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话题

5月1日，咸安区滨河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在金融小区举办“五一同欢乐 邻里
一家亲”活动。

活动在节奏明快、热情四溢的腰鼓表演
中拉开了帷幕。清雅的乐器演奏、欢快的新
疆舞蹈、快乐活泼的少儿篮球表演，还有独具
咸宁特色的快板说唱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
轮番上演。演出过程还穿插有垃圾分类、文
明创建知识竞答，大家纷纷抢答，气氛火热。

在文艺演出另一边，金融小区居民正精
心准备着烙饼、宝塔肉、时令蔬菜、咸宁特色
米茶、糊汤、合菜面，一旁来自辖区的二十余
户爱心商家正热情地为大家准备特色菜品、
美味甜品、香甜水果等。平时难得相聚的邻
居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花样美食，一边聊
着家常，一边为社区建设、生活改善等问题
建言献策。

活动现场还设有香城代办、配锁修车、
义诊、理发、关爱未成年人捐书助学献爱心
等公益服务，为居民群众提供“小修小补”服
务和健康生活指导。

“每次社区活动都是丰富精彩、充满欢
声笑语的。社区真的很用心，生活在这样的
大家庭中我感到非常快乐与幸福！”“暖心家
园”项目成员张奶奶一边和社区工作人员聊
天，一边帮忙制作米茶。

此次活动充分展示了滨河社区邻里互
商、互助、互爱、互联的情谊。同时，也积极
倡导居民走出家门，参与邻里互助，融入社
区生活，共同为社区献爱心、搭把手、出份
力。让以邻为伴、与邻为善成为共识，守望
相助、邻里和睦成为常态，让社区真正成为
居民群众的“大家庭”。

社区同欢乐
邻里一家亲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镇揭琳
4月28日，咸安区南昌路社区在

怡景小区举办了“睦邻小区，情暖五
一”趣味运动会。

活动在拔河比赛中拉开帷幕，随
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双方队员紧握长
绳，双脚分开，身体后倾，一场力量角
逐正式上演。

随后顶纸杯比赛、蒙眼送乒乓
球、踩气球、跳绳等趣味性十足的项
目轮番进行，居民们热情高涨。顶
纸杯项目中，居民胡阿姨认真努力
而又可爱的模样引得围观群众哈哈
大笑。

参与跳绳的居民们更是靠自己
的速度赢得阵阵掌声，一旁还有“拉
拉队”加油助威，赛场上气氛热烈、趣
味十足。

“很热闹，搭档比赛的时候还认
识了新朋友，感觉特别好。”居民舒阿
姨说，她玩得很开心，有些项目简单，
在家里就能玩，还能锻炼身体，她觉
得可以尝试。

活动还穿插了有奖问答，主持人
结合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平安建设、
食品安全等进行提问，参与答题的居
民还能获得精美小礼品。

“大家平时都很忙，邻里之间沟
通交流少之又少，今天借小区举办的
趣味运动会聚在一起，不仅锻炼了身
体，更增进了我们邻里的感情，希望
小区以后能多多举办此类活动。”参
赛居民李阿姨开心地说。

“丰富居民的文化健康生活，激
发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增进
邻里团结互助，是我们举办这场运
动会的初衷。看到居民积极参与，
玩得高兴，就觉得这场活动办得有
意义。”南昌路社区党支部书记黄
辉说。

趣味运动会 居民乐翻天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江婷

5月10日，咸安区学府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五月天 感
恩母亲节”主题插花活动，以献礼母
亲节为契机，传播新时代文明之风，
让居民在欣赏美、创造美中感受幸福
生活。

活动开始，花艺老师先向现场居
民们介绍了各类花草的特征及所代
表的特殊含义，然后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讲解了插花技巧和知识，并着重强
调插花讲究的是层次感。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大家充分
发挥想象力，挑选自己喜爱的花朵，
开始修剪枝叶、设计造型，现场氛围
温馨和谐，花香四溢。不一会儿，一
朵朵鲜花化作成一束束精美的花束，

