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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作业
插秧更高效
5月5日，咸安区双溪桥镇水稻田

里，村民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机插秧。该
镇今年水稻种植面积5.6万亩，机耕覆
盖率约85%。

近年来，该区大力推广农机化新技
术、新机具，推动水稻机械化育插秧向
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发展，大幅度提
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刘会豪 摄

高质量发展看亮点
服务城乡 创富大众

湖北咸安长江村镇银行特约刊登
服务热线：0715-8150177

春天里，行走在咸安的乡间田畴，
田埂越来越少，田块越来越大，曾经碎
片化的土地如今被织成一张绿毯，大气
磅礴。

土地流转率越高，代表着规模化集
约化经营的程度越高。

数据显示，在咸安49万亩耕地中，
逾26万亩进行了流转，土地流转率高
达53%，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就是要在土地流转上做文章，
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
实现农业生产效益与农民收益、集体收
益的最大化。”咸安区委书记顾兴旺说。

一场发生在咸安农民身边的“土地
规模革命”“效益革命”已然掀起。

小田变大田
规模带来效益

高桥镇高桥村高桥河，是一条“网
红河”，每逢夏季，日接待游客近万人
次。

但省道与河道之间，却有着一片
“烂泥塘”，历史上“十年九淹”，遇水即
绝收。

去年，区政府将全域国土综合整

治、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高标准农田
建设等项目“兵合一处”，在高桥建设全
市首个“乡村客厅”。

项目虽好，但土地经营权属不一，
建设、经营、管理，都是难题。

“大流转”让问题迎刃而解。在政
府号召下，高桥瑞隆种植合作社主动揭
榜，以400元/亩的高价，将167亩土地
集中流转，有了经营主体，项目建设水
到渠成。

承建方按照经营主体意见，为其量
身打造经营所需的沟、渠、水、路，拆掉
田埂“化零为整”，开展宜机化改造，出
色的硬件条件，让合作社负责人李建军
直呼“投有所值”。

他同记者算了一笔账：集中连片的
高标准农田，旱涝保收减掉了“沉没成
本”，整地成本锐减三分之一，每亩地上
能种出200斤油菜籽、1000斤优质稻，
亩均效益达1500元。

高桥镇镇长张娟文另算了一笔账：
春有油菜花、秋有五彩稻，集中连片的

耕地既是金窝窝、更是如画景，带来的
“注意力经济”衍生出热闹的烧烤、夜
市，为当地群众收入再加码。

都是“地里刨食”，“含金量”和过去
不可同日而语。

毗邻咸宁高新区的横沟桥镇孙
田村，有着另一派“科技与未来”的景
象。

大田间，农机来回“撒欢”；半空中，
无人机尽情翱翔。立体作业之余，农户
拿出手机、打开APP，就能查看各地块
肥力数据，并根据信息提示因地补肥。
让人不禁直呼种地竟也“高大上”。

因为看中孙田村土地流转率高的
好基础，去年10月，咸安区在此启动了
16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土地生
产效率迎来二次加速。

“就像从毛坯房住进了‘精装修’。”
瑞隆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刘国防这样形
容高标准农田。单拿取水灌溉来说，智
能化的堰坝，让农民取水的工作时间从
过去的4个小时缩短至1分钟。

“大流转”加速了高标田建设进程，
而高标田建设，让农民跑步迈向现代
化。

2010年以来，咸安累计投入资金
9.15 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 31.22 万
亩，考评成绩始终处于全省第一方阵。
高标准农田占耕地保护面积的比例已
高达 85.89%，预计 2025 年就能实现

“全覆盖”。

农民变股东
集约增长收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流转”的
盛行，让咸安从侧面认识到一个现实问
题：农村人口外流、种植收益不理想。

2023年咸安区《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牢牢扭住土地流转这个促进农民增
收的“牛鼻子”，探索农村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有效做法，
更大力度鼓励发展规模经营。

官埠桥镇带头开展了尝试。
（下转第五版）

向规模要效益
——咸安土地“大流转”观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饶敏 吴文谨 阮智愚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婷婷 通讯员 王钢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4月 19日晚，咸安区温泉街道十
六潭社区景泰花园小区，市住建局组织
社区和小区物业、党支部、业委会相关
负责人，及部分业主代表围坐在一起，
共商增划停车位的具体事宜。

