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2日，金叶体育馆，市直机关男子篮球甲级联赛热力
四射。

据了解，此次比赛吸引了我市8支甲级球队参赛。球场
上，队员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激烈争抢，奔跑、跳跃、变向……通
过多样的战术配合，你追我赶，为冠军而战。比赛旨在交流切
磋球技，提高我市篮球竞技水平。 记者 夏正锋 摄

赛场比拼
切磋球技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吴超
志、吴杜娟报道：12月10日，走进咸
安区大幕乡井头村经济合作社农副
产品加工车间，一筐筐烘干好的金丝
皇菊散发出阵阵清香，工作人员正忙
着对金丝皇菊进行分拣、包装。

“我们的菊花基地在水库库尾
边上，空气、水质、日照更好，金丝皇
菊的品质较高，基本不愁销。”井头村
村委委员黄代斌介绍，该村自去年年
底成立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以来，通过
流转撂荒地300余亩种植金丝皇菊、发
展林下养鸡等，实现村集体收入13万
元。“村集体收入比上年翻了1.5倍。”

据了解，井头村经济合作社由该
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江领办，通过实施

“党支部+合作社+村民”的发展模
式，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发展了特色
种植、生态养殖等多元化产业。不仅
增强了村集体经济，也带动村民实现
了家门口增收。

“有空就去合作社帮忙，工资按
天算，今年额外增加3000多元的收
入。”该村村民王铁华笑着说。

在该村9组，一个集露营观光、垂
钓、采摘、餐饮、民宿于一体的田园山水
乡村旅游综合体正在打造中。“目前，
700余平方米的共享菜园已经打造好，
等待游客认领、采摘。”黄代斌说。

近年来，大幕乡充分发挥党组织
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坚持
因村施策、试点先行、示
范带动，积极推进
党组织领
办合

作社工作，着力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难题。

在大幕乡泉山口村，该村通过
“村企合作、村民受益”的方式，成立
村级集体经济通信合作社，与中国联
通公司合作，由村集体投资本村通信
资产，在村民使用低资费套餐优惠、
享受数字化服务的同时进一步盘活
村集体资产，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费用比以前低了，更划算，还免
费送了一个摄像头。”泉山口村7组村
民程红霞说，自己以前有两张卡，一张
电话卡，一张流量卡，现在用一张卡就
够了，有了摄像头自己在外务工也能
经常看到家里的情况，很方便。

“通信合作社于今年4月份成
立，截至目前已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3万元。”泉山口村党支部书记邹亚
林介绍，将进一步深化村企合作，推
动数字乡村平台建设，持续为乡村振
兴提供新的内生动力。

目前，一个个以党支部为引领的
村经济合作社在大幕乡持续发展壮
大，成为带动当地集体、农民双
增收的引擎，为乡村振兴
持续注入强劲动
能。

咸安

探索合作模式
带活乡村产业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员
田明报道：12月4日，在崇阳县郁郁
葱葱的雷竹林间，冬日的暖阳照进
竹海，光影斑驳，一阵微风吹过，翠
绿的竹叶随风摇曳。

雷竹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化
的种植。崇阳县青山镇长林村通过
引进一家雷竹专业合作社，经过十多
年的发展，培育出的细叶黑头雷竹品
种，不仅茎秆粗壮、植株高大，而且长
出的雷竹笋肉质细腻、鲜脆可口。

在该村的“三胖家庭农场”雷竹
种植基地，负责人蒋孟平正带领村民
们为雷竹“盖棉被”。几十名村民将谷
壳均匀地覆盖到竹林下，实现地表增
温，从而让雷竹提早出笋、产量更高。

“这几年雷竹产业发展比较好，
我们也在不断地培育新品种，让我
们的雷竹长得又大又好，扎扎实实
把这个产业做好，让雷竹产业真正
成为富民产业。”正在基地忙活的蒋
孟平，脸上挂满了笑容。

类似的场景，还出现在崇阳县
石城镇花园村。近年来，花园村依

托村集体林地资源打造雷竹基
地，采用“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
式，雷竹种

植面

积从过去的 200 亩发展到如今的
1000余亩，在做大做强农业特色产
业的同时，“鼓”起了村民的腰包。

连日来，花园村雷竹基地一片
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给
雷竹“盖棉被”，而部分雷竹也已出
笋，村民们抓紧采挖，收获这份冬日
的馈赠。

