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大市民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
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只有人人起而行
之，方能共建美好家园。”9月5日，谈起
创文过程中人与城市的关系时，文明观
察员李丽如是说。

在李丽眼中，文明城市的样子是这
样的：干净整洁的社区环境、秩序井然
的道路状况、便利周到的窗口服务、和
谐相融的人际交往……

近年来，大街小巷发生的变化，让
李丽感觉理想中的文明城市离自己越
来越近。她细数了几个感受最深的变
化：街面更加整洁、宽敞，农贸市场井然
有序、道路通畅；背街小巷垃圾少了、路
面平整了，规范行车的驾驶人多了，临
街店铺出店经营现象少了……

欣喜于这些变化，李丽在日常工作

和生活中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力争为
城市文明增光添彩。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李丽热心、
耐心、细心、真心，尽力让每一位前来办
事的居民高效、便捷地办好事。

空闲时间里，李丽积极参与辖区内
志愿服务活动。不管是慰问孤寡老人，
还是环境卫生整治，都能看到她身先士
卒的身影。

社区里有一名独居老人，行动不大
方便。李丽和志愿者只要有空，就会上
门为其洗衣、晒被子、打扫卫生，用一件
件小事温暖老人孤独的内心。

“当一名志愿者，在助人的同时，自
己也得到了锻炼和升华 ，提高了与人
沟通的能力，还能带动其他人参与进
来，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李丽笑

着说，空闲时间若不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心里还会空落落的。

自从成为文明观察员后，不管是上
班路上还是散步途中，李丽多了“东张
西望”的习惯，只要看到有不文明现象
就会主动上前去制止、劝导。

一次，李丽在社区门口看到一群孩
子在嬉笑打闹，把手中的纸撕碎抛在空
中，弄得满地都是。李丽立即让他们停
止乱丢，劝导他们爱护环境，最后一起
清理垃圾。

但家湾二巷里一直没有路灯，乱
堆乱放现象严重。李丽反映情况后，在
社区的帮助下，此处目前已安装了两盏
路灯，清理了垃圾和杂物，巷道变得清
爽干净，居民纷纷点赞。

李丽坚信，只有通过更多人身体力

行，城市才会更加美好：“城市创建为人
民，城市创建靠人民。创建文明城市不
光是政府行为，我们每个市民也要行动
起来，从细节做起，从身边的文明小事
做起，共创美好家园。”

“当我们随手捡起垃圾，我们的城
市便会多一份整洁；当我们热心帮陌
生人指路，我们的城市便会多一份温
馨；当我们自觉排队，我们的城市便会
多一份理解……”李丽说，这些虽然是
小事，但当每个人都这样做了，细微的
力量就能汇聚成创建文明城市最大的
合力。

人人起而行之 共建美好家园
——访文明观察员李丽

本报记者 张敏

文明创建大家谈

技改升级
产品畅销

9月5日，赤壁祥源特种布有限公
司染布车间，来自欧洲订单的防火床
单正在生产中。

近年来，该公司投入 1600 万元用
于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及生产设备技术
改造，产品畅销国内外，是赤壁去年新
增的6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之一。

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吕志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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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阳报道：感
念师恩，礼敬教师。教师节将
至，我市多家景区推出持证免票

“专属福利”。
在咸安萝卜公社，9月 10

日教师节当天，教师凭教师证即
可免费入园，学生凭学生证即可
9.9元购买大门票。当天，萝卜
公社将举行小丑表演和魔术表
演，时间：上午10：00至11：00、
下午3:00至4:00，地址在该景
区乡村振兴大讲堂。

在蜜泉湖旅游度假区，9月
8日至10日，持有教师资格证、
工作证及身份证人群可免费入
园，亲友半价（限2名）；特惠酒
店入住需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工
作证及身份证办理入住。

