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夏，走进通城县麦市镇黄龙山海拔近千米山间的一处养猪场，微风徐徐、云蒸雾蕴、山幽林静、清泉流泻，号

称“中华第一猪”的“两头乌”正在这“天然氧吧”中惬意进食、悠闲散步。

这处养猪场的主人便是通城县退伍军人刘七甫，走出穷乡僻壤的他不恋城市爱山沟，不享清闲当猪倌，一干

就是十七载。如今，他养的“两头乌”猪畅销四海，为父老乡亲们“拱”出了致富路。

刘七甫是塘湖镇阁壁
村人，该村位居山区、库
区。他从小家境贫困，家中
有十个兄弟姐妹。2007
年，儿时的一个“愿望”打破
了他的生活节奏，他启动生
猪养殖项目，希望圆一圆儿
时想吃猪肉的梦想。

“从2007年到2017年
的这十年间，我做的都是

‘洋猪’生意，受市场影响非
常大，创业路并不顺利。”刘
七甫一边煮食一边说道。

上世纪90年代，随着
生长迅速的“洋猪”兴盛，养

“两头乌”猪的就少了。但
在刘七甫的记忆里，母亲养
在猪圈里头的通城“两头
乌”品种，似乎从不担心“猪

瘟”等疫病，且肉质格外鲜美。
正是这纯正的美味，让刘七甫

改变了创业路，可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难。“两头乌”猪必须采用传统的养
殖方法，猪只能吃熟食，不能添加抗
生素，并且喂养一年多才有一百来
斤，这意味着前期投入远大于收益。

“既然选择做，就要做好，猪的
品质是第一的，我们不能掺假，也不
会掺假。”刘七甫的妻子续云郑重承
诺，猪的品质好不好，懂的人一眼就
能看出来，吃的人一口就能吃出来，
我们只做健康放心好品质的猪肉。

七年来，刘七甫和妻子续云是
这么说的，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续云说：“有次客户订了一头‘两头
乌’猪，我们早上就请屠户帮忙宰出
来，但宰出来一看，觉得肉质不是很
鲜美，最后留在了家里，重新给客户
宰了一头。或许客户看不出来，但
自己良心要过得去。”

“从饲料中青菜、南瓜、红薯、白
菜、糠麸、稻谷粉的严格配比，到猪在
猪舍里的活动空间及整个场区的卫
生环境等，我们都制定了严格的管理
流程和执行标准，坚持自繁自养的养
殖模式，只为消费者能吃到正宗、放
心、高品质的通城‘两头乌’猪。”正
在给猪喂食的饲养员金定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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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四庄乡大源村

勇当基层治理排头兵
通讯员 周志鹏

近年来，通城县四庄乡大源村以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为目标，强化党建引领“主心骨”，以
改善人居环境为切入点，以发展产业为着力点，深
挖自身优势，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现了人居
环境好、产业发展好、社会治理好的乡村治理新格
局。

日前，走进四庄乡大源村，宽敞笔直的柏油路
映入眼帘，公路两旁民居庭院整洁干净，绿化苗木
取代了之前的垃圾堆、柴草，“新风潮村规民约”“最
清洁屋场”“最美家庭”等牌子比比皆是。靓丽的村
容村貌让人印象深刻，村民的幸福感显著提升。

“以前我们这里卫生比较差，有的人垃圾乱丢，
经过治理之后，现在垃圾都丢在垃圾桶，房前屋后
每户人家都做好自己的卫生，搞得很干净。”通城县
四庄乡大源村村民袁富琼说。

“家里好看了”“村庄变美了”是乡亲们的真切
感受，而这种变化，是大源村基层治理环境在党建
引领下实现提升最有效的印证。自2021年换届以
来，大源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组织建设为

“基点”，探索形成了“上级党组织指导”+“村支部书
记、驻村第一书记挑担”+“村干部、驻村干部、村组
长、中心户长参与”的“1+2+4”的组织架构。同时，
村“两委”加强班子建设，实行村干部年轻化，选拔
优秀人才到村“两委”任职，配齐配强配优干部队
伍，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与水平。

