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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创新项目大赛

咸宁10位“新农人”同台竞技
本报讯 记者王苒宇报道：7月10日上午，咸宁

市第六届“绿色田野杯”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创新项目
大赛决赛在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举行，10名选手同台竞
技，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农香农味”的视觉盛宴。

在决赛现场，来自6个县（市、区）的10位项目负
责人展示了各自项目的基本情况、发展规划、项目可
持续性、项目收益前景以及市场竞争力、示范带动性
等方面优势，并现场回答评委提问。参赛项目覆盖农
旅融合、农产品深加工、电商销售、农产品品牌塑造、
农产品种植养殖及三产融合等多个领域。

经过激烈角逐，湖北省九宫山茶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苏萌凭借《茶香溢乡村 绿意促振兴》项目斩获一
等奖，获得3万元项目资助补贴；刘志刚、谭红 2人获
二等奖，获项目资助补贴2万元；邱晟、谭英、程明刚3
人获三等奖，获项目资助补贴1万元；孙想芸、夏玥、雷
志超、马骏4人获优秀奖，获项目资助补贴5000元。

“10位选手中既有深耕田畴、不忘学习的资深
农民，也有怀揣梦想、返乡创业的青年才俊。每一
个项目都蕴含着独特的创新点和亮点，具有很高的
推广价值和可复制性，充分展示了农村实用人才队
伍的蓬勃生机和无限潜力。”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王光莉表示。

积水退去 生产继续

咸安农业生产按下“快进键”

才别暴雨，又迎酷暑。20.92公里的赤壁长江干堤上，岿然不动的18个哨所如同临江的烽火台。

虽然当前水位正在消退，但隐患依然存在，防汛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在干堤上，“60”至

“90”后的党员们齐齐上阵，用双脚丈量长堤，精准排查险情，全力以赴守护江河安澜。

在黄盖湖大堤防汛值守的队伍
里，59岁的老党员汪柏林虽然临近退
休，但依然主动请缨站好最后一班岗。

7月8日，烈日当空。在黄盖湖大
堤4号哨所，汪柏林正在巡堤查险。
黝黑的皮肤、精干的摸样，让人印象深
刻。每天往返于大堤各个哨所，已经
成为他的工作常态。

尽管从事水利工作40年，积累了

大量经验，但是汪柏林不敢有丝毫放
松，每次巡堤都会细心查看险情。除了
参与守堤护堤，他还将自己掌握的防汛
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辈。

上堤以来，汪柏林一次次带着年
轻人巡堤查险，他的窍门是将堤身堤
脚的草丛扒一扒，再用脚踩一踩，如果
有水印子，就要格外注意，进一步确定
有问题则插上小红旗。

自1984年参加工作以来，汪柏林
一直从事水利工作，赤壁镇、车埠镇、
茶庵岭镇、黄盖湖镇都留下了他的工
作足迹。

今年汛期到来，汪柏林立即加入到
黄盖湖大堤的防汛巡堤队伍中，将多年
实战技巧倾囊相授，让值守人员快速掌
握巡堤查险技能，用自己的行动践行
初心，守护大堤和沿线百姓安宁。

“ 水 不 退
我不退，这个‘退
’，也指的是退休
的退。”汪柏林打趣
地说道，他下半年即
将退休，但是作为一名
党员和水利人，他愿意随
时投身防汛工作，贡献自
己的力量。

7月4日上午，在黄龙大堤车埠段
盘石垸4号哨所，何紫阳正在查看巡堤
查险值班记录。作为官塘驿林场党委
书记、场长的何紫阳，担任黄龙大堤防
汛指挥部副指挥长，分管黄龙大堤车埠
段防汛工作。

何紫阳深知副指挥长责任重大，每
天多次往返于3个哨所之间，安排部署防
汛工作，并组建了一支30人的防汛突击

队。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只要有突发
险情，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统筹指
挥，科学调度，成功处置险情10余起。

叶嘉轩是他带领的突击队员之一，
第一次参与防汛，虽经验不足，但在何紫
阳的带领下，驮砂包、除杂草、清路障、查
水井、观积水……叶嘉轩很快上手。

“作为一名突击队队员，听从指挥，
服从安排，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我们

的身影。”叶嘉轩表示。
烈日炎炎的大堤上，何紫阳带领他

的队伍已经连续奋战了12天。何紫阳
说，“我是指挥长，就要把自己‘钉’在黄
龙大堤上。”

何紫阳的钉钉子精神，也感染着其
他人。年轻党员孙思宇同样也在堤上
奋战了12天，他说：“作为一名年轻的党
员干部，能参与这次防汛工作，是组织

对我的信任和考验，我将坚决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洪
水不退，我们不退。”

“大堤之上，青壮年是防汛主
力军。我将严格要求自己，以一名
党员的身份，号召青年防汛突击力
量，奋战在防汛最前线，充分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确保广大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何紫阳说。