在通城药姑山·古瑶村，9
月8日至10日，持本人教师资
格证即可免门票，同伴一人享受
半价门票。

在三国赤壁古战场，截至
9月10日，教师凭证免费入园。

我市多家景区

推出教师节专属福利

本报讯 记者张欢、通讯员
吴丰报道：9月4日，“凝心聚力·
共建共享”咸安经济开发区BA
篮球联赛开赛，共有14支代表
队角逐冠军。

当天下午5时，首场赛事由
咸安开发区机关代表队对战真
奥集团公司代表队。奔跑、防
守、抢断，赛况扣人心弦，篮球扬

起的一道道弧线持续点燃观众
的激情，拉开了此次BA篮球联
赛的序幕。

此次活动由咸安区经济开
发区主办，参赛队伍均来自园区
企业和相关单位，旨在激发职工
创新创业热情，增强谋事干事动
力，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投入到

“建强一个园区”工作中来。

咸安经济开发区举办篮球联赛

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本报讯 记者葛利利、通讯
员胡俊洁报道：“新围墙美观大
气，我们住在小区里面更安心
了。”近日，看着改头换面的新围
墙，咸安区永安街道阳光社区五
金小区居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
于落了地。

五金小区是老旧小区，有住
户155户。院内有一面长约50
米的围墙，因长期无人维护和修
缮，在7月初几场暴雨的冲刷
下，发生大面积倒塌，压垮围墙
下方下水道，导致污水四溢。不
仅存在安全隐患，也影响小区环
境和居民生活。

小区党支部和业委会就此
事联名向阳光社区党委反映，希
望能够得到解决。

居民事无小事。面对居民

们提出的意见和需求，阳光社区
党委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赶到现
场拉起警戒线，并迅速召集小区
党支部、业委会代表召开共谋
会，寻求用共同缔造方式来加以
解决。

在社区的牵头组织下，经过
商讨，小区拿出围墙修缮方案，
决定由小区内7家商铺和21户
居民共同出资修复。

7月底，围墙修复工程正式
开工，经过40多天的努力，围墙
和下水道已修复一新。

“焕然一新的围墙‘筑’起
了居民对社区的信赖。”阳光社
区党委书记陈光强表示，今后
将继续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
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和幸福
感。

咸安阳光社区

共同缔造筑起安心墙

服务热线： 56896

超市老板“变身”职业农民

咸安90后“新农人”田野逐梦
本报记者 张欢 特约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张练

坐拥6家中大型商超实体店的老
板，“转身”一变成为到地里“刨金”的职
业农民……

近日，记者走进湖北农夫子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倾听咸宁90后“新农人”
吕震田园逐梦的故事。

创业“先行者”

记者来到该公司蔬果种植基地，只
见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

“今年3月来考察，两个月内注册
公司，流转200亩土地做大棚，100亩
露天种植。”吕震介绍，公司实施“采用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建设标准化
种植基地，主营蔬菜、水果种植。

今年30岁的吕震，是土生土长的
咸安人，十年前独自外出打拼，做过服
务员、厨师，在实践中学技术并积累资
金。

2013年，吕震回到家乡咸宁，通过

对市场进行认真调研，发现在沿海城市
很受欢迎的生活超市，在咸宁还非常
少，是一片被忽视的“蓝海”。

2014年，吕震和朋友合资在咸安城
区创办了第一家生活超市，随后逐渐发
展壮大。2020年，成立湖北优管家商贸
有限公司，如今拥有中大型商超实体店6
所、供应链物流配送中心1所，全年销售
收入4000多万元，带动就业248人。

乐当“新农人”