“基层治理在我看来无非是‘治’和‘理’共同发
力的过程，‘治’就是要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
通过合法手段约束和规范基层群众行为；‘理’就是
要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立足实际，群策群力，让村
民的事自己决策，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通城
县四庄乡大源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戴玉燕说。

自“共同缔造”活动开展以来，大源村依托宋朝
古建筑，在八组塝上屋场打造古文化共同缔造点，
并通过召开屋场会，收集村民意见，汇聚群众智
慧。同时，在老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下，村民由观
望者变成了建设者，积极投工投劳，自愿参与到共
建之中。

“开展‘共同缔造’以来，村‘两委’积极发动村
民参与到大源村八组塝上屋场建设中来，村民的投
资投劳达到了30多万元，后续工程还很长，全部由
村民自愿参与，能者多劳，出工出力，共同建设美好
家园。”戴玉燕说。

因地制宜谋产业，突出特色促发展。四庄乡大
源村“两委”还主动承担起乡村产业发展重任，积极
培育电商人才，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积极发展油
茶、水产等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让更
多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围绕‘党
建强、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的目标，立足村情实
际，用好基层党建‘指挥棒’，通过支部引领，因地制
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力。”戴玉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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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养殖“两头乌”
——通城县退伍军人刘七甫养猪记

通讯员 刘建平 程隽

奋战当“夏”

通城项目建设火热
通讯员 吴雷

盛夏时节，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时期，在通城
县各项目现场，建设者们不惧“烤”验，加快步伐，抢
夺工期，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呈现出一派火热
态势。

日前，走进湖北丰普三星精密抛光材料有限公
司项目建设现场，20多名工人正在开展桩基搭建等
工作。尽管天气炎热，工人们依旧干劲十足，现场
繁忙有序，项目主体结构已初见雏形。

据了解，湖北丰普三星精密抛光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专注于精密研磨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正在建设的项目
总投资1.08亿元，计划建设厂房5栋，购买百余套设
备，从事工业民用美容和防滑系列产品生产。

湖北丰普三星精密抛光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现
场负责人吴飞虎介绍：“项目从5月份正式开工，受6
月份雨水天气影响，在基础施工方面有所滞后。我
们加班加点，工人都是早上5点多上工地，到10点
半休息，下午5点半左右上工地，只能早上早、晚上
晚，在不影响整个工期的情况下，我们保质保量保
安全，计划在9月底全部完工。”

工业项目紧张忙碌的同时，民生项目也在全速
推进。作为通城县首个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管
理的灌区，主要建设输配水、渠系建筑物及配套、用
水量监测及信息化、管理及自动化等四大工程，打
造“节水高效、设施完善、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
代灌区。针对当前工期紧、气温高等情况，项目施
工方严格落实“抢抓进度、严守质量、确保安全”的
具体要求，合理安排工期，增加班组和作业面，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今年年底全部完工。

通城县东冲水库管理处主任吴建国介绍：“目
前，通城县东冲灌区续建改造项目，工程已完成渠
道开挖28000米，浇筑成品渠道22000米，正在进
行支渠硬化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力争在
今年12月底全部完工。”

今年以来，通城县紧紧抓住项目建设的“牛鼻
子”，强化调度推进，及时跟踪服务，全力以赴推进
项目建设。上半年，全县举办两次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活动，52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涉及重点工业产
业、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多方面、多领域。进入盛
夏，各项目正在蹄疾步稳地加速推进，迸发出县域
经济蓬勃发展的生机活力。

几十头、百来头、近千头……刘七甫不
怕苦、不怕累，养的“两头乌”猪现已形成一
定规模，让更多的人吃上了放心味美的好
猪肉。

刘七甫回忆，他养“两头乌”猪的过程
异常艰辛，起初只是尝试着养，就他和妻子
两个人，每天起早贪黑。后来销售时，他又
发现通城“两头乌”猪的品质虽很高，但养
殖时间过长，饲养、人工等成本成倍增加，
效益并不好。

