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下午三点半挖到五点半赚了59
块钱，今天想早点去多挖点儿。”天刚微微
亮，四庄乡四庄村十一组村民张友文拉着孙
女，孙女手拿筛子兴冲冲往皮家庄中药材基
地走去。张友文说：“碰上五一假期，带着孙
女挖药材，让她体验劳动的快乐，认识一些
中药材，很有意义”。

五一天气晴好，四庄村中药材种植基地
迎来采收。药材基地周边几个村大量的村
民结伴到药材基地挖元胡。“挖元胡是2块
钱一斤鲜货，不是很累，每天现称现结，别看
我年纪大，最多的一天能挖50多斤。”四庄
村老党员刘丹梅高兴地说。

刘丹梅今年70多岁，有41年党龄。四
庄村皮家庄是她的家，也是这次药材种植基
地最多的村湾。去年10月，村里计划利用
冬闲田发展元胡药材种植两百亩，许多农户
不相信能在来年播种之前采收完成，担心影
响农耕。刘丹梅站出来将自家所有土地流
转。由于她是党员，几十年来做事在村民心
中比较“靠谱”，村民纷纷同意。

通过实地测量，仅皮家庄片区就流转土
地262.8亩，加上虎形、范垅等几个组共流
转土地420亩，合作社不落一户按时向农户
发放了土地流转金。

“从元胡播种到采收，带动村200余户
农户增收，少的也有500块钱，收入高的达
到4000块钱。”四庄村党支部书记万卫兵
介绍说，县里坚持每年组织开展驻村工作
队专题培训、村干部培训，把党的领导贯穿
乡村振兴全过程、各方面，今后会持续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农村产业发展中的战斗堡垒
作用，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紧扣村
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主线，促进村集
体和群众“双增收”，推进乡村振兴阔步向
前。

四庄乡四庄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为“第
一抓手”，依托生态优势，因地制宜，推行“党
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产业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中药材元胡种植，通过土地流转和
劳动务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为助力乡村振
兴增添了强劲动力。

党员带头谋发展 小小元胡促增收
○ 通讯员 王娇 付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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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湖镇

挽起袖子传递爱心
本报讯 通讯员何潘报道：4月28日，通

城县塘湖镇党委政府组织开展了一次“挽起袖
子，传递爱心”的无偿献血活动。

献血队伍中，既有连续多年无偿献血的
“老将”，也有初次尝试的“新手”。在医护人员
引导下，各位党员干部依次进行登记、体检、血
液初筛等环节，并在检查合格后进入献血车有
序献血。

据了解，塘湖镇此次参与无偿献血的人员
达44人，累计献血量14300ml。大家纷纷表
示，无偿献血是社会公益性活动，同时也是每
个公民奉献社会、体现爱心的应尽义务。

通城“五四”青年节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方思奇报道：“五四”青年

节当天，通城县开展“学习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主题活动。

在表彰仪式上，县领导为市县“两红两优”
“青年大学习·先进集体”获奖的青年代表颁发
荣誉证书及奖牌。县领导在讲话中指出，通城
正处于全力打造中部地区制造业强县的关键
期，希望全县广大青年齐心协力，主动投身县
域发展各方面、全过程。青年人要讲政治、讲
眼界，心系大事，志存高远；要有担当、讲品行，
真抓实干、修身自省；要有激情、讲奉献，始终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尽情挥洒青春汗水，
为通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在文艺汇演阶段，来自11所学校和3家社
会组织的人员表演了《鼓号队表演》《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光荣啊，中国共青团》《青春礼
赞》等节目。

通城二中

隆重举行成人礼仪式
本报讯 通讯员李索、卢伟报道：4月29

日，通城二中隆重举行以“感恩践行责任、梦
想感动成长”为主题的2023届高三学生成人
礼活动。

活动仪式感满满，学校精心布置了校园，
操场跑道上设置了成人门、成才门、成功门，
寓意着同学们走向成人，奔向成功。高三学
子们迈着整齐坚定的步伐，在父母的陪同
下，自信昂扬地迈过成人门，迈向人生新征
程。

据了解，通城二中每年都会举行高三成人
礼仪式，通过开展活动，帮助学生认识十八岁
的重要转变及其意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肩负起家庭、社会和强国的责任，
使他们在学习中进步、在实践中成长，不断创
造新的青春业绩。