景泰花园小区，没有地下停车场，
目前有地面和架空层停车位140多个，
但有常停车辆近400辆。为解决停车
难题，前期市住建局已联合消防部门实
地勘察，认为在不影响消防车通行下，
可利用小区一侧闲置地块和优化小区
内部空间，增设260个停车位，基本能
满足小区居民停车需求。

本着“应划尽划”增供给的原则，我
市城区的住宅小区今年将新增施划停
车位5000个。截至3月底，市住建局
已组织实施了7个住宅小区的停车位
改造、更新、划线工作,新增小区停车位
500个。

当前，住宅小区停车难是我市的社
会热点和百姓痛点问题。市住建局已
组建工作专班，全面开展破解市城区住
宅小区“停车难”专项行动，计划通过

“六招”破解小区停车难问题，探索出一
条“停车有位、停放有序、收费合理、居

民满意”的咸宁路径。
摸底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我

市城区共有778个住宅小区，登记车辆
93488台，规划设置停车位55463个，
实际投入使用停车位52834个。其中，
有地下车位的小区109个，实际投入使
用的小区81个，实际投入使用停车位
总计10826个，空置率53.77%。

经调查分析，“地上不够停，地下停
不满”原因有三：一是2015年前建造的
小区规划配建停车位偏少，配建地下停
车位的更是微乎其微。二是部分新建
小区地下车位只售不租，或是租价过
高。三是部分居民将独立专用车库改
建成厨房、老人居住房、存储室等。

“地上，见缝插针停得横七竖八；地
下，大量闲置却又停不进。”工作专班成
员、市住建局物业科负责人李俊一句话
概括我市城区住宅小区停车现状，并详
细介绍“六招”——“定价格、抓清理、抓
规范、扩增量、重引导、强执法”。

定价格，解决地下车位停不进的核
心矛盾——价格问题。综合考虑建成
年份、土地出让价格、房屋建安成本等
重要因素，合理制定《市城区住宅小区

地下停车位租售成本参考价格标准》。
抓清理，全面掌握各楼盘停车位

租售情况。由市住建局负责，督办房
产开发企业严格落实“停车位租售备
案”制度，明确车位车库性质、车位数
量和租售价格，严查“只售不租”等违规
行为。

抓规范，指引小区业主规范停车行
为。一方面，研究制定《咸宁市住宅小
区停车管理暂行办法》和《住宅小区停
车业主规约》示范文本，既压实物业企
业责任，又构建居民自治约束机制。

扩增量，确保停车位“不欠新账、快
还旧账”。从规划审批源头入手，刚性
提高新建小区车位配建标准。并在保
障安全的前提下，对建成小区分类施
策，以调整绿化形态、优化空间布局、搭
建立体车库、小区道路增设等多种方式
增加小区车位。

重引导，让“停车入位、停车付费、
违停必罚”的基本要求深入人心。通过
宣传与互动，引导市民在小区停车设施
改建、管理服务和收费过程中，自觉遵
守行业法规，积极参与治理活动。

强执法，对系统规范后依然存在的

违法违规行为予以重拳打击。公安、城
管、消防等执法部门进小区，依法对堵
塞小区通道、占用消防车通道、毁绿停
车、扰乱小区公共停车秩序等行为进行
打击。

“目前，‘六招’正在同步推进中。”
李俊介绍，为确保有法可依、有规可
循，工作专班已对相关的法规、政策条
款进行了集纳，研究起草的《咸宁市住
宅小区停车管理暂行办法》（讨论稿）正
在征求意见，《住宅小区停车业主规约》
示范性文本已经出台，《物业企业矛盾
问题调处“三联单”工作制度》已全面
推行。

以科学之策，探索解难之道。当
前，我市破解住宅小区“停车难”专项行
动正如火如荼进行，各相关部门、各物
业管理企业和所有居民只有携起手来，
用实际行动遵纪守法、遵规守约，才能
共享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

