力四射，在各类器材中穿
梭、飞奔、跳跃。有的孩子动作敏捷，反应迅速，在赛场上
一骑绝尘；有的孩子因为年纪小而动作蹒跚，但依旧坚持
不懈、奋力向前。赛场上选手们全力以赴、奋勇争先，紧张
刺激的角逐让比赛的趣味性与竞技性得到充分体现，看台
上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场充满了激情与欢乐。

体适能运动有助于提高少儿的反应速度、弹跳力、平衡
性、协调性和敏捷性等，赛事的成功举办，推动了少儿体适能
项目在赤壁市的推广和普及，在提高少儿身体素质的同
时，激发他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赤壁医保局

开展医保基金集中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宋慧报道：4月17日，赤壁市医保

局在赤壁市中医医院开展医保政策专题培训会，进一步
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坚决打击诈骗医保基金行为。

培训会系统宣传解读了《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条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举报处理暂行办
法》等法规政策，通过系统宣传解读、以案说法、警示教
育，进一步增强定点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监管能力和法律
意识，提高其对医疗保障基金安全规范使用的认知和遵
循意识。

赤壁市医保局在本月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方
式，采取多样化的宣传形式，开展以“安全规范用基金，守
好人民看病钱”主题的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
以定点医药机构为主体，面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在
门诊大厅和窗口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电子屏幕滚动
播放基金监管宣传标语，并向办事群众和就诊患者发放
宣传折页、解答医保政策及相关法规，引导形成全民关心
关注、支持参与医保基金监管的良好氛围。

赤壁城发集团

专项审查整改“回头看”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田宇报道：近日，赤壁城发集

团对下属8家混合制合资企业开展财务专项审查整改
“回头看”工作。

在财务专项审查整改“回头看”过程中，工作小组坚
持问题导向，重点围绕前期查找存在的152项问题，逐项
落实整改措施，检查落实整改情况，建立健全合资企业的
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

下一步，赤壁城发集团将持续抓好混改合资企业的
运营管理，坚持问题导向，重点以治理机制、激励机制等
更深层次的转换，提升混改合资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更好
地盘活资产、自主经营适应市场的竞争。

赤马港街道木田畈社区

为民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 通讯员李若男报道：4月17日，赤壁市赤

马港街道木田畈社区与赤壁义工联盟、小区物业联合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民服务零距离”便民活动。

早上八点，木田畈社区同城上都小区广场上人头攒
动，医疗义诊、血糖血压测量、视力检测、理发、清洗地毯、
磨刀、擦鞋、维修门锁等服务点前已经排起了长队。正在
清洗地毯的汪阿姨高兴地说：“我们家的地毯太大了，在
家都洗不了，今天你们开展的便民活动真是太好了。”

正在为居民义剪的汪苏女士，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
投身到志愿服务中。她在忙忙碌碌地为居民理发，而孩
子在热闹的环境下酣然入睡，小朋友睡醒后，所有的居民
都变成了他的守护人，让妈妈安心为大家服务。小区居
民李女士表示：“汪苏真是太好了，带着几个月的孩子出
来为大家服务，这种精神感动着所有人，让我也想加入志
愿组织，竭力服务于咱小区居民。”

党建引领下，为民服务零距离进小区，为社区与居民
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和谐的桥梁，让他们感受到了社区和
物业为他们带来的优质服务和便利。

赤壁新时代好少年

倡导文明勇当先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报道：倡导文明勇当先，创城

有我更精彩。4月15日，2022年度赤壁市“新时代好少
年”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文明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新时代好少年”主动提水，牵手家长共同
参与擦拭网红桥栏杆的活动。穿红马甲的家长和穿校服
的“新时代好少年”心手相牵，或是挥舞手中的擦布，或是
拧干擦布上的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将网红桥
的栏杆擦拭干净。

2022年度赤壁市“新时代好少年”漆家萱说：“今天
开展擦拭栏杆的活动，让我们把思想落实到行动中来。”

“能够开展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不仅有助于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也提升了孩子们的实践能力。”家长但唐姗充
分肯定了这样的活动。

“每个人都是文明城市创建的受益者，更是文明城市
的创建者。我们组织‘新时代好少年’及家长参与擦拭栏
杆文明实践活动，是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倡导
全体公民快速行动起来，共同为文明城市创建贡献力
量。”赤壁市委文明办工作人员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