“五一”假日期间，通城县关刀镇政法
办、派出所、司法所相关工作人员组成调解
专班，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主动放弃休息，
跨省300余公里，成功调处一起情侣分手引
发的情感纠纷，消除了重大个人极端风险隐
患，有效防范了“民转刑”“刑转命”案件的发
生。

4月下旬，湖南省澧县男子曹某到关刀
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在广东惠东务工期
间，与吴某（通城县关刀镇人）认识并相恋，
现因分手要求女方对恋爱期间自己花费的
九万多元进行补偿，请求派出所从中协调，

并扬言若女方不予补偿将进行个人极端行
为。经调查了解，双方已通过电话微信沟通
并达成补偿意愿，但对补偿金额存在较大争
议，一度产生激烈争执。4月26日，曹某忿
忿不平从湖南乘车到关刀镇找吴某理论，因
吴某在武汉务工，曹某找寻未果，遂向民警
求助。

接警后，考虑到纠纷跨越省际，且存在
个人极端事件隐患，若处理不当极易造成恶
劣影响，关刀派出所立即将情况向镇政府进
行了详细汇报。在了解情况后，该镇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成立工作专班跟进开展协调安

抚工作。期间，曹某情绪激动，多次扬言要
采取极端行为。工作人员与吴某电话沟通
后，经一番劝说，吴某承诺利用“五一”假期
返乡配合调解。

5月2日，在该镇人民调解中心，工作人
员与吴某经过数小时沟通交流，最终促使双
方初步达成一致意见。

5月3日清晨，工作专班驱车前往湖南
省常德市澧县协商补偿事宜。在曹某户籍
地小渡口派出所的配合协助下，调解专班本
着“解心结、促和谐”的理念，耐心游说，温情
引导，双方当场签订协议并支付补偿钱款，

双方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
近年来，关刀镇党委政府深入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政法办、派出
所、司法所、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多方力
量，推动实现矛盾纠纷“一条龙”受理、“一站
式”服务、“一揽子”化解，取得良好的社会效
果。

下一步，该镇将进一步推进多元化解机
制，建好用好人民调解中心平台，最大限度
凝聚合力，将影响社会治安的隐患苗头化解
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确保辖区社
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调解情感纠纷 创建平安社会
关刀镇建好用好人民调解中心平台

○ 通讯员 吴骏宇 孙争果

“我是村里的脱贫户，今年60多岁，还
能够到基地里做点事，一个月拿3000块钱，
真的很知足。”寿龙山康乐庄园工作人员徐
中明说。

徐中明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养鱼种菜是
他的“必备课”。他的知足源自于在农村，做
着习以为常的事，还能有钱赚。

这离不开通城县马港镇何婆桥村村民谌
移新的桑梓情怀，让600亩荒地变身生态养
殖、种植园。当记者来到位于马港镇何婆桥
村的寿龙山康乐庄园，谌移新正忙着喂鸡。

谌移新是土生土长的何婆桥人，早些年
在外经商积攒了一些积蓄。看到村里的乡
亲基本上都搬出去了，留有大量闲置的土
地，而自己又一直想要打造一个心目中的生
态农庄，于是决心回乡实现梦想。

“2019年的时候，我正好回来有事，就
在老家看了一下，看到这个田地全部荒了，
觉得太可惜了。我就回来用挖机全部清理
了一次，想把这个地方全部恢复起来。”谌移

新说。
说干就干。谌移新流转了600亩荒地，

建设寿龙山康乐庄园。庄园根据园区内自

然地形分布规划为“一轴三区”，以西南至东
的道路为轴线，划分西部生态产业种植区、
中部富氧康养度假区、东部休闲特色餐饮

区。是集生态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住宿餐
饮和产业发展的综合体。

寿龙山康乐庄园投入了一千多万，分为
了5个区域，包括庄园、水产、养鸡、养猪、蔬
菜种植。谌移新介绍，正在建一个生态的种
养基地，把所有的生态产品，不仅是农庄自
己用，还大量地销到城市去。同时，该庄园
内有1个特色餐厅，建设面积为820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200人就餐，已带动附近闲置劳
动力10人就业。