大家手捧着自己的“私人定制”，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活动中，社区还特别邀请了一
对母子参加活动，母亲胡奶奶已经
80岁高龄，其儿子也已经60岁，几
十年来母慈子孝，在左邻右舍已传
为佳话。借这个机会，儿子用母亲
最爱的花朵制作了一束鲜花送给
母亲。

“这个活动真好，平常忙着照顾
孩子和家人，难得有机会停下脚步和
邻居们一起陶冶情操，感受生活中的
美好。”王阿姨捧着自己的插花作品
笑着说道。

学府社区工作人员感叹道：“孝
是诸德之本、百善之先，也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
欲养而亲不待，孝顺双亲只争朝夕，
要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据了解，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
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拉
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社区凝
聚力。

下一步，学府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将坚持把初心和使命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持续开展多样趣味活动，
打造和谐“邻友学府”。

花漾母亲节 传递感恩心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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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中药书签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柯胜蓝

为增强辖区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传承和弘
扬中医药文化，5月9日，咸安区泉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
湖北科技学院志愿者联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绘中药书签
扬本草精神”书签制作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中医药的深厚历史
和丰富内涵娓娓道来，让小朋友们对中国传统医学有了更深的
了解。随后的手工制作书签环节，在志愿者们的协助下，小朋
友们放飞想象的翅膀，以彩笔为媒介，在书签上勾勒出菊花、枸
杞、当归等中草药图案。他们边绘制边交流，不仅锻炼了动手
能力，更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此次活动旨在激发社区小朋友们对中医药文化的兴趣，同时
挖掘和培养他们的创意与动手实践能力，不仅丰富了小朋友们的
课余生活，更有助于从小培养他们的健康意识，促进身心健康。
泉塘社区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策划更多此类文化活动，为社区
居民提供精神食粮，推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修缮危墙除隐患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王琴

近期，12345平台接到居民反映咸安温泉社区二组老医学
院还建地基处围墙损坏，存在安全隐患。

据了解，围墙长约10米，高2.5米，受老化和连续降雨影响，
出现了破损和倾斜现象，特别是旁边的人行道每日人来人往，
围墙一旦倒塌，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接到居民反映后，温泉社区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
前往现场进行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了围墙损坏的具体情况。
随后，社区迅速作出决策，要求第一时间联系施工队伍，商讨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维修方案，并尽快启动维修工作。同时，为
了确保居民的安全，社区还对受损围墙附近的人行道进行临时
封闭，并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识，提醒居民注意绕行，避免冒险
通过。

5月10日，经过多方努力，围墙终于得到了修复，不仅消除
了安全隐患，还美化了社区环境，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他们对温泉社区高效务实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

温泉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将继续加强对辖区内公共
设施的巡查和维护，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安全问题，为居民
创造一个安全、和谐、舒适的居住环境。同时，社区也呼吁更多
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共同维护社区的公共设施和环境，
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

开放绿地 共享绿意
本报记者 王恬

采访中，市园林部门表示，公园绿
地开放共享是一个全新的管理课题，公
园与游客的“共赢”离不开大家对环境
的“共护”。当公园绿地为市民提供接
触自然、休闲游憩的去处时，也希望大
家保持文明姿态，共同守护公园的良好
生态。

为保障共享区域绿地植物生长，市

园林部门加强开放绿化养护，根据植物
生长周期和特性，选用耐踩踏的草种在
草坪进行混播，而在同一公园内有多个
开放共享区域时，尽量将草坪保养期错
开，确保市民随时能有共享绿地。

同时，倡导市民游客文明共享，做到
“无痕”游玩，对乱丢垃圾、毁坏植物、使用
明火、违规遛狗等不文明行为及时劝导。

从“小草青青，请勿踩踏”到“亲近自
然，乐享生活”，什么是身边的绿色获得
感和家门口的生态幸福感，开放共享城
市公园绿地提供了答案。期待未来越来
越多的公园绿地实现科学开放共享，成
为市民可感可及的城市建设成果，让生
态资源释放更多民生红利，让市民在家
门口乐享诗意生活。

