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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您一熟人想借您的身份证
办张电话卡，事后可以给您 200元钱，
您借不借？”7月16日，在咸安区永安
街道同心路社区，咸宁移动公司宣讲
员问张阿姨。

“不能，万一被拿去诈骗我就可能触
犯帮信罪了。”张阿姨斩钉截铁地回答。

当天，市经信局、咸宁移动公司联

合咸安区同心路社区开展主题为“‘移’
起防范老年诈骗 智享幸福人生”的反
电诈集中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老年
人参加。

“家住郊区的马老太前段时间收
到一封信，信封里是一公司送的刮刮
奖卡片，还有公证书。马老太仔细一
看，自己竟然中了200万元巨奖。高兴
之余，马老太立即拨打卡片上的电话
要求兑奖。随后，她根据电话要求分
别打款，逐步被人骗走了16万元……”
移动公司宣讲员通过真实案例向老年

人讲述保健品骗局、中奖骗局等新型
电诈骗局，告知老年人如何应对、防止
上当受骗的方法，让老年人牢记“不听、
不信、不转账、不借卡”的反电诈口诀。

活动还以有奖问答的形式，再次
叮嘱、告诫大家，遇到问题一定要第一
时间与子女沟通或者报警，保持清醒
头脑，不贪图蝇头小利，远离诈骗。同
时，移动公司宣讲员现场解答了老人
们提出的疑惑，帮助他们下载国家反
诈APP，“一对一”进行操作演示，确保
老人们能够弄懂学会并熟练地运用。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预防和减少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进一步增强
老年人防电诈意识。

“今天的讲座干货满满，受益匪浅，
我们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定增强防范意
识，警惕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打消用
小钱赚大钱的念头，不贪图蝇头小利，
更不做电诈工具人。”听完讲座后，老人
们纷纷分享亲身经历或身边人的被骗
遭遇，呼吁老年朋友们一定要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只有守住养老钱，才能平
安地安享晚年生活。

防诈宣传进社区
本报记者 汪俊东 通讯员 夏丽群 冯春莉 曾丽

本报讯 记者周阳、通讯
员罗燕报道：“我将好好珍惜这
次机会，努力学习、积极工作，
展现自身良好精神风貌和个人
素养。”7月15日上午，在2024
年咸宁市总工会大学生暑期勤
工俭学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受助
学生代表小方满怀期待地说。

活动现场，市直10名参加
暑期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与勤工
俭学单位签订协议书。

据了解，为激发困难职工家
庭内生动力，进一步提高困难职
工帮扶效果，有效培养青年学子
社会实践能力，咸宁市总工会开
展2024年勤工俭学活动，为困难
职工家庭大学生提供暑期社会实
践锻炼岗位并给予一定补贴。

前期，全市工会征集勤工
俭学岗位，核定勤工俭学对象，

为58名困难职工家庭大学生提
供岗位，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后续，将根据勤工俭学
单位鉴定意见，审核发放勤工
俭学岗位补贴，预计发放补贴
资金17.4万元。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朱光明勉励同学们，要认真学，
学工作方法、学沟通技巧、学能
力本领；要用心看，看举止仪态、
看待人接物、看人生百态；要仔
细悟，悟为什么这样说、悟为什
么这样做、悟为什么这样写。
在一个月的暑期社会实践中，
做到有所学、有所思、有所悟。

活动还邀请了国网咸宁供
电公司劳动模范何章明讲述自
己的奋斗故事，号召同学们大
力弘扬并传承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

市总工会助困难学子勤工俭学

预计补贴资金17.4万元

本报讯 记者王苒宇报
道：7月16日上午，我市旅行社
服务质量提升培训班开班，市
(区、县)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及
全市44家旅行社和18家旅行
社门市部负责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为期一天，以
“提升服务质量 守法诚信经营”
为主题，以旅游服务品牌提升
为出发点，培训内容涵盖旅游
政策法规、文旅融合、安全生产
及《咸宁市关于支持旅行社开
拓市外客源市场奖励政策的实
施方案》解读等。