目前计划把该园区建设成生态绿色田
园综合体示范基地，打造马港特色生态绿色
农产品品牌，带动村民发家致富。

“围绕打造中部地区绿色发展先行区，
马港镇通过引进能人，打造了寿龙山康乐庄
园，以‘一猪一药两茶三米’为重要抓手，结
合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态农业基础，全力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激活了马港镇新动能，不
断促进农民增收致富。”马港镇政府工作人
员瞿欣说。

荒地变身生态种养园
○ 通讯员 胡远

通城市场监管局

整治医疗美容行业乱象
本报讯 通讯员李索、卢峻报道：4月26

日至27日，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通城县
卫生健康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医疗美容风险
排查防控集中整治行动，整治医疗美容行业存
在的突出问题。

此次整治行动涉及全县所有医疗美容机
构、生活美容机构以及其他可能实施非法医美
行为的人员和场所，聚焦医疗美容行业群众反
映强烈、社会危害性大的虚假宣传、非法行医、
价格欺诈、假冒伪劣医疗美容药品、材料、器械
等违规违法问题，重点对医疗美容机构、生活
美容机构存在“证”“照”不全、违规违法开展医
疗美容、非法制售或使用假冒伪劣医疗美容药
品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据统计，集中整治行动共检查医美市场主
体25个，发现违规违法问题15个。执法人员
将对发现的违规违法线索材料进行归类整理，
依规依法立案查处或移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隽水镇

诗联书画助推创文
本报讯 通讯员胡雄文报道：5月5日，通

城县诗联书画协会隽水镇分会在隽水镇雁塔
社区一楼会议室成立。

据悉，隽水镇将加大力度支持文化建设，
筑牢文化铸魂作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中华
诗词之镇、中国楹联文化镇。

县诗联书画协会会长黎九龙表示：隽水镇
是通城县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隽水分
会要主动融入中心，服务大局，讴歌正能量，弘
扬真善美，为创建通城县文明城市，繁荣传统
文化，助推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诗联书画文
化贡献。参会文化爱好者纷纷表示，将潜心创
作，为创建通城省级文明城市贡献文化力量。

“我们基地的瓜果处于生长旺盛期，像
水果黄瓜已经开始结果了，再过半个月，我
们基地的哈密瓜、羊角蜜、圣女果、西瓜、草
莓、西红柿等将全面上市。”通城县石子洲果
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洵瑞说。

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是推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通城县石子洲
果蔬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大力发展羊角蜜、哈密瓜、圣女果、
草莓、西红柿等特色果蔬种植，不仅让自己
的腰包鼓了起来，也拓宽了附近农民的增收
新路子。

走进通城县石子洲果蔬专业合作社，大
棚里圣女果饱满颀长、水果黄瓜新鲜脆嫩、
哈密瓜藤蔓繁茂……各种瓜果长势喜人。

2016年，胡洵瑞与家人在大坪乡坪山
村流转土地，创办石子洲果蔬专业合作社，
建起种植大棚30个，通过引进羊角蜜、圣女
果、哈密瓜、草莓、西红柿等果蔬新品种，科
学运用大棚管理技术，保障果蔬质量和产
量。正常情况下，每个大棚年均纯利2-3万

元。
“基地有30个瓜果大棚，统一采取无

土栽培，不使用农药化肥，绿色防控。同时，

我们大棚通过对温度、湿度全天监控，为瓜
果提供最好的生长条件，达到最佳的品质和
口感。”胡洵瑞说。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也为周边不少
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坪山村的吴洛珍就
是其中一位，通过在合作社从事种植、采摘
等工作，实现了稳定增收。

“我们在合作社做事，收入也有120-
130块钱一天。在家门口找到这样的工作，
既照顾了孙子，又照顾了家庭，里里外外都
照顾到了，能找到这样的事越做也越有劲，
越做越红火。”吴洛珍说。

这些年，该合作社统筹规划基地种植品
种，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做好订单销售和预
售。每年瓜果成熟季，与省、市、县的机关企
事业单位对接，与武汉大学后勤集团长期合
作，在咸宁区域各家门店直采供应。

随着田园采摘的兴起，该合作社也在
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吸引广大消费
者前来观光采摘，享受诗意田园的乐趣。“在
保证瓜果品质的基础上，我们积极拓展销售
渠道，线上我们积极对接832平台和社区团
购，线下我们采取采摘模式，欢迎大家前来
采摘。”胡洵瑞说。

瓜果飘香“丰”景好
○ 通讯员 吴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