公园绿地要“共享”也要“共护”
○ 王恬

记者手记

风和日丽，微风习习。初夏时节，除
了到景区、商场打卡，找一片合适的绿地
露营，也成为许多市民的新选择。上周
末，在咸安区玉泉街游园绿地的大片绿
地上，市民们或奔跑玩耍，或野餐露营，
尽情享受着周末的惬意时光。

“我每周都带孩子来这里玩，能在家
门口接触大自然，感觉是一件很幸福的
事。”正在与家人游玩的市民李女士说。

近年来，“开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美
好愿景已变为现实。城市绿道，让生活
更具诗情画意；口袋公园，“兜”起了家门
口的微幸福；近来的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更是让绿色福利变得“触手可及”。

9日，记者获悉，继去年开放首批6处
共享绿地后，今年我市城区又新添3处。
截至目前，城区共开放共享绿地9处。

9处绿地中，除了十六潭公园东入
口绿地、玉泉街游园绿地、市图书馆旁的
文化中心休闲绿地，其他6处均分布在
淦河、龙潭河两岸。

便民设施更新，公园+服务。我市
根据现有共享绿地点位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增设便民路灯、体育健身器材
和儿童游乐设施，满足“全龄段”游园
需求，提升公园综合保障能力和多元
服务功能。

据了解，为更好地发挥绿地生态功
能，我市对开放共享的草坪区域实行草
坪轮休制度，在开放时间内，市民游客可

在共享绿地上尽情体验绿色空间的美
好。同时，公园管理机构也将根据群众
使用需求和开放运行中发现的问题，进
一步完善公园绿地共享空间周边卫生
间、垃圾收集点等配套服务设施，不断提
升服务功能。

刚刚开始“共享”，对公园绿地的管

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记者采访中发现，中心城区公园绿

地的破损垃圾桶、果皮箱更换一新；公
厕保洁次数相应增加，按照精细化作业
标准对墙面、地面、洗手池、坐便器进行
了彻底清洗，及时做好消毒消杀工作，
确保公厕整洁、无异味；对垃圾收集转
运车辆及运行路线等重新进行了合理
安排，提高收运效率，确保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

“我们在人多的地方设置了流动垃圾
箱，安排专人循环清理，确保帐篷与游客
撤离，草地仍然干净。还增加了安保人
员，来回巡逻，提醒游客远离水面，不要破
坏草坪，让游客把好心情留下，其它都带
走！”市园林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满足了群众亲近
自然的需求，但也带来了搭建帐篷时使
用地钉、过度踩踏等问题。为实现公园
绿地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市园林部
门积极对开放共享后公园绿地管理模式
进行探索，在保证游客亲近大自然的同
时，最大程度上保护草坪。

插花陪伴有温度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师娟

5月10日，为弘扬母爱的伟大，让母亲们能度过一个难忘
的节日，厦门智宇孝老集团咸宁分公司联合学府社区举办“浓
情五月天、感恩母亲节”插花活动。

现场，数张长桌呈回字形摆放，助老员们提前准备了花篮
和多种鲜花，并通过简单易懂的示范，向老人们介绍如何选
择、搭配花材，以及如何展现出独特的美感和创意。“首先要去
除花枝上多余的叶子，再把它剪短一点，呈现一种错落有致的
美感……”在助老员的耐心引导下，参与者们逐渐掌握了插花
的基本技巧。

亮丽的向日葵、可爱的红豆、清新的尤加利叶……只见大
家精心挑选着花材，巧妙地搭配颜色和形状，还不时发挥起想
象力，创新改变插花的布局，使每一束花都独具特色。很快一
篮篮美丽的插花便完成了。通过此次插花活动，不仅让居民们
进一步了解认识了智宇，也极大丰富了老人们的业余生活，为
老人们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母亲节活动。

