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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秋冬“黄金期”

百丈潭水库除险加固忙
日前，在通城县百丈潭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大坝
防渗加固。

近年来，通城县把项目建设作为助
推水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抢抓全
省开展流域综合治理机遇，大力推进各类
水利项目建设，今年成功申报12个增发
国债水利项目，包括5座水库、3座水闸、
2条河、2个灌区。入秋以来，该县水利部
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库除险
加固、河流综合治理、灌区更新改造等工
程建设，着力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为乡村
全面振兴、产业发展夯实水利基础。

通讯员 刘建平 摄

拓展外贸渠道 谋求合作机遇

通城组团参加进博会
本报讯 通讯员吴雷报道：11月5日至10日，第七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通城县组团
赴上海参会参展，这也是通城县连续七年参加进博会。通城
经济开发区、县商务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招商和投资促进
中心负责人及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

参展期间，通城县代表团先后前往湖北馆、医疗器械及医
药保健、服务贸易等展区，就企业运营模式以及产品的性能、
特点以及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等，与展商负责人深入沟通、
洽谈交流，积极宣传推介通城。

自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以来，进博会持
续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
功能，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
界共享的大市场。本届进博会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
整体展览展示面积超过42万平方米，吸引了152个国家、地
区和国际组织的近3500家企业参加。其中，参展的世界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297家，创历史新高。

通城代表团表示，进博会有助于政府及企业开拓视野，扩
大经济开放程度。通城将积极融入进博会“朋友圈”，用足用
好进博会平台，积极洽谈交流，拓展外贸渠道，谋求合作机遇，
展示通城形象。

通成高新材料

“小巨人”抢占大市场
特约记者 黎赛明 通讯员 皮江星 陈交朋

小叔子患病偏瘫后，作为嫂子，她毅
然肩负起他吃喝拉撒的重任。24年来，
她从没有推托，宁愿自己节约一点、辛苦
一点，也要让小叔子吃饱穿暖；她用自己
的爱心、恒心和细心，将小叔子照顾得无
微不至，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长嫂如
母”。她就是通城县沙堆镇堆山村村民
杜文利。

每天起床后，杜文利就忙个不停，照
顾好半身不遂的小叔子，是她一天中最
重要也是无法推掉的事情。帮小叔子穿
衣、给小叔子洗漱、给小叔子做饭、背小
叔子上厕所……这样看似简单实则很不
简单的照顾，杜文利已经坚持了24年。

1990年，杜文利嫁到堆山村时，丈
夫家里穷得叮当响，日子刚开始有点奔
头，就被小叔子的一场疾病打个措手不
及。年仅14岁的小叔子患病半身不遂，
双脚软弱无力，只能拄着拐杖移动。那
时候，夫妇俩以为这种病只要有钱，还是
可以治好的，趁着公婆健在，他们南下打
工，一门心思想着为小叔子赚医药费。
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一年都难得回家一

次，也舍不得为孩子添件新衣服。
可是，小叔子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一日不如一日，慢慢地胸部以下完
全不能动弹，只有一只右手可以活动。
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公突然离世，婆婆一
人无力照顾病患幼小。无奈之下，夫妇
俩只好辞工返乡，一边在家种田，开小卖
部，打零工，一边照顾小叔子。

“我没把他当成我老公的弟弟，就像
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刚开始照顾小叔子
时，杜文利有些尴尬和不便，特别是遇到
小叔子要上厕所，杜文利都是喊丈夫或者
附近的村民来帮忙。但很多时候，丈夫外
出工作归期不定，寻求外人不方便，没有
办法的杜文利只有自己背。小叔子有
130多斤，腿脚又没力气，上一次厕所有
时候要半个小时，杜文利每次都累得气喘
吁吁。随着时间的推移，杜文利早已不觉
得尴尬，小叔也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有时候背不动，她还是竭尽全力背
我上厕所，衣服弄脏了，也是她帮我洗。
感谢她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照顾，这是用
语言无法形容的。”杜文利的小叔子感慨

地说。
小叔子能好起来，是夫妇俩的期

盼。1998年至2000年期间，只要打听
到哪儿有好医生，不管有多远，夫妇俩都
带小叔子去治。2年多的时间里，不仅家
里的存款耗费一空，还欠下了四万多元
的外债。转辗武汉、北京多地，得到的诊
断却是：小叔子至多有5年的寿命。婆
婆一听深受打击，开始变得痴痴呆呆。
自此以后，小叔离不开药，儿女上学要
钱，婆婆时不时发病。本就不富裕的家
庭更是雪上加霜，各种负担压得让人喘
不过气来。