此次培训邀请了省文旅厅
市场管理处二级调研员肖良成，
分析当前旅行社发展趋势，针对
旅行社提质发展问题进行集中

授课，并传达学习省文旅厅工作
提示和2024年“引客入鄂”“引
客入咸”奖励政策的主要内容。

当天，培训还针对旅行社
行业规范及安全管理进行了集
中授课，并组织参训人员集中
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安
全生产 责任在肩》。

“培训课程挺不错的，引发
大家对旅行社经营发展的思
考，对我挺有启发。”参加培训
后，湖北省九宫山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培训
课程丰富，干货满满，九宫山风
景区将积极按照国家关于加强
旅游服务质量监管的要求，进
一步规范经营行为，全面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

我市举办专题培训班

提升旅行社服务质量

本报讯 通讯员刘治国、
刘福玲报道：7月16日，由市委
组织部、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举
办的2024年咸宁市生态文明建
设专题培训班在湖北民族大学
开班。

此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
国、省、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不断提升干部生态文明意
识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着力
推动咸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进市域高质量发展。

培训期间开展了专题研

讨、实地考察、视频教学，充分
调动参训学员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夯实干部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思想根基。

培训班希望学员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提升学习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主动性；知责担
责，扎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
积极性；学以致用，增强生态文
明理论成果应用的自觉性。

各县（市、区）政府、市直
有关单位分管领导、全市生态
环境系统业务骨干40人参加
培训。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培训开班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镇强、通讯员
石琳报道：7月16日，记者从市
商务局获悉，今年1至6月，我市
网络零售额达29.5亿元，同比增
长19.38%，居全省第6位。

分区域交易规模来看，我
市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位的分
别是咸安区、赤壁市、通山县；
从实物行业区域交易规模来
看，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的为
咸安区、赤壁市、通山县；从非
实物行业区域交易规模来看，
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的为咸安
区、赤壁市、嘉鱼县。

分行业交易规模来看，珠
宝礼品行业在我市网络零售市
场中占据首位，占比为18.38%，
为当地电商发展支柱行业，服
装服饰、餐饮服务排第二、三
位。从实物行业交易规模来

看，珠宝礼品、服装服饰、家居
家装排名前三。

今年1至6月，我市农村电商
实现网络零售额16.4亿元，同比
增长19.67%，在全市整体网络零
售额的比重为55.6%。其中，农村
农产品实现网络零售额5809.35
万元，同比增长11.06%。

从农产品销售情况来看，
我市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8641.34万元，同比增长17.9%；
农产品店铺数量为1986家，企
业数量为756家。其中，生鲜、
休闲食品、牛奶乳品排名前三，
占比分别为 43.09%、20.93%、
15.65%。从农产品单品来看，
鲜肉、婴幼儿奶粉、饼干蛋糕热
销。从农资销售情况来看，我
市农资网络零售额达742.81万
元，同比增长5.2%。

我市网络零售额稳步增长
农村电商占比超五成

文明咸宁

侯艳艳，女，1989年12月出生于
河南省兰考县，现任通山县医养中心
养护部主任。

脸上始终挂满微笑，沉稳、谦和是
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工作7年来，她像
亲人一样细心照顾老年护理院的每一
位老人，赢得无数赞誉，荣获“全国养
老服务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扎根异乡，用真情换真心

7月 14日，走进通山县医养中心
宽敞温馨的放映室里，十几位老人正
在安静地看电视，怡然自得。

2014年，侯艳艳追随爱人从省驻
京办管理岗位返乡，2017年入职通山
县医养中心养老护理员岗位。

新的工作，新的环境，一切得从头
开始。初次接触养老工作的她，放下
过去的成绩，买来各类书籍学习养老
护理知识与康复理疗技能。

刚到医养中心时，再加上南北方
的语言、生活、文化差异导致交流和理
解的障碍，为了能更好胜任这份工作，

侯艳艳将家“搬”到了医养中心，与老
人同吃同住同生活，晚上下班后也总
是不愿意离开岗位。

“那时我会和老人们学习通山话，
学说出来的‘怪语言’经常逗得他们哈
哈大笑。”侯艳艳回忆，每次看到老人
们舒心的笑，都有满满的成就感。

这么一住就是好几年，这个外地
姑娘成了地道的本地人。在和老人们
的朝夕相处中，侯艳艳了解院里每一
位老人的喜好，摸清了他们的脾气，也
用自己的真情换来了老人们的真心，
成了老人们的“干女儿”。