“我们正在用稻草和谷壳给雷竹
进行覆盖，确保雷竹尽快出笋，在过
年前卖个好价钱。”崇阳县孟君雷笋生
态家庭农场负责人蒋孟君介绍说。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期间，雷
竹基地不仅需要覆盖、采挖，还需进
行翻地、抚育等，这些环节都需要大
量的人工投入。当前，该雷竹基地每
天有20余名农户忙碌劳作，花园村
三组村民余中良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一天能挣100元，而且就在家
门口，特别开心。”余中良每天清晨7
点便前来挖笋，下午对雷竹进行覆盖，
每天工作8小时，繁忙而充实。

“每年可带动村民100多人就
业。”花园村党支部书记王志明告诉
记者，孟君雷笋生态农场在花园村
共流转了500多亩土地，雷竹笋覆
盖产量每亩能达到 3000 到 4000
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近年来，崇阳县依托优势生态资源，

持续发展雷竹、中药材等特色农
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让发展成果惠
及 更 多 群

众。

崇阳

发展雷竹种植
带动村民增收

本报讯 记
者丁伟、通讯员王

文辉、胡奇美报道：11月
24日，2024第三届中国·湖北

通城全国自行车户外公开挑战赛在
通城县塘湖镇圆满落幕。在“赛事
热”驱动下，近段时间来，活动主会场
荻田村收获一波赛事“红利”。

“得益于上个月的自行车比赛，
我们的民宿和农产品店知名度越来
越高，现在每天有不少回头客过来光
顾。”近期，位于塘湖镇荻田村红色广
场旁的“红色年华”客流量激增，负责
人张强介绍，“近一个月，接待游客近
2000人次，营业额达11万元。”

荻田村是一片红色的故土，辖内
有通城秋收暴动纪念馆、罗荣桓元帅
广场、红河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红色景
点，是黄袍山苏区红色旅游的重要

“打卡地”。
2023年，荻田村充分发挥黄袍山

自然生态条件优越、红色文化景点丰富
等资源优势，盘活利用闲置土地，打造
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农产品展销等
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红色年华”。

今年10月28日，1800多平方米
的“红色年华”正式对外营业。

“荻田村村委会通过公开招租的
方式，将‘红色年华’民宿主体工程交
由塘湖社区致富带头人经营，每年可
获固定租金15万元；同时以装修装
饰、附属设施投入，参与民宿经营分
红。目前，村级集体经济增收15.45
万元。”荻田村党支部书记黄大龙说。

游客引进来，产品走出去。该村
还依托“红色年华”，搭建农产品展销
中心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让农产品
销往全国。

“隔着屏幕都能想象这地下的萝
卜有多大了”“黄袍山的黑土地，种出
来的白菜真好吃”……12月3日，“红
色年华”农产品展销中心直播间，干
辣椒、干萝卜丝、豆腐、豆渣等农特产
品一字排开，汪明旺、黄英等本地主
播卖力吆喝，向全国“网友”介绍本地
农产品。

“我们荻田村有很多特色农产
品，但以前‘藏在深山无人知’。”黄大
龙说，现在通过“合作社+直播间+农

户”形式，荻田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负
责收购农户土特产品，供应给
带货直播间，主播对土特农产品进
行分级、包装等加工和升值售卖，让农
产品有销路、农户有稳定收入。

另外，荻田村驻村工作队利用微
信小程序，开设“微商小店”，整合周
边17个村（社区）农特产品资源，将线
下产品转变为线上商品，通过朋友圈
推广、面对面宣传等方式，扩大“红色
年华”知名度，实现农户家门口有钱
赚、不出镇能就业。

黄大龙表示，2025年该村集体经
济收入预计可达到40万元。未来，将
进一步推动农文旅融合，统筹文化旅
游、民宿餐饮、直播带货同步发展，以
文旅“一业兴”带动乡村“百业旺”。

通城

利用赛事效应
带旺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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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阳、通讯员
汪丽君报道：12月17日，湖北
省“工友杯”第三届“鄂有绝活
（e有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
赛决赛圆满落幕。经过两天激
烈角逐，我市3人获奖。