日子虽然很苦，但还要继续过下
去。杜文利不仅担起了洗衣做饭、养猪
喂鸡的家务活，还要帮忙耕田种地、看
管小卖部，完全接过了照顾小叔的“接
力棒”。

这些年，不少乡亲们劝杜文利，“你
为这个家已经做得够多了，何不出去打
工？一来可以挣钱养家，自己也轻松些，
二来可以请护工照顾小叔，或者送他去
福利院。”乡亲们的建议杜文利不是不

懂，也不是没有心动过，但每每看到丈夫
忙里忙外、偏瘫的小叔实在可怜，她的心
又软下来了。“福利院还是没有我们自己
照顾得周到，我们自己过辛苦点、过难
点，也要让他过舒服点。”

这么多年，杜文利从没有让小叔穿
过一天纸尿裤、长过一次褥疮，小叔身上
干净无味。谈起杜文利，当地村民无不
对她竖起大拇指。“她自己宁愿少吃点、
辛苦点、吃差点都可以，也要让他老弟吃
饱、穿好，像这种大嫂少见。”“一般人的
父母生病日子久了，都没有像她这样照
顾得这样好。”

二十四载弹指一挥间，昔日的青春
少女，如今已双鬓发白。杜文利做过两
次手术，身体大不如以前，但她仍坚持每
天照顾好小叔。问及未来，杜文利没有
想太多，她说只想尽自己的全力让小叔
活好，圆婆婆临终时的夙愿，让这个家更
温暖。

“生活再困难、日子再苦，我也要把
他照顾好。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不会
让他少吃一口饭。”杜文利坚定地表示。

杜文利24年如一日照顾偏瘫小叔

大爱演绎人间真情
特约记者 黎赛明

湖北通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回归落
户通城仅12年时间，从一个不起眼的小
厂，一跃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值每
年增长25%，2023年达7.3亿元，迅速发
展成为国内生产硅酮密封胶产品的行业
佼佼者。

配料、研磨、聚合……深秋时节，湖
北通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片
繁忙，全自动化生产线和生产设备高速
运转，一批批产品渐次下线，即将发往全
国各地。

该公司是一家从事硅酮密封胶产品
研发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湖
北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科技小
巨人”“湖北省省级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国家绿色工厂”、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等多项荣誉。公司旗下有5大
自主品牌、600多种规格产品，多项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从名不经传的小企业发展成为行业
的“领跑者”，这一切发展的背后，与企业
创始人黎凌刚的艰苦努力和精准决策是
分不开的。

1972年出生于通城县石南镇牌合
村的黎凌刚，从学校毕业后，先后跟老板
卖过茶、当过货车司机，经历了不少困难。
2001年，黎凌刚的叔父在武汉生意做得不
错，正好缺人手，加之看好黎凌刚的经商潜
能，便把他带到了武汉从事销售工作。

期间，黎凌刚的亲戚邀他去美国发
展，待遇优厚，但他没有去，而是继续坚
持在武汉跟着叔父做玻璃胶销售业务。

很快，黎凌刚就能独当一面打理市场，并
成为厂家代理商。

玻璃胶是一种新型产品，以前走的
是高端路线，在我国仅20年发展时间，
国外也只有几十年。本世纪初，玻璃胶
在小县城刚开始使用，随着房地产逐步
发展成为大众化市场，玻璃胶市场需求
日益增长，发展空间相当大。

就这样，黎凌刚在武汉站稳了脚跟，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顺利赚到了人生的
第一桶金。

2012年，在通城县委、县政府招商
引资的政策鼓励和回报桑梓的乡情感召
下，黎凌刚决定回乡创业，开办自己的工
厂，专门生产有机硅。

创业艰难，难于起步。租厂房就是
第一道难题，不是地方太小，就是交通不
便。黎凌刚跑了多处地方，终于在隽水
镇铁柱村找到了一处厂房。几经周折，
黎凌刚成立了湖北恒盛有机硅有限责任
公司并正式投产。

这就是湖北通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的前身，是一家以建筑工程用硅酮密封
胶系列产品为主导、专用领域精品胶为
配套，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民营企业。

