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2版
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李嘉

电话：0715—8128770

服务热线： 56896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进行时进行时
咸宁市乡村振兴局主办咸宁市乡村振兴局主办

金银花开
攒“金银”
5月5日，咸安区双溪桥镇毛祠村

金银花种植基地，当地村民忙着采摘
金银花花骨朵。

该基地今年 3 月中旬栽种了 370
余亩金银花，因管理得当，近日已次
第开放，整个采摘将持续到6月中旬。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
约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刘会豪 摄

本报讯 通讯员皮博报道：近
日，嘉鱼县潘家湾镇三湾村水稻机插
秧示范基地里，摆放着一排排水稻秧
苗，插秧机来回奔忙，一会儿工夫，稻
田里便“长”出了一行行整齐碧绿的
秧苗，迎风摇曳，展露着勃勃生机。

潘家湾镇是嘉鱼县水稻种植大
镇，耕种土地比较集中，一直以种蔬
菜、水稻为主。近年来，潘家湾镇着
力推广虾稻连作模式，提升生产效
益，金水河流域村庄种植模式从水稻
种植向虾稻连作转变。

“我们几家人合在一起210多亩
水稻田，今天一起用机械插秧，从耕
地到插秧全部实现机械化操作，一天
就能插秧完毕，省时又省力。”当日，
稻田种植户刘国友介绍。

潘家湾镇农技服务中心负责人刘

朝辉介绍，按照传统习惯，每年6月份
小龙虾就基本全部收获，以准备下一季
生产，机插秧可以延长小龙虾20天左
右收获期，一般这段时间是小龙虾价格
最好的时候，通过机插秧延长小龙虾的
收获期，预计可以每亩增收近1000元。

降低劳动程度 提高生产效率

嘉鱼三湾村：机械插秧忙

景观“焕”新 体验升级

月亮湾即将大变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韩天峰 赵玉雪

本报讯 记者王苒宇报
道：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示首
批全国健康学校建设单位名
单，咸宁市实验小学、咸宁市温
泉中学、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3
所学校入选。

据了解，2022年，教育部办
公厅印发《关于实施全国健康
学校建设计划的通知》，从基础
条件、学校治理能力、教育教
学、健康促进等4个方面明确了
全国健康学校建设基本条件，
并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健全学校健康治理体系、提
升全体学生健康素养、完善学
校健康教育体系、建立健康监
测评价机制、增强校园健康服

务能力、营造学生健康成长环
境等7项建设目标任务。

据有关通知，全国健康学
校建设单位校园占地面积原则
上不少于80亩，要求办学条件
良好，教育教学、体育锻炼、管
理服务场地场所、设施设备和
仪器等符合国家规定标准，达
标适用、数量够用、质量好用，
特别是食堂、卫生厕所、浴室、
开水房、手机保管装置等生活
服务设施，符合安全、清洁、无
风险要求，同时，学校要建有校
医院或校医室（卫生室、保健
室）、心理咨询室，按标准配备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等急救
设备设施。

首批全国健康学校建设单位公示

咸宁3所学校入围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
记者但唐静、通讯员王小军报
道：近日，湖北省政府公布2021
至2022年度全省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考核结果，赤壁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位列省级二类开发区第一名。

近年来，赤壁高新区全力
实施工业崛起战略，聚焦清洁
能源、电子信息、大健康三大主
导产业，招引培育新材料特色
产业链，改造升级装备制造、纺
织服装传统产业链，推动“312”
产业集聚，形成百亿支柱产业。

赤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王辉介绍，赤壁高新区

实行“五个一”（一个项目、一名
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
到底）项目推进机制，全力保障
项目要素供给，设立企业生产

“宁静日”，惠企政策“免申即享”
“直达快享”，审批事项“限时办
结”，竭力为企业做好用工、资
金、科技创新等服务保障，为园
区企业量身定制全方位服务。

据统计，2022年该园区企
业达到24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116家，高新技术企业74家，
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369.6亿
元，带动就业20000人，实现税
收14亿元。