近几年，城里的生活超市越开越
多，市场趋于饱和，“闲不住”的吕震瞄
准了农业市场。

“农超对接，农产品‘直奔’自家超
市，压根不担心滞销！”吕震信心满满。

在市人社局和咸安官埠桥镇政府
的帮助下，吕震建起农业种植基地。

随后，吕震在网上联系到一家山东
的农资公司，由对方提供西瓜苗、药、

肥，并派遣专人指导种植。
4月底种下瓜苗，7月中旬结出瓜

来，吕震才发现西瓜品质不达标。加之
汛期降雨量大，瓜棚淹水后，大片西瓜
被毁，赔了160余万元。

总结原因后，吕震意识到，没有市
场考察就盲目发起合作，导致重创。他
重振旗鼓，将西瓜藤全部拔起，重新种
植。

同时，吕震与科研院校的专家团队
合作，学习育苗和种植管理技术，并聘
请职业经理人负责公司业务。

此后，他一有时间就扎进地里，就
为了第一时间掌握蔬果的生长情况。

目前，基地的20亩西瓜、50亩草
莓长势平稳，还有苋菜、辣椒、香菜等十
余种蔬菜丰收。

田野“追梦人”

在城里开超市开得好好的，为什么

回村当农民？
“农村是个好地方，农业是有奔头

的产业。回到农村，在田间地头有脚踏
实地的感觉。”吕震说，成为“新农人”并
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慎重思考之后的决
定。只要看着地里结出形态各异的果
实，他就干劲十足，丝毫不觉得辛苦。

如今，吕震实现了最初的“农超直
供”设想，基地果蔬不仅供应自家商超，
还和城区20多家超市、水果批发市场
以及湖南、武汉、河南等地10余家果品
批发市场达成合作意向。

如今，湖北农夫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共有员工、高管40余人。为做好田
间管理，基地聘请十余名周边村民，让
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未来五年，计划实现农旅融合，打
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合作社+农户’模
式，带领乡亲探出更多的‘智慧路’。”吕
震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湖北省通城县位于湘鄂赣三省交
界处。近年来，通城县践行“开门治水、
人人参与”理念，建设机制，加强引导，
精心培育，涌现出一大批爱河护河社会
志愿公益组织。县委、县政府“搭台”，
河长办“指挥”，爱河护河志愿者之歌在
隽水河等河畔唱响。

精心“搭台”，培育优秀组织

通城县委、县政府和主管部门积极
支持和鼓励志愿服务组织，在政府购买
公益服务项目中，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志
愿服务组织倾斜。按照以奖代补的方
式，每年给予志愿服务组织一定奖励，
以弥补组织经费的不足。同时在精神
上给予激励，由县河长办、县文明办、县
爱卫办等单位，每年对志愿服务组织进
行考核公示，根据结果，在荣誉表彰等
方面适当进行倾斜。

通城县在志愿服务组织的创建、教

育培训等方面加大力度，相继成立绿水
青山志愿者协会、百丈潭水源地保护协
会、小红帽爱卫志愿者协会、水利系统
志愿洁河队等12支志愿队伍，成员超
5000名。定期开展培训和交流活动，
努力搭建民间治水的合作交流平台，让
保护河湖的社会志愿力量由自发上升
到自觉，提高守护河湖的自觉性、主动
性和积极性。

2022年，志愿者共发布保护河湖
主题抖音600余条，发放宣传单1.5万
余份。2023年上半年，参加护河活动
的志愿者达到1.8万余人次，打捞垃圾
2000余吨。志愿者成为河湖的保护
者，敢于制止破坏河湖环境、污染水域
的违法行为。

精选“领唱”，树立典型增强引领

通城县河长办建立志愿队伍人员
选择、组织培育、激励引导等方面的工
作机制，队伍核心人员由政府严格把
关。河长办大力宣传一批“民间河湖
长”事迹，每年向志愿组织负责人发放
证书，增强荣誉感，激发社会热心人士

向“民间河湖长”学习的热情。
百丈潭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发展促

进会会长毛绪武，多年前到广东创办企
业，但他一直致力于通城县最大饮用水
水源地百丈潭水库的保护工作，每次返
乡，他都组织清理库区垃圾活动，宣传
沿海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毛绪武
发挥示范作用，吸引了库区周边高峰、
平湖等5个村1200余名村民加入促进
会，成为护水志愿者。