“老小老小，都说照顾老人要靠
哄，我认为这是不够的。”侯艳艳认为，
只有把老人当亲人，才能真正获得老
人和其家属的信任。

爱岗敬业，用细心换舒心

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护理员并不
是一份光鲜的工作，身边也有人在劝
阻：“你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偏偏
去伺候老人。”对此，侯艳艳认为工作
没有贵贱，职业不分高低，照顾好老
人、让老人安享晚年，就是一件有意义
的事。

侯艳艳工作的区域，有一群“特

殊”的老年人。他们大多高龄，且绝大
多数都患有各种功能障碍、老年痴呆
等疾病，需要24小时照顾。

为老人喂饭、按摩、翻身、擦洗等
贴心服务成为侯艳艳的每日必做工
作，在昼夜交替中，她用细心和耐心，
悉心守护老人们生活的舒心。

有些老人入院前，身上带有溃
烂、褥疮等多种并发症，除了为老人
加强营养外，侯艳艳每天定时为老人
翻身，保持皮肤的干燥，并对老人皮
肤压红处进行按摩。有时帮老人翻
身，失能老人的大小便弄到了身上，侯
艳艳也毫无怨言，继续为老人擦身、清
洗……

在她日复一日周到细致的照顾
下，院区老人褥疮一个接一个地好转，
为此，不少老人家属制作锦旗赠送给
侯艳艳。更有老人说：“儿女做不到的
你能做到，儿女能做的你做得更好，你
是我们心中最美的女儿！”

精益求精，用努力换实力

7年来，从一名门外汉到优秀养老
护理员，侯艳艳从未间断过专业知识
学习。

为了服务好每位老人，除了学习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技能，侯艳艳
先后在网上及书店购买各类资料200
多本，认真学习关于老年人心理学、医
疗保健、护理医学、康复理疗等各类
知识。

她始终坚持以训促学、以训促练、
以训促赛的理念，在护理员的岗位上
刻苦钻研养老护理知识，勤奋操练基
础照护、康复护理、心理慰藉等护理技
能，通过参加各类比赛不断积累实战
经验，持续提升护理服务水平，在省、
市、县职业技能大赛中频获佳绩。

这些年来，她先后获评“全国养老
服务先进个人”“咸宁市家庭服务技术
能手”称号，获得湖北省“工匠杯”二等
奖，咸宁市第七届“咸宁工匠”职业技
能大赛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服务好老人需要一个团队的不断
接力。为此，侯艳艳在提升自身服务
老人水平的同时，扎实带出一批管理
与技能相结合的养老护理队伍。

一路走来，侯艳艳受过误解，遭过
白眼，却从没有萌生过退意，默默坚守
在敬老爱老的一线岗位，用平凡书写
奉献，彰显了身为新时代新青年的担
当与胸怀。

人大代表风采录

省人大代表侯艳艳

甘愿奉献不言苦 用心呵护夕阳红
本报记者 焦姣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进行时进行时

赤壁市官塘驿镇

让庭院经济有“看头”更有“赚头”
本报讯 记者见博、通讯员雷

洁、李海涛报道：“因为一棵月季，在
农村打造了一个院子，迎来了花开满
园。”7月12日，走进赤壁市官塘驿镇
洋泉畈村五组，一座名为“南庭小院”
的农家院映入眼帘。

这个农家院占地约600平方米，
现已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名片
之一。

“南庭小院”的主人汪宗煌原本
在外从事美容行业，一次偶然的机
会接触到自媒体上各类庭院改造爆
火视频后，便决定利用家门口闲置
的空地，为父亲打造一个花园式的
小院。

在改造中，他和父亲化身花匠、
木匠、泥瓦匠、篾匠等，用传统技艺亲
手打造小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历经452个日日夜夜，梦想的小院终
于变成现实。