本次咸宁选手所获奖项，
分别为续恒带来的绝活“刀尖
上的蛋雕”荣获大赛现代服务
及新就业形态类三等奖、丁力
带来的绝活“非物质文化遗产
叶画”荣获大赛乡村振兴类（含
非遗传承）三等奖、桂宏伟带来
的绝活“工艺礼品制作”荣获大
赛乡村振兴类（含非遗传承）优
秀奖。

获奖选手续恒可在鸡蛋壳、
鸸鹋蛋壳、鸵鸟蛋壳上，或雕刻

出惟妙惟肖的写实人物肖像，或
雕刻呈现场景化人物六七个于
蛋壳正面，或运用高浮雕、浮雕、
浅浮雕、镂雕和影雕结合的方
式，创作出具有超强空间感、画
面场景感的写实雕刻。

获奖选手丁力是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叶画的第四代传承
人，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
现形式，以银针为笔、矿物质颜
料为墨，通过刺染叶脉、叶肉进
行上色，呈现出全新叶画。

获奖选手桂宏伟擅长工艺
美术设计、泥塑制作、翻模技术、
修坯工艺及着色技巧。目前，他
正在研究3D人像打印领域，致
力于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
结合。

刀尖上雕刻 叶片上作画

咸宁选手在全省大赛亮绝活

本报讯 记者王苒宇、见习
记者张克鼎报道：“社区的问题
千头万绪，我们一个一个解，偏
要啃下这些硬骨头”“调解大超
市就是提供各项法律服务，让老
百姓说事只进一门，只跑一
地”……12月 17日下午，咸宁
高新区党员职工服务中心“强国
复兴有我”百姓宣讲示范宣讲活
动第九场现场，宣讲员们的故事
或催人奋进，或温暖人心，观众
们的心绪被精彩的讲述紧紧牵
动着。

“宣讲很精彩，社区治理的
故事我感同身受”“我和何功
伟烈士是老乡，他的精神气节
我无比佩服，他是咸宁人的榜
样”……观众们听完后，你一言、
我一语，回味着宣讲的精彩之处。

据了解，市委宣传部组织示
范宣讲员代表与各县（市、区）百
姓宣讲员一同深入一线，以“强
国复兴有我”为主题，开展走进
机关、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校
园、军营、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
组织的“六进”宣讲活动，生动展
现了全市各行各业锐意进取、真
抓实干取得重大成就的奋斗故
事，弘扬正能量。

两个多月来，百姓宣讲一共
举办九场，深入全市各县（市、
区），以情感真、接地气的好故事
为广大居民带来形式丰富、内容
翔实的文化教育盛宴，广受好
评。随着17日在咸宁高新区的
最后一场落幕，“强国复兴有我”
百姓宣讲示范宣讲系列活动圆
满结束。

“强国复兴有我”百姓宣讲示范宣讲

走进咸宁高新区

12月12日，来自武汉都市圈的女科
技工作者们齐聚咸宁（武汉）离岸科创
园，开展主题为“聚力创新性发展 巾帼智
汇谱新篇”的座谈交流活动。

此次活动由咸宁市委组织部、咸宁
高新区、咸宁市妇联和武汉市妇联、咸宁
高投集团妇联、武汉都市圈女科技工作
者联盟联合主办。旨在将招商引资和招
才引智项目相结合，通过活动搭建交流
合作平台，进一步凝聚科技创新“她”力
量，助力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满园轮
替工程”，助推咸宁高质量发展。

女科技工作者们走进园区企业，深
入了解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内
容。在小麦便利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售
货柜产品吸引大家纷纷咨询；在武汉因
泰莱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的陶瓷激光增材
制造实验室，陶瓷激光3D打印引众人围
观；在湖北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女科
技工作者就行业发展与企业负责人深入
交流；依托咸宁桂花资源研发的咸宁桂
花系列产品备受关注……大家边走边
看，纷纷感叹咸宁科技创新能力无限。

在此后的座谈交流中，女科技工作
者们各抒己见，共谋发展，共商合作。

武汉兰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小蓉说，此次走进咸宁（武汉）离
岸科创园，感受到时代进步、科技创新的
力量，更进一步了解了咸宁，收获满满。

中国水务湖北银龙水务集团董事长
张勤表示，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的建
设开启了新模式，开辟了新赛道，彰显了
新理念。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凝聚女性科
技工作者的新力量，共同推动发展。