绿水青山志愿者协会会长刘卫国
自筹资金近4万元，购置并改装了一艘
垃圾打捞船，在隽水河县城河段打捞垃
圾，并在船上悬挂爱护母亲河宣传标
语，播放《亲亲隽水河》等歌曲。2021
年，刘卫国获评湖北省“民间优秀河湖
长”称号。

小红帽爱卫志愿协会会长孔庆平
发挥自媒体优势，积极策划组织各种爱
水护河活动，发动“知心妈妈”、隽水商
会等民间组织和退役军人，参与“为母
亲河美容”志愿行动，坚持日均护河1
小时以上，年打捞垃圾1000余吨。协
会创立6年来，共计126人次受到省市

县各级各类表彰。

精彩“节目”，开展活动扩大影响

通城县采取水利、环保等部门出“节
目”与志愿服务组织自创“节目”相结合
的方式，以志愿服务组织为主体，每年开
展多场护河活动，形成强大声势。

2022年，通城县相继开展“巾帼洁
河庆‘三八’”“喜迎二十大，万人洁河”

“寻源母亲河”“百名政协委员洁河”等
志愿活动。全体志愿者统一身穿红马
甲、佩戴红袖章，或提捡拾工具，或拿宣
传喇叭，行走在河湖岸边，穿行在乡村
小道，成为绿水青山间最醒目的“音
符”。2022年通城县组织开展“最美民
间河湖长”评选活动，吸引近10万人参
与投票。

如今，通城河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河湖更清澈，河岸更洁净，城乡更亮
丽，群众的满意度日益提升。2022年，
通城县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隽水河等主要河流水质提升至
Ⅱ类。（原载《中国水利报》2023年9
月6日第3版）

通城县坚持开门治水，壮大河湖管护志愿队伍——

唱响爱河护河志愿者之歌
央媒省媒看咸宁

本报讯 记者张欢报道：9
月7日上午，2023年咸宁市驻
村帮扶工作推进会暨驻村工作
队业务培训班开班式举行。副
市长刘复兴出席开班仪式并
讲话。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省
驻村帮扶工作推进会暨驻村第
一书记（工作队长）示范培训班
精神，总结上一轮驻村工作，安
排部署下一轮驻村工作。

刘复兴指出，今年6月底，
第一轮驻村工作队帮扶期满，取
得了第一阶段的圆满成功。新
一轮驻村同志要继续统一思想

认识，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角
度推动驻村工作；继续强化使命
担当，从严从细落实每个时段、
每个节点、每项重点工作；继续
坚定信心决心，打赢打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之战。

刘复兴强调，应对新形势，
驻村干部要做到政策掌握精
准，确保脱贫群众充分受益；做
到措施推进精准，第一时间发
现返贫隐患，坚决堵住返贫入
口；做到成效保障精准，深入推
进基层党建，协助当地稳步发
展；做到自身建设过硬，抓好干
部轮换纪律管理，乘势而上开
新局。

市驻村帮扶工作推进会要求

统一思想认识 强化使命担当

本报讯 特约记者皮道琦
报道：9月6日，嘉鱼县鱼岳镇
西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西街社区红十字会开展“人人
会急救 急救为人人”应急救护
知识培训活动。

培训会上，红十字会志愿者
细心讲解心肺复苏法、异物梗阻
解除、烧烫伤急救、止血包扎、骨
折固定、特殊伤情现场处理基本
技能等相关急救知识。

教学过程中，志愿者注重理

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在实际练
习中手把手教授大家，居民也积
极自行组队参与练习。

“应急救护培训可以增强人
们的应急救护意识，增强适应环
境的能力，提高处理突发事件应
急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挽救生
命、降低伤害。”社区相关负责人
说，此次活动不仅为辖区居民普
及了自救互救知识技能，更提高
了居民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
害的应变能力。

嘉鱼西街社区

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