公司成立后，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先后荣获“咸宁市政府
质量奖”“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省返乡
创业示范企业”“咸宁市突出贡献民营企
业”“咸宁市民营企业30强企业”等荣誉
称号。

一路发展，一路向前。公司产值以
年均25%的幅度稳步增长，员工、机器设
备也在逐年增加，原来的厂房已满足不
了企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因时而动、顺
势而为、乘势而上，面对发展机遇，黎凌

刚决定新造一个公司，谋求更大的产业
布局。

2015年，湖北恒盛有机硅有限责任
公司更名为湖北通成高新材料有限公
司。2017年，在通城县委、县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公司在通城经济开发区投资
2.7亿元建设新厂，并于2019年正式投
产。新公司引入1条意大利进口中性透
明胶自动生产线、6条硅酮胶自动生产流
水线、5条聚氨酯泡沫填缝剂自动生产流
水线、2条聚氨酯泡沫填缝剂高速制罐生
产线，新增一个聚胺脂泡沫填缝剂生产
项目，扩建硅酮胶杂色生产车间、改性硅
烷聚醚胶生产车间、美缝剂生产车间和
包装车间，可为客户提供建筑用密封材
料类一站式的多元化产品服务，硅酮胶
设计年产能高达6万吨、聚氨酯设计产
能2.5万吨，可实现生产、包装、注塑、印
刷一体化的全自动生产。从此，湖北通
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迈上了规范化、标
准化、制度化的新路。

在当今同质化程度相当高的时代环
境下，加之信息发达，渠道畅通，市场只
能拼实力、成本，靠性价比和服务制胜，
黎凌刚深谙此理。

如何使产品有特色？答案就是必须
创新！为此，黎凌刚始终把创新摆在企
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公司以技术
部、品质部、生产部为依托，成立了研发
中心，年投入研发经费超1000万元，每
年重奖有功科研人员、创新人员，发放
科技创新奖和市场开发奖 100 多万
元。与此同时，积极与武汉工程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高校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人
才支撑。

近年来，该公司科研硕果累累，先后

获得5项产品发明技术专利、40余项实
用新型技术专利，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
制定35项，多款产品被认定为高新技术
产品。

在市场建设中，通成高新材料的产
品已覆盖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在全国各
地拥有上百家经销网点并设立武汉、成
都、广州等办事处。公司旗下的“白云
山”“通成”“金鹰翔”“原梦”等自主研发
产品在行业内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
市场占有率，产品获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推荐使用。公司成为中国建筑金属结构
协会铝门窗幕墙委员会审核推荐的生产
企业、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员单
位”，并被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评为“产品
合格生产企业”。

从企业标准到行业标准，再到国家
标准、国际标准；从专利保护到国内领
先，再到国际先进水平；从中端走向高
端，并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掌握行业话语
权，湖北通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一路砥
砺前行。

从接触建筑胶行业至今，黎凌刚已
走过30年历程。他看准了建筑热光材
料属于朝阳产业，虽然房地产行业正在
遭遇寒流，但他认为房子不在数量而在
于质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企
业的奋斗目标。

“结合通成高新材料产业集群布局，
公司将联合打造建筑热光这一新型产业
基地，实施倍增工程计划，建设建筑密封
材料百年基业，在自身做强做大的同时，
全力支持高新材料全产业共同繁荣和发
展。”黎凌刚表示。

立足中部，走向全国，步入世界。新
征程上，湖北通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正
在朝着这一宏伟目标奋勇前行。

从小散户到正牌军

通城“粮酒小镇”探索破局
特约记者 黎赛明 通讯员皮江星

在咸宁通城，有一个乡镇，几乎“家家有作坊，人人卖粮
酒”。步入这个小镇，扑面而来就是酒香。消费新趋势下，这
个乡镇是如何守正创新、实现小镇酒业高质量发展的呢？

北港盛产白酒，纯粮酿造，成为当地人自饮或办红白喜事
的首选酒水。“喝了不上头，喝了很舒服。只要喝酒的，都爱到
这里买。”因为要举办宴席，一大早，家住北港镇的邓贤睦，便
赶到离家不远的酒厂买酒。这家酒厂成立于2017年，主要生
产高粱酒、米酒等，因风味独特、物美价廉，备受消费者青睐。