在黄盖湖大堤众多防汛工作者中，
有一位女性的身影格外引人注意。堆
垒沙袋、清除杂草、深夜排查、后勤保障
……作风干净利落，她就是黄盖社区党
委书记、主任潘道霞。

在黄盖社区八角坳值守哨所，潘道
霞正在巡堤查险。自防汛应急响应启

动以来，她一直坚守在防汛岗位上，大
家也亲切地称她为“女汉子”。

今年防汛工作刚刚开始，潘道霞就
抓紧和驻点镇干部、社区“两委”成员一
起筹备物资，搭建哨所，组织党员群众
在八角坳电排站“安营扎寨”。自从上
堤，哨所便成了她第二个“家”，大到值

守人员部署安排，小到清理通道上的杂
草，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晒得黝黑的皮肤、汗水浸湿的衣
服、沾满黄泥的鞋，成为她的光荣印
记。同时，她也没忘记那些困难家庭，
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到劳动力
欠缺的老年户、残疾户、困难户家中，

帮助清理因多日强降雨造成的房
屋积水，排查房屋隐患，保障群众正
常生活。

“汛情当前，不分男女，作为黄
盖社区的一员，我有义务带头参加
防汛，尽自己所能去守护我们的家
园。”潘道霞表示。

7月8日晚，虽已是深夜，但气温仍
燥热难耐，来自赤壁市公共检验检测中
心的李越正带队巡堤查险。走了一个
多小时的路，他热得满脸通红，汗水也
湿透了衣服，但仍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李越出生于1998年，是赤壁市公
共检验检测中心的一名检测员。“6月
27日，我接到命令，参与长江赤壁干堤
2号哨所防汛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参

与防汛。”李越坦言，相对于实验室里安
静舒适的环境，防汛哨所显得十分不一
样，不由得对防汛心生畏怯。

但很快畏怯便成为了工作的动
力。“第一次去巡堤，我都不知道该去干
什么，有人教我举旗、慢行、注意草丛、
用棍子戳一戳看有无水痕。”几天的防
汛工作后，李越逐渐适应了哨所的环
境，在前辈的传帮带下，他也学会了巡

堤查险，辨认管涌和散浸。
经过10天的坚守，李越值守结束，

他给同是“90”后的接班同事吴樾传授
自己的防汛经验。

“要对堤身、平台进行巡查，碰到情
况要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如果水渠里
有流水或被泥块堵塞了，要及时联系劳
力挖通……”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李
越已不是防汛“小白”。

“在交班过程中，同事李越
成为了我的师傅。我觉得这
不仅是工作的交接，更是责
任的延续。”吴樾表示。

在李越和吴樾两位青
年的交接班中，体现了真
挚的同事情和“战友情”，
他们用担当筑起了防
汛的“青春堤坝”。

永不褪色的8号哨所

本报讯 记者阮智愚报道：7月10
日，在赤壁长江干堤8号哨所，“退役军
人哨所”的牌子格外醒目。

“虽然现在是退水期，但仍要时刻
紧绷，按要求做好巡堤查险工作。”当
天上午，赤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赤壁长江干堤8号哨所
哨长袁建平正与防汛队员们交流
近期巡堤查险工作情况，强调防
汛工作重点。

“哨所里的10名队员，分别
是海军、空军、陆军、火箭军、武
警部队转业至赤壁市农业农村
局的退役军人。”袁建平介绍，每
年汛期临近，赤壁市农业农村局
都会组建起一支退役军人突击
队，驻守到8号哨所。

6月27日，收到市防汛指挥
部命令，这支防汛突击队就第一
时间进驻了8号哨所。

“在接到撤退的指令前，我
们会一如既往地做好巡查排险，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及时处置，
并做好随时参加抢险救灾的准
备。”已经驻守十余天的袁建平
说，将按照24小时、每2小时巡查
一次的要求做好防汛工作。

赤壁长江干堤8号哨所驻守
32桩号至33桩号之间，这里是窑
咀险段，位置险要，沿线急流冲刷，
是98年洪水发生过崩岸的老险段。

“每次排查都要仔细，看到有细
小的裂缝都要注意判断。”袁建平带
领队员们一边巡查长江干堤，一边传

授险情排查的经验。
走进8号哨所，规章制度整齐上墙，

工作记录整齐排列。队员们的被褥都叠成
豆腐块，洗漱用品、餐具、行李都整齐摆放。
“我们进行半军事化管理，按照部队的标

准整理内务。”袁建平介绍，既然是退役军人哨
所，就应有军人模样。
“我今年是第一次参加防汛任务，虽然说条件

比较艰苦，但是作为退役军人，我们更要发扬不怕苦
的精神。”赤壁市水产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骆艳民说，接

到防汛任务后，他主动请缨加入防汛突击队，上堤值守。
7月骄阳似火，江堤上“水不退，我不走”的横幅在江风

中猎猎作响，彰显出“退伍不褪色”的军人本色。

“60”后汪柏林 “水不退我不退”