正当他为难之际，新品种“鄂通两头
乌”问世了。它以通城“两头乌”猪为母本，

适当导入国外优良猪血缘，保持了原种“两
头乌”猪的毛色特征和优良肉质特性，而且
适应性强、好饲养，抗病率也高。

“体躯更长，腹部变小，臀部更加丰
满，背膘变薄，生长速度提升了2个月，瘦
肉率提高了7至 10个百分点，繁殖力提
高了12%。国家畜禽资源委员会专家组
到通城实地考察时，都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指着在猪舍一侧所配备的“运动场”
中悠闲散着步的“鄂通两头乌”猪，刘七甫
笑着说。

“通城‘两头乌’猪饲养历史已过千年，

属于国家级生猪资源保护品种和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具有品种好、品质好、品相好、养
殖环境好、养殖方式好的‘五好’特质，饲养
时不会使用激素、抗生素、瘦肉精，生病时
使用中草药医治，养出来的猪肥不腻、瘦不
柴、汤鲜香、肉美味。”通城县“两头乌”猪合
作社养殖户金亮介绍。

从事养殖的刘七甫，把“生态养殖、绿
色健康”八个字视作养猪的信条。至今，他
的养猪场已带动周边农户30余人就业，并
联合8个合作社社员统一标准生产，统一开
拓销售市场。

2 标准生产，守护舌尖安全

为落实“寻找最美财政所”活动相关要
求，今年来，通城县塘湖镇财政所提高认
识，健全措施，制定方案、狠抓落实，着重
从三个方面积极开展“最美财政所”创建
工作。

“三管齐下”美化基层财政环境

外塑形象有“亮度”。以“整脏治乱”
为抓手，耕好文明卫生“责任地”，塘湖镇
财政所主动配合、积极参与全县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出台责任到人，清洁区责任划
分工作机制，全面推进财政所办公区域和
生活区、场地挂牌责任网格美化亮化净化
建设，营造干净整洁、文明卫生和绿树成
荫、花草飘香的工作环境，擦亮基层财政
名片，扮靓基层财政环境，并积极宣传和
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社会
道德风尚。

内强管理有“力度”。该所大力推进基
层财政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健全完善相互
制约、互相监督的财政内部制衡机制，以严
标准和高要求管理、教育和督导干部职工，
形成权责清晰、以上率下、上下联动和协调
配合、层层抓实、运行高效的基层财政工作
格局，实现内强财政干部素质、外树财政部
门形象的目的。

注重学习有“广度”。全面加强财政所
干部职工思想淬炼、政治历练、业务训练、
作风磨炼和实践锻炼，着力培育和锻造一
支思想政治过硬、业务技能较强、工作作

风优良的基层财政干部队伍，为推动地方
财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支
持和人才保障。积极推进机关作风和效
能建设，加强干部职工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个人品德和家风建设，督促干部职工
以腐化堕落反面案例为警示，不逾越道德
底线，不跨越纪律防线，不触碰法律红线，
自觉主动忠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抵制歪风邪气，弘扬新风正气，激发勤廉
理财、干事创业的活力，展露践行初心使
命、履职尽责担当的风采，彰显基层财政
干部工作新风貌、部门理财新气象、政务
环境新风尚。

“四面发力”强化财政监管效能

在“生财有道”方面下真功。该所立足
塘湖镇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充分有效发
挥积极财政政策引导作用和财政资金“四
两拨千斤”引领效应，着力培育财源促增
收，开源节流抓收入，着重配合当地党委政
府扶持、发展和壮大黄袍山红色旅游、富硒
农副产品等主导行业、支柱产业，不断拓宽
创收渠道，拓展集体经济增收途径，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

在“理财有方”方面出真招。该所强化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力度，进一步健全完
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农村产权交易流程，
强化报账手续，实现村级“资金、账目双代
管”；盘活利用好集体资产、资源，力保集体

“三资”得到有效利用不流失，促进农村基

层组织增收节支、长治久安。
在“管财有法”方面动真格。该所严格

执行财务政策、法规；一是执行好《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推进基层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明晰财政支出责任，缓解财政收支矛
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财政资源配
置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二是严格贯彻
落实《财政资金监管条例》等财经法律法
规，加强基层财政绩效监督管理，铸牢基层
财政信息安全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的“数
据、资金铁笼”，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使腐败苗头无所遁形，让勤廉理财蔚然成
风。三是根据财政改革发展所需，及时完
善优化财经秩序、管好财政资金、加强队伍
建设、提高办事效率、提升财政效能等相关
系列配套制度体系，奋力开创基层财政工
作提质增效新局面。