赤壁高新区

上榜省级二类开发区第1名

通山山鼓歌师走进湖科

推动传统表演艺术传承研究
本报讯 记者杜培清、通讯

员金顶挑报道：日前，湖北科技
学院音乐学院举办“鼓从山中
来——通山山鼓交流会”。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长歌专业委员
会主任万立煌与通山县九宫山
镇程许村涂诗次等6位山鼓歌
师走进高校音乐课堂，让大学
生们“零距离”感受非遗之美。

据了解，山鼓歌是一种特殊
形式的劳动号子，有着固定的
演唱程序和规定，山鼓歌是大
量成本成套的专用民歌，中间
再穿插一部分歌师即兴编唱的
段落。

在山鼓表演环节，九宫山镇
程许村的鼓匠、歌师们为在座
师生再现了开鼓、鼓阵、收鼓等
仪式环节，演示了“搭鼓皮”的技
艺，演唱了《送郎》《送茶》《四季
景》《望饭》《饭后中》等山鼓歌。
在铿锵有力、富于节奏感的山鼓
声中，民间歌师与100多位师生
一唱众和，专家学者与师生交流
热烈。

此次活动总结交流了通山
山鼓的保护经验，强化了非遗
传承人与高校师生之间的合
作，提高了高校师生的科研能
力与民间文化保护力度。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
记者汪佳报道：近日，崇阳县白
霓镇第二届“霓善霓美·十个最
美”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洪泉
村大舞台举行。

现场，29位村民身披绶带，
登上领奖台，他们是最美共产
党员、最美防疫人、最美退役军
人、最美传承人、最美环保卫
士、最美工人、最美婆媳，以及
最美村湾、最美庭院、最美乡贤
理事会带头人。

“这次被评为‘最美环保卫
士’，对我来说，既是一种鼓励
也是一种鞭策，接下来，我将继
续带领大伙儿把家园建得更

美。”65岁的罗艳珠从教师岗位
退休回村后，主动发挥余热，号
召组里人扮美家园，使村湾一
跃成为白霓镇“最美村湾”。

“他们把奋斗之美、奉献之
美、向善之美、诚信之美写在白
霓147平方公里土地上，用实际行
动深刻诠释了真善美，生动演绎了
白霓人的精气神！”白霓镇党委书
记谭其军说，“霓善霓美·十个最
美”彰显了白霓人的精神高度，是
白霓的骄傲，今后将进一步把“最
美”的标杆立起来、“最美”的责任
担起来、“最美”的力量聚起来、

“最美”的效应炫起来，让白霓无
处不美、无时不美、无事不美。

崇阳白霓镇

29位“草根”榜样书写真善美

潜山脚下，淦河蜿蜒而来，被美景
撞了一下腰，遂成秀丽诱人的月亮湾。
一直以来，这里都是城市的“颜值”担
当，是市民日常休闲的绝佳场所、游客

“打卡”首选。
近期，来往于此的市民发现，承载

美好记忆的月亮湾，正在进行景观升级
改造，即将大变样。

愈美观愈悦目
景观全面大“焕”新

5月9日傍晚，刚吃完晚饭，家住书
台街的魏女士，就带着两个宝宝迫不及
待地出门了。

吹着初夏的微风，驱车来到月亮
湾，魏女士带着孩子们开启美妙的亲子
时光。

“听朋友说这里变化很大，带着孩
子过来看看，果然更美了。”魏女士笑着
说，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月亮湾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就连婚纱照都
是在这里拍的。

和魏女士一样，被景观“焕”新吸引
的市民有不少。大家或沿着栈道散步，
或拍照留念，或欣赏美景，一片欢乐祥
和的氛围。

4月7日，我市正式启动月亮湾景

观升级改造工程，涉及路段为月亮湾路
温泉谷入口处至老二号桥头，全长近
500米。

市城管执法委市政设施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工程包括人行道翻
新、沿线建筑立面及店招改造、沿线绿
化地被清杂及改造、沿线强电入地、沿
线墙体等设施美化及趣味小品布设等。

经过紧张有序的施工，月亮湾已呈
现出愈发美观、愈发悦目的模样：从温
泉谷到市委党校入口处，山体杂草和垃
圾已清理干净，种上了耐阴的绣球花、
彩叶草、网纹草等花草，微风拂过，展现
出别样风情。