然而，畅销的背后，却是利润微薄的窘境。“散装酒有一个弱
点就是利润低，没有附加值。我们酒厂是做批发生意的，酒才几
块钱一斤。”通城县楚瑶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会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家酒厂面临的境况在白酒行业很有
代表性。通城县北港镇地处鄂湘两省交界处，酿酒历史悠久，
有“粮酒小镇”的美誉，年产量约1.5万吨，销售额15亿元。全
镇约有1.5万多人从事酿酒，在全国各地开办的酒坊近7000
家，大多属于家庭式小作坊。由于行业门槛低，竞争也激烈。

如何破局？今年4月，当地引入龙头企业，打造“北港粮酒”
公共品牌，将分散的小酒坊联合成“万家共富工坊”。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优势，统一包装、销售，打造粮酒小镇酒产业名片。

“之前的问题是品牌形象不统一，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现
在我们统一品牌招牌，集中培训学习酿造、品鉴技术。慢慢地
从一家两家开始，一传十、十传百，千家万店、万家共享、万家
共富。”据湖北鼎泰酒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胡雄龙介绍，该
公司拟投资5000万元，建设一座占地约200亩的现代化粮酒
生产研发基地，配备化验室、包装车间等，统筹全镇各个酒业
企业，并提供稳定优质酒源。开通线上营销，充分利用“互联
网+”、直播带货等方式宣传、销售北港粮酒产品。“我们正在
积极引导在外酿酒的老乡们走向正规化、合理化、合规化，把
产品质量提升，做百年老店。”

通城县悠久的酿酒史，也吸引知名品牌落户。2018年，劲
牌酒业在通城创办隽州篁酒业，将原酒与竹子进行融合，吸收竹
子的自然风味和有益成分，历经6年的发展，走出一条竹酒破局
发展的新路子。咸宁隽州篁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栋说，“第
一步要把产品品质做好，建立起技术的共享机制，能够更适应
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就是要打造本地好而不同的品牌。”

“锚定‘打造50亿酿酒产业’目标，通过促规范、提品质、
创品牌等举措，使我们北港的粮酒品牌面向全国，从而走得更
远。”通城县北港镇党委委员黎炳煜表示。

流域综合治理的横冲实践
特约记者 黎赛明 通讯员 陈交朋

地处鄂南的通城县，135条河流流淌全境，北港镇枫树河
就是诸多河流中的一条。今年以来，北港镇大力实施流域综
合治理，枫树河逐步向着“小而美”蜕变，乡村变美了，民风变
好了，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甜了。

金秋时节，是水利工程建设的“黄金期”。在通城县北港
镇枫树河，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河道整治。

今年初，通城县开始推进枫树河治理，村容村貌如何改
善？硬性阻止，难免发生冲突。当地给出的答案是：对党员以
及家属严格要求，让核心动力“强”起来。“党员干部每个月要
做四件好事，无职党员每个月要做一件好事，老百姓都看得
到，有人在带头，其他人就跟着干。”通城县北港镇横冲村党支
部书记袁明单说。

该村的牛蛙养殖基地，在政府的支持下，进一步完善了尾水
处理设施，确保达标排放。牛蛙对水质要求高，每天需要24小时
不停地换水。“河道里面两三百米就有一座堰坝，经过一级一级的
沉淀，水质绝对会变好。”随着枫树河小流域综合治理推进，通城县
友明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友明对未来也更有信心。

同时，北港镇横冲村鼓励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建
围栏、种瓜果、植花草，打造“四小园”，即小菜园、小果园、小花
园、小庭园。村民也积极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进一步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村民戴意龙主动让出自家一亩多的菜园，
改造后，供大伙种菜。“方便住在一起的农户种菜，都是住在一
起的邻居，自己种不了那么多，给他们一点都可以。”

乡村美丽了，民风变好了，基础设施完善了，也吸引了不
少“新农人”回村创业。横冲村采取“党支部+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成立同富现代农业发展公司，将全村土地流转起
来发展产业。刘志刚返乡创业，经过多年发展，流转了120亩
田，从事大棚育苗，带动周边100余户村民增收致富。

“从开始育苗到现在，其实我们是一步一步每年都在增加
规模的，包括今年我们还想进一步增加50亩的基地，带动更
多的村民一起致富。”湖北省绿康种苗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人刘志刚说。

目前，北港镇横冲村有油茶基地、茶叶基地等15个专业
合作社，村集体年收入2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