咸宁：探索六招破解小区停车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莉敏 通讯员 卢志广 寿国子

一线一线调研

本报讯 记者祝宝成、黄柱、特约记者但
唐静报道：“老党员宗庆楚是我们的榜样。”5
月4日，在赤壁市一场文明实践宣讲会上，赤
壁镇东柳村80多岁的老党员宗庆楚为了给村
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自己花钱修水渠的
故事，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赤壁镇副镇长吴崇凤说，为提升乡风文
明，引导群众崇德向善，赤壁镇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中，抓住身边的文明典型、先进人物
现身说法，让群众感悟身边榜样的力量。

近年来，赤壁市充分发挥德治教化扬正
气、顺民心作用，不断增强社会治理活力，为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道德引领和力量支
撑。

建强阵地，推动德治教化出新彩。该市将
德治教化与城乡规划相结合，积极推动基层文
化建设，建立了一批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通过举办文
艺比赛、文化讲座等活动，培养市民的文明素
养。

目前，赤壁市11个乡镇和86个村申报创
建文明村镇，乡镇占比100%，村占比70%以
上，有力促进了城乡联创共建，助力美好环境
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培育新风，奏响社会治理文明曲。“我们是
小小志愿者，我们也要参加文明城市创建。”近
日，在赤马港街道夏龙铺社区，在志愿者和社
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几十名小朋友兵分两
路，拿着垃圾袋与夹子，在小区弯腰捡拾纸屑、
果皮、烟头等生活垃圾。

夏龙居小区党支部书记龚望林说：“将环
保宣传延伸至小区，既能丰富孩子的生活，让
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也能提醒家长做好
表率，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成为文明新风尚。”

在赤壁市，德治教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其中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通过文明实践活动，培育新风，奏响社会
文明曲。该市重点抓机关带干部促群众，各单
位党员干部深入小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进行政策宣讲、扶贫帮困、打扫卫生、创
文宣传调查等服务，以服务群众为切入点带动
市民参与文明创建实践活动。

与此同时，在加强社会治理中，该市也注
重发挥先进典型，引领弘扬新时代正气。

近几年来，情系烈士碑林的耄耋老人——
“中国好人”饶邦炎，情系灾区长年捐款的抗美
援朝退伍老兵、“荆楚楷模”张向温，“湖北好
人”“荆楚楷模”来碧海，孝老爱亲“咸宁道德模
范”李海燕等一批典型人物，先后在人民网、湖
北日报、湖北电视台等中央、省主流媒体推荐，
传递正能量，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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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各大景区人
头攒动，人流如织，有媒体称之
为历史同期出游人数最多的一
个小长假。

火热“黄金周”归来，游客爆
满的风景区、堵到“深红”的高速
路、疯狂晒照的朋友圈，在这些
似曾相识的“标配”场景中，一则
新闻却如一股清风飘进滚滚旅
游消费热潮之中。

据《农民日报》报载，一对年
轻夫妻在咸安区租下70亩荒坡
首期投资 200 万元建起花间花
园农场。花园里多以欧洲园艺
作物为主，适当选择合适的本地
花园植物来搭配，两年多来，夫
妻两人在这块荒坡上一点一点
地雕琢。今年“五一”花园正式
对外开放，没想到，50元一张门
票，五一假期首日就接待了200
多人，为了保护好花园生态，他
们只能限流。

付费花园模式在国内乡村并
不多见，为何却受到众多游客的

热捧和青睐？夫妻两人说：“这里
的花市面上很少见，从种子种苗
肥料到沙石木头钢铁再到花架、
廊架、凉亭，每一个细节都倾心打
造，每一处风景都匠心构造。”

旅游如美食，有人喜欢“大
鱼大肉”，有人喜欢“青菜萝卜”；
有人喜欢“满汉全席”，有人喜欢

“风味小吃”。如何做好旅游这
道菜，还是要在内容上下功夫。
面对多元化的旅游消费格局，针
对创新性的旅游消费市场，用匠
心去做好特点鲜明的旅游产品，
以满足游客个性化的需求才是
王道。

咸安区花间花园成为网红
告诉我们，把内容做到精致，把
服务做到极致，每一份匠心都会
成为旅游大餐，每一份匠心都是
旅游景点。

每一份匠心都是旅游景点
○ 盛勇

今日导读

咸宁：把城市轻轻放在山水之间

▶锚定公园城市，一张蓝图吹响“冲锋号”

▶建设大美家园，城市更新绘制“工笔画”

▶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合奏“交响曲”

（详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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