刷黑后的人行道变身步行街，上面
已装点各式花箱，颜色鲜艳的月季、马
鞭草、鼠尾草、石竹等花草，营造出花海
的感觉。

有趣味有特色
体验感加倍升级

“这次升级改造，伴随式设计贯穿
全过程，落实共谋、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力争有趣味、有特色，让市民、游客
的体验感加倍升级。”市政设施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改造过程中注重结
合实际挖掘特色，增强趣味性，让月亮
湾这一老牌休闲胜地焕发新魅力。

比如：沿河木栈道里，有很多历经
风霜的行道树，树身上有着形态各异的
树洞。改造过程中，根据树洞的形状，

绘上栩栩如生的松鼠、龙猫、青蛙等，吸
引不少市民拍照、合影。

“这些萌哒哒的小动物让人感觉心
都要化了。”市民赵女士笑着说，感觉很
有意思，特别吸引人。她在一只“藏”在
树洞里的小松鼠旁摆好姿势，让闺蜜拍
下美好的瞬间。

漫步月亮湾，这样的小巧思还有很
多：行道树上放着仿真松鼠、猫头鹰和
夜晚会发光的桂花，让人仿佛置身童话
森林；挂在墙上的空调外机，被装饰成
了不同颜色的老电视机模样，唤醒“时
代的记忆”。

步行街墙面上，精心制作了“拥有
你就拥有全世界”“喜欢咸宁也喜欢你”
等背景，将立体雕塑与墙绘结合；老二
号桥头出口绘上了绿叶和瀑布，有水或
无水皆是一道风景。

砖砌的窨井盖被做成树桩模样，配
上微塑蘑菇，达到以假乱真效果；电箱“穿
上”彩绘新衣，与周边景色融为一体……
这些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的设计，让市
民纷纷点赞：很有氛围，体验感很好。

更便民更利民
走心工程暖人心

5月9日上午，市委党校入口处的
空地，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碌施
工。

“这里正在兴建停车场。”市政设施
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市民反

映停车难问题，改造过程中，因地制宜
翻新了老二号桥老停车场，利用市委党
校旁闲置空地新建了两处停车场。

家住御龙花园小区的王女士对这
一消息欣喜不已：“很喜欢月亮湾的美
景，但之前因停车不方便来得不多，以
后可以常带着家人来游玩了。”

不管是新建停车场，还是翻新人行
道，都是便民利民的体现。市政设施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改造工程以人
为本，力争打造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
程、放心工程、精品工程，切实提升城市

“颜值”和居民生活品质。
自改造工程启动以来，已刷黑路面

4000平方米，完成店面招牌改造 14
家，粉刷墙体2000平方米，强电入地管
道360米，新增排水口16个、雨水井9
个。

尽管工程还未完工，但已有不少市
民、游客慕名而来，提前感受月亮湾不
一样的风情。

在通山县城上班的舒筱，就利用周
末到月亮湾打卡，和朋友们度过欢乐时
光。她说，很开心节假日又多了一个休
闲的好地方。

“改造一片景，繁华一条街，点亮一
座城，惠一方百姓。”市政设施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造预计6月前
完工，通过提档升级，让月亮湾宜游、宜
商、宜文，充满烟火气、可持续焕发活
力。

本报讯 记者阮智愚报
道：日前，市委文明办、市总工
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
开展我市首届不动产登记“最
美登记人”技能竞赛活动。

竞赛活动现场，10余名来
自各县（市、区）不动产登记一
线岗位的工作人员作为候选

“最美登记人”，以竞赛选手身
份齐聚市民之家，通过现场自
我介绍、竞赛答题、技能操作考
核，评比业务能力、展现不动产

登记工作者风采。
本次竞赛活动邀请市委宣

传部、市总工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领导担任评委，根据参
赛选手现场陈述、事迹材料、考
试成绩进行打分，从思想水平、
业务能力等方面考核各位参赛
选手。

据介绍，此次竞赛活动旨
在评审、树选不动产登记“最美
登记人”，树选结果将经评审小
组综合评审后公示发布。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开展“最美登记人”技能竞赛