“闲时喝茶聊天、静看花开花落，
一直是我休闲的向往。”汪宗煌说，受
父亲影响，自己从小就喜欢做手工。
这次与父亲一起改造小院，既能照顾
家人又能追逐自己的梦想。

改造之余，汪宗煌在自媒体平台
上注册“南宫旭”账号，成为一名短视
频创作者，记录小院改造全过程、家
乡风情和特色美食，发布“田园风小
院改造”“乡村生活”“家乡美景”“乡
村美食”4类合集共203条视频，作品
点击量累计达5000万余次。

除了小院改造的视频，点击量最

高的是乡村美食栏目的随阳特产
——古法红薯干，用三分半钟再现了
红薯历经三蒸三晒成为红薯干的全
过程，学起来简单易上手，在家就能
制作出小时候的味道。

“粉丝从0到现在接近7万人，南
庭小院的今天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汪宗煌感慨道，粉丝们会在直播间和
评论区给他提许多宝贵意见，他们也
会一起探讨养花种植的好方式。

“最开始吸引我的是他镜头里
的生活，岁月静好，满满的生活气
息”，来自武汉的游客王女士说，来
了就不想走，这里就是浓缩版的莫
纳花园。

据悉，南庭小院于今年5月开始
对外试营业，实行预约制，截至目前，

“通过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推广，许多
游客慕名来体验，带动了线上套餐的
销售”，汪宗煌介绍，下一步，计划将

房子进行装修改造，让游客能住下来
享受，同时通过直播带货拓宽当地农
产品的线上销售渠道。

官塘驿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
续深耕乡村旅游这片沃土，依托“赤
壁小九寨”、葛仙山野樱花、随阳革命
烈士基地等丰富资源，运用“爱上你
的小屋”，打造一批特色民宿品牌，发
挥网红的力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阮智愚、通讯员王
贤波报道：七月鲜桃熟，十里桃飘香。
近期，通山县闯王镇大源村水蜜桃成
熟上市，吸引了游客前来采摘购买。

走进闯王镇大源村和谐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水蜜桃种植基地，一个个硕

大、粉红的桃子挂满枝头。经过山泉水
灌溉的水蜜桃，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尤
为鲜嫩水灵。不少游客穿梭在果园
里，拍照打卡，体验水果采摘的乐趣。

水蜜桃基地负责人刘冬杏是闯王
镇大源村村民，曾在江苏无锡打工多

年。2018年，刘冬杏夫妇回老家创
业，将江苏无锡水蜜桃引入通山试
种。经过近五年的精心养护，2022
年，大源村水蜜桃种植基地第一批水
蜜桃挂果销售，产品供不应求，年产
值十多万元。

目前，水蜜桃种植基地已成功引
进朝阳、白凤、湖景3个品种，整个果
园采摘期能达到40多天。

“7月1日到现在采摘了1万斤，
今年产量预计在4到5万斤，通过线
上线下销往全国各地，返购力特别
强。”刘冬杏介绍。

据了解，近年来，通山县闯王镇围
绕“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
除早已声名在外的“砂梨”，还发展起
1000余亩杨梅、300余亩水蜜桃等特
色水果种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通山闯王镇

水蜜桃“甜蜜”上市

本报讯 记者庞赟报道：
近日，“百万青年看祖国”2024
年港澳青少年荆楚行游学启动
仪式在武汉举行。启动仪式
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六
条湖北面向港澳及海外的游
学旅游线路，其中涉及我市的
有2条。

据悉，这六条游学线路为：
“楚文化游”“三国文化游”“万
里茶道（湖北段）游”“中医药
文化游”“科技研学游”“红色文

化游”。
其中，三国文化游，主要包

括襄阳古城、襄阳古隆中、襄阳
唐城、荆州古城、宜昌猇亭古战
场、当阳关陵、赤壁古战场等；

“万里茶道（湖北段）”游，涉及
咸宁、恩施、武汉、宜昌和襄阳
等“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城市，
主要包括汉口俄商近代建筑
群、江汉关大楼、襄阳码头及会
馆、赤壁羊楼洞古镇、五峰渔洋
关、鹤峰容美镇等。

游古战场 走万里茶道

我市2地被推荐为游学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