断油房车获救援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梅红

5月2日，赤壁市车埠派出所的巡逻民辅警如往常一样，在
辖区马坡村开展巡逻防控，确保辖区生产生活平安。

就在这平凡的一天，发生了一个暖心的小故事——一辆房
车因为燃油耗尽，“趴窝”在高速公路上，这不仅给车主带来了
困扰，也潜藏着交通安全风险。巡逻民辅警发现后伸出援手，
立即联系加油站，帮忙打汽油，然而加油站表示车主的胶桶并
不能用来装汽油，好在一旁的驻村辅警人熟地熟，第一时间联
系了村民借来可以盛放汽油的铁桶，打好汽油后赶忙送到车主
手中，确保了房车能够重新发动，顺利驶离。

房车车主表示，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救援，更是一份来
自当地警方的关怀与责任，体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朴素情怀。
面对民辅警的及时援助，房车车主感激不尽，他的一句句感谢，
是对民辅警日常辛勤工作的最好肯定。在此，民辅警提醒大家
出行前务必检查好车况油料，安全驾驶。若遇到紧急情况，可
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小茶叶 大作为
——通山县杨芳林乡用绿色铺就致富路

本报记者 汪俊东 通讯员 阮班强

青山不黑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茶绿山林，水绕
茶庄。5月9日，记者在通山县杨芳林乡郭家岭村白茶基
地，一边在茶园漫步，一边观赏茶庄胜景。

“瑶山红茶是杨芳林老字号茶叶品牌，清朝时曾经茶
马古道远销欧洲、英国、俄罗斯等地，闻名遐迩。”通山县杨
芳林乡党委书记陈文斌对记者说道：“2016年，我们从上
海农业科技公司引进白茶种植，并成立湖北钱锦世纪茶叶
有限公司。目前，世纪白茶拥有白茶基地1200亩，发展成
生产销售一条龙企业，年产干茶6000多斤，为当地村民在
家门口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世纪茶园的发展壮大有效解决了我们在家就业问
题。”郭家岭村村民黄爱华，因需在家照顾小孩，不能外出
务工，平时通过在世纪茶园锄草、采茶、务工补贴家用，5
月16日，黄爱华欣慰地告诉记者，“春茶采摘时，一天能赚
200多元，月薪也多达6000多元。足不出村，在家门口就
有如此收入，实属不易，也知足了。”

“清朝时杨芳林就有‘小汉口’之称，这里物产丰富，商
贾云集。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是茶叶种植的风水宝
地。”湖北钱锦世纪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方颖自豪地告诉
记者，“我们引进的白叶一号、黄金芽等白茶品种，其氨基
酸含量是普通茶叶的3-4倍。味道甘淳，不苦不涩，上海
人称之为‘美女茶’。 明前茶可卖到3000元/斤，白红茶
均价700元/斤。而且市场俏销，供不应求。”

湖北钱锦世纪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海锦介绍，他们
将进一步拓展经营，项目计划总投资35280万元，规划占

地6000余亩，建筑面积24010平方米，项目内修建公路8
公里，规划建设青苗室、发酵室、生产厂房、库房、储藏室、
办公用房、员工宿舍等配套设施。计划运用现代茶园管理
技术，引进最新科学生态平衡管理系统，结合环境优势，打
造成有机茶生产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生态茶业观光园。

结合地理及生态优势，打造茶叶采摘体验区，游客可以
游览翠绿的茶园，静心品茶，还可自摘、自制茶叶，体验采茶
制茶的过程，观看制茶表演和茶道表演，学习茶道，另还有
垂钓及其他休闲娱乐，让游客充分享受自然之趣。

此项目每年带动脱贫户和周边村民500多人务工，向
农户提供优质茶叶苗木和茶叶种植技术，带动村民种植茶
叶，进一步促进增收致富，推动新农村建设。该乡将打造

“喆白白茶”“世纪白茶”品牌，以杨芳为白茶生产基地，以
上海为品牌运营中心，努力把杨芳白茶推向全国，为百姓
铺平绿色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