（上接第一版）
2014年底，年仅24岁的程桔当选

为村党支部书记，在田间地头设计梦想
中的美丽乡村。

彼时的大市村，基础设施薄弱，水
利设施不完备；没有村委会办公楼，村
民办事不方便；村集体经济为“零”；很
多贫困户没有收入来源。

程桔设计了“建强村党支部+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全域旅游+乡村
治理”的思路。这些年，她吃住在村里，
几乎没有周末。她戏称：“刚回村什么
都不懂，只能笨鸟先飞。靠着一个本子
了解民意，汲取民智；靠着一双腿走通
部门大门，敲开群众心门。”

如今，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里路
通了，刷黑了，村民出行便捷了；便民服
务中心建起了，设施完善了，村民办事
方便了；家家户户楼房修葺了，门口绿
化了，村民居住舒心了。

村级产业从以前的零基础，到如今
拥有8个基地、5个小微企业和1个村委
会小康车间，带动100多户就近就业。

村民程鹏说：“我们5名村干部中，
4名是80后、90后，很多在外的年轻人

陆续回村搞建设，村组发展蒸蒸日上。”
在崇阳，像程桔一样的“乡村追梦

者”共有1189名。近年，该县先后实施
“崇才回崇 共建家乡工程”“乡村振兴人
才计划”“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整合全
县各部门对乡村振兴人才的激励保障政
策，实现了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人才的回归，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活力。广袤乡村不仅让青年实现了追
梦，更实现了再造。”崇阳县委组织部副
部长黄助兵认为。

乡音难舍里的价值重塑

４月18日，在肖岭乡肖岭中学，38岁
的丁敏给学生上了一堂有趣的物理课。

他将一枚硬币放入空杯中，缓缓加
水，硬币突然不见了，可当水加到一定
量后，硬币又出现在孩子们视野中。孩
子们的脸上满是神奇和疑惑。丁敏说：

“这是光的折射，今天要学的知识。”
丁敏从海南大学毕业后，通过9年

拼搏，在深圳一家上市公司做到了区域
经理，可谓事业有成。

人生在2017年转了一个弯，难舍
乡音的丁敏返回家乡。

那一年，父亲给他打电话，让他回
家备考，准备当老师。没想到，丁敏爽
快答应了。

爽快的背后，是丁敏在大都市一路
进取、一心拼搏，身倦了，心累了。他不
想以金钱挂帅，而是努力去寻找新的人
生价值。

“除了金钱，我们更要追求健康、知
识、家人等新财富，而老师不仅传授知
识，更传递价值。”尤其是，当丁敏看到
农村青年因缺乏知识在深圳等大城市
屡屡碰壁时，更坚定了自己的抉择。

到肖岭中学上班的第一天，一位老
教师的话就印在他心坎：“教室的每一
位学生，都是一个农村家庭的全部。”

丁敏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重塑人
生价值。

课上，他关注学生的情感表现和不
断闪现的思维火花，激发他们的情感体
验和创造力；课后，他关心学生生活，做
他们的知心朋友。

去年3月的一天，气温骤降，寒风
呼啸，大雪突至。丁敏看到很多孩子没
带棉衣，一大早就从家里抱了一大捆衣
服送到学生宿舍。几名学生惊喜地跳

起来：“老师，谢谢您！”
“他用城市眼界培养孩子，用家人

心胸温暖孩子。”肖岭中学校长肖善来
把丁敏6年的作为看在眼里：丁敏所带
的班级，学生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
丁敏符合3年进县城任教的资格，却一
次次选择留守肖岭乡。

在乡村留守，丁敏每月工资4000
多元，是在深圳时的十分之一；他每天
上课、备课12个小时，比在深圳还多2
个小时。

“在大城市，我只是沧海一粟。在这
里，孩子们更需要我，家乡也更适合我。”
丁敏对记者说，“在当下这个技术、市场、
商业环境发生剧变的时代，乡村振兴需
要更多新鲜血液。看到一批批孩子学成
毕业，我所获得的成就感，旁人难以体
会。回乡任教６年，我很满足。”

在乡情感召下、政策激励下，崇阳
的田间地头，各类人才正在大施所能、
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新挑战，愿
更多青年转换思维方式，勇敢去迎接挑
战，去创造美好新生活。”崇阳县副县长
王顺荣感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