“70”后何紫阳 把自己“钉”在大堤上

“80”后潘道霞 防汛一线的“她”力量

“90”后李越 用担当筑起“青春堤坝”

本报讯 记者张欢、通讯员乐见、
方娇报道：连续多日降雨后，咸安迎来
晴朗天气。日前，记者在咸安田间地头
看到，积水退去后，农业生产恢复按下

“快进键”。
7月4日晚8时许，咸安区向阳湖农

业科技示范区8200亩稻田随风摇摆，湖
北咸安向阳湖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凤超正指导工人通过植保无人
机喷洒农药，促进作物恢复生机。

“每亩地配优翠露50克，杀菌剂
20 克，二氢钾 30 克……再加入 4升
水。”拥有近30年种植经验的李凤超，
像老中医问诊般写下了八种药物与营
养剂的配比，这是他在近十天的观察
后，为稻田开出的“药方”。

入汛以来，强降雨使向阳湖围垸出
现内涝，向阳湖农业科技示范区8200
亩稻田遭遇淹水。由于排涝及时，稻田
长势未受显著影响，但仍在部分禾苗上

发现了负泥虫害。
“天晴后，田间管理要同时间赛跑，

预防病虫害的暴发和蔓延。”李凤超介
绍，由于白天风大，他们决定开展夜间

“飞防”，以免贻误农时。
伴随着螺旋桨嗡鸣，无人机闪烁着

灯光缓缓升入夜空。卫星导航下，雾状
的药水均匀散落在禾苗上，给稻田披上
了一层隐形的“保护衣”。植保无人机
每次载重100斤，每小时能喷洒近80
亩地，2台无人机同时作业，3天就能完
成全部稻田施药工作，也为这片土地带
来新的生机。

同日，咸安区马桥镇农业技术服务
中心联合区植保站下沉农业生产一线，
帮助、引导群众加强田间管理，及时做
好排涝工作。

“没抽穗的稻田要抓紧抽排积水，
防止植株长期浸泡，保持根系活力。”

“水稻上的泥土要及时清

洗，对倒伏披挂的植株要扶植……”在
马桥镇高赛村王家畈，工作人员仔细查
看田间病虫害程度，指导当地农户调配
药剂和使用植保无人机“飞防”；在曾铺
村大路徐村湾，村民们向田间和沟渠撒
施石灰和草木灰，进行消毒灭菌、灭虫。

“天晴第一天就开工了，多亏了专
家的指导帮助，让我们能够及时发现问
题。”农户周陆军说，他对今年的水稻收
成充满希望。

据统计，马桥镇农技中心近期“飞
防”过水田块400余亩，稗草防除300
余亩，累计走访农户1200余户，张贴
宣传海报500余份，发放防治手
册2000余份。

与此同时，连日
来，咸安区农
业 农

村局106名农技人员把指导服务
送到全区田间地头，指导农民
加强田间管理、建议适时改
种补种、努力争取种子等
农资供应，尽最大可
能减少农业损失，
尽快恢复正常
的农业生产
秩序。

本 报 讯
记者王麒报道：7

月9日，在嘉鱼县陆
溪镇农业技术服务中

心，不少村民正排队等候
发放早稻杂交种子。
走进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只

见一包包早稻杂交种子被整齐码放在
一旁，工作人员耐心回答相关问题并做好

登记工作，将一袋袋种子按流程发放出去。
“一小袋是1公斤，一整袋是30公斤，我们今

天准备了稻种10500斤，共有2个早稻品种。”陆溪镇农
业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尹四毛介绍。

据了解，受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嘉鱼县部分农田的农作
物因内涝受损。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嘉鱼县委、县政府筹措
资金200余万元，采购8万斤早稻杂交种子，免费发放给全县8
个乡镇的农户，可供万余亩耕地补种。

“我家里有300多亩土地，约70亩土地被淹，等水排出来以
后再进行补种。”铜山村十二组王国辉说，种子按照一亩地7斤的
标准进行发放，他准备领420斤种子，预计在20号之前完成种植。

“种子发放是从6号开始的，目前已经发放了5万多斤种
子。”嘉鱼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发放种子外，还
集中培育了2000余亩秧苗，待水排出后，立马移栽以降低农户
损失，帮助农户迅速恢复生产。同时，该县农业农村局第一时
间组织了农技人员奔赴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及时抢种、补种，科
学施救，最大程度降低农户经济损失。

发放种子 培育秧苗 科学施救

嘉鱼多举措恢复农业生产

非遗中医
进社区

7月10日，咸安区浮山街道银泉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咸宁麻塘中
医医院，开展“非遗中医进社区”活动。

现场，医生讲解了冬病夏治的概
念、冬病夏治原因以及常用治疗方法
等。随后，为居民把脉问诊、分析病情，
并根据居民身体状态提供相应穴位的
艾灸、拔火罐治疗。

记 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金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