咸宁企业家代表刘红琳说，越来越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成
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这是时代赋予的机遇，因此要
为时代不断绽放“她”力量，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新质生产力。

咸宁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女科技工作者和女企业家们
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咸宁市妇联一直致力扶持女性
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在发挥女性科技人才作用、服务女性人才发
展上做了大量工作。咸宁有着让女科技工作者和女企业家们发
挥才能的广阔天地，有优良的营商环境，有优厚的人才政策，诚
邀武汉都市圈女科技工作者联盟成员来咸发展。市妇联将和高
新区、科创园共同为女性科技工作者做好优质服务，为企业成长
和咸宁创新产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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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阮智愚、通讯
员王贤波报道：12月17日，在
通山县大路乡通山大道施工现
场，机械轰鸣，挖掘机、压路机、
运输车正在高效作业。

通山大道起于通山县南林
产业园新工业路，与通山经济开
发区科奥工业园城市主干道对
接，横跨南林桥镇和大路乡两个
乡镇，总投资 13 亿元，全长
11.629公里，路基宽40米，双向6
车道，设计时速60千米每小时。

通山大道建成通车后，可将
南林工业园和通山经济开发区
连成一片，带动产业集群效应，
辐射带动沿线乡村产业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

发展。
据了解，通山大道道路两侧

土地已规划有农业产业、工业产
业、旅游服务产业三大板块，建
成通车后将成为通山县域经济
发展的“主赛道”“快车道”。

目前，通山大道路基土石方
工程已经完成73%，正有序推
进防护工程、桥梁桩基、涵洞通
道等工程建设。同时，路面底基
层施工也在同步推进。

通山县交通运输局正抢抓
施工黄金期，坚持“抓项目就是
抓发展、抓发展就要抓项目”的
理念，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力争以实际的项目成果，支撑起
通山县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通山大道施工正酣

打造县域经济快速通道

本报讯 记者张欢、通讯员
辜俊报道：12月17日，咸安区
高桥镇组织100余名镇、村党员
干部开展冬季火灾防控消防安
全培训演练活动。

培训活动采用“理论授课+
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培训课上，咸安区消防救
援大队专业人员结合各地发生
的火灾视频案例，围绕安全防
火、用电用气、火灾事故发生的
起因、火灾发生后如何报警和
如何正确自救互救等方面进行
了细致讲解。

随后，消防救援大队专业人

员通过现场模拟，讲解了煤气罐
着火后的科学处置方法，并邀请
部分参会人员亲身体验灭火器
的操作，确保他们能够在实际情
况中熟练地运用消防器材。

高桥镇属于咸安区山区乡
镇，当前正处冬季，是火灾事故
的多发季节，气候干燥寒冷，用
火用电用气增多，火灾隐患也随
之增加。本次演练活动旨在进
一步增强镇、村党员干部的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镇、村应对火灾
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辖区企
业、景区、村湾在冬季火灾高发
期能够安全稳定。

咸安高桥镇

开展冬季消防演练

本报讯 通讯员陈可报道：
12月16日，嘉鱼县税务局成功
举办新办纳税人“开业第一课”
可视答疑活动，旨在深入贯彻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帮助新办
纳税人快速掌握税费政策和涉税
事项办理流程，助力企业顺利度
过“新手期”，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活动中，“税青稞”志愿服务
团队的业务骨干担任“主播”，通
过政策讲解与互动答疑的方式，
与新办纳税人进行实时交流。
活动穿插短视频和操作演示，生
动直观地介绍了新办纳税人关
心的热点税费政策和办税流程，
内容覆盖企业设立、税种申报、
发票管理等多个方面。同时，评

论区内的答疑小助手也同步解
答纳税人提出的问题。据统计，
本次活动共吸引127人次观看，
成功解答纳税人问题28个，获
得广泛好评。

新办纳税人龙女士在观看
直播后说：“这次‘开业第一课’可
视答疑活动非常实用，主播的讲
解和操作演示让我对税费政策和
办税流程有了清晰的认识。”

据悉，嘉鱼县税务局将持续
开展新办纳税人“开业第一课”
系列活动，通过可视化答疑、政
策解读发布等形式，为纳税人缴
费人带来“见屏如见面”的纳税
服务体验，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缴
费人获得感和满意度。

嘉鱼税务“可视答疑”

开启企业办税“开业第一课”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进行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