在“用财有据”方面见真章。该所牢固
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理念，全面深入
贯彻落实节约为民、坚持过“紧日子”的各
项要求，着眼当前“大财政建设体系”以及
基层“三保”工作要求，着力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科学精细安排财政支出，保障重点领
域支出所需。严格压减一般性支出，压缩
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确保基本民生支出，
并落实好民生资金直达长效机制，做好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把有限的
财力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刀刃上，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同时，立足财政、服务全局，积极配合

当地党委政府向上级请示汇报，争取资金，
集聚财力，强化资金绩效，着力提高公共服
务保障能力和调控经济运行水平，全力为
推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物
质基础和提供有力财力支撑。

“五讲对标”诠释财政工作真谛

该所干部职工聚焦“讲德性、讲能力、
讲勤勉、讲绩效、讲清廉”五个方面要求，对
标对表，见贤思齐，聚力全面加强自身建
设，全面提高综合素养。同时，深刻认识到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深
化财政服从于党、服务于政、根植于民的思
想认识，立足本职岗位，勤勉敬业奉献，用
心用情用力解读和诠释“为国理财，为民服
务”的财政工作真谛，尽职尽责尽心履行和
发挥物质基础、体制保障、政策工具、监管
手段等公共财政重要职能职责，为开启新
时代财政事业贡献力量。

与时俱进，做“最美”财政人。在革命
老区红色黄袍沃土的孕育滋养下，塘湖镇
财政所全体干部职工延续红色血脉，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把发扬红色文化
与升华财政文化深度结合、同频共振，并以
更加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愈加娴熟精湛
的业务水平、倍加精益求精的工作效能，凝
聚起抢新机、闯新路、开新局、出新绩的奋
进之力，为书写基层财政欣欣向荣的新华
章而共同拼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财
政的“最美”形象。

通城塘湖镇财政所

创建“最美财政所”
通讯员 葛国庆

毛稀皮薄，黑头黑尾，眉心一朵白花……
昨日，笔者随刘七甫一同来到通城县“两头
乌”幕阜山专业养殖合作社，看到了鼎鼎有
名的通城“两头乌”猪。

要见这猪中“国宝”一面可不容易。在
场门入口，饲养员将笔者一行拦下，先让所
有人进行光波蒸汽消毒，又为众人换上严
密的防护服，这才让进入。

“买食材、煮食、喂食、扫猪舍，深更半
夜蹲在猪栏旁观察猪仔的生长变化和规
律，猪仔生病时彻夜不眠。”在猪场务工的
金四敖对刘七甫连连称赞。刘七甫饲养的
通城“两头乌”猪一投向市场，就俘获了大

批消费者挑剔的味蕾。
去年，刘七甫和妻子受邀参加湖北好

食材上海推介会，味美健康的“两头乌”猪
肉经客户试吃后，一举拿下了上海一食品
公司1000万元的合同。

不久后，刘七甫与妻子去杭州展销，
又因味美鲜嫩的“两头乌”猪肉拿到了一
份新订单。“你们这个猪肉的味道太好了，
我自己买，还把它推荐给我的客户。”口口
相传下，“两头乌”猪肉进入广州、东莞、深
圳等大都市众多消费者的视野。

“有一年，东莞商会举办活动，我们提
供的猪肉就是其中的一道菜，到最后收拾

餐桌时，这是唯一一道光盘的菜，我心里顿
时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值得，特别有成就
感。”妻子续云自豪地说，这猪肉虽然肥了
点，但味道真的是非常好，有些客户称一辈
子都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猪肉，好评率高。

好品质值得传承、值得推广，更值得信
赖。刘七甫常说，通城有这么好的品种猪，
销路也不愁，需要有人把它传承下去，他余
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把“两头乌”猪这块金字
招牌擦亮，让更多的人吃到更味美的通城

“两头乌”猪肉，让通城“两头乌”猪肉香飘
世界。

3 猪肉畅销，擦亮“两头乌”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