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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大家谈

一镇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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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店镇位于广水市东南部，
桐柏山和大别山交汇处南麓，素
有“花生大蒜之乡”美誉。近年
来，李店镇加大资金投入，全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走出了一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之路。
抓组织促振兴 让农业强起来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近年来, 李店镇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中，注重打造一支作风
过硬的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

完善组织体系。2018 年 12
月在全市率先完成村级换届，配
齐配强了村“两委”班子；成立并
充实镇乡村振兴领导小组，选派
57 名镇机关干部成立 19 个驻村
工作小组，选派 19名市直机关干
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班子成员
每年到村开展乡村振兴专题党
课 2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壮大合作组织。成立李店
商会和李店产业发展联合会，已
吸纳工农商等各类人才精英 300
余人，引导 20个村（社区）组建了
王鸽、麻鸭、土鸡、黄牛、小龙虾
养殖专业合作社和胭脂红桃、黄
金蜜桃、艾叶、火龙果等种植专
业合作社共计 83 个。同时成立
了农机服务、农资供应、农技指
导专业合作社 6 个，为农业强镇
提供强力支撑。

培育新型农民。成功培育
马慧萍、彭老五、卢秀梅等 20 多
名电商专业能手，投资 500 万元
建设 1000 平方米的电商扶贫大
楼已经竣工，即将投入使用，10
余名知名电商已预约入驻，各村
指定 1 人作为协管员，构建系统
化电商运作网络，助推全镇农特
产品以更快速度运销全国。
抓基础促发展 让农村美起来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为让农村真正美起来，李店
镇在发展项目、优化环境上,动真
功、使实劲。

项目大整合。两年来，全镇
整合项目资金 2 亿多元，实施了
7000 亩的省级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5000 亩的国家粮食能力建设
项目、1200 亩的省级土地整理后
续增补工程、500 万元的大别山
革命老区红石河治理项目，累计
争取国家级扶持项目 5 个、省级
项目 4 个、地市级项目 5 个，整合
镇村两级一事一议项目 22 个。
今 年 投 资 900 万 元 新 建 1 个 镇
级、7 个村级文体广场，总面积
12000平方米；投资 200万元对黄
金、迎春、天子山 3个村办公室进

行改扩建，新申报高标准农田改
造项目 3000亩。

环境大整治。全面推进“五
清一改”和爱国卫生行动，拆除
危 旧 建 筑 200 多 间 ，整 修 塘 堰
400 多口，新建水利泵站 30 个，
整 修 渠 道 2 万 余 米 ，道 路 绿 化
200多公里，湾林绿化 1000余亩，
35 公里村级道路正在扩宽硬化
中；先后投入 1187万元实施了熊
冲、飞跃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投
资 800万元实施了殷家岗古村落
保护、熊冲绿色幸福村建设、红
石河和广水河河道综合治理工
程；投资 2000多万实施了集镇污
水处理、村湾改水改厕和绿满广
水工程，建成污水处理厂 1座，铺
设污水管网 15公里，新建标准化
公厕 7 座，新建三格式卫生厕所
1798 个，精准灭荒 9400 亩，8743
亩天然林列入保护工程；投入
200 多万实施了洁美家园工程，
购入垃圾压缩车 2 台、垃圾厢 65
个。

乡村大提升。出资 80 万元
邀请知名设计团队对熊冲、飞跃
美丽乡村建设进行规划设计，既
保护了熊冲的古村落，又延续了
飞跃的水文化。今年，新申报李
店社区、麻城、友谊、红卫、应店 5
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邀请北
京、武汉知名专业公司规划设
计，着力打造十里桃林、千亩茶
山、稻香田园、民俗古迹、亲子农
场。
抓产业促脱贫 让农民富起来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
本。李店镇坚持以农业为中心，
扎实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发展。

招商引资加力度。全镇 6家
规模企业共计年产值可达 8 亿
元，省级示范企业溢丰粮贸属于
疫情期间定点保供企业，市级示
范企业稳海饲料今年正月初二
在全市率先复工，已新征用土地
20 亩筹建蛋品加工车间，新装 2
条生产线，可新增就业 50 人；去
年引进的高韬智电科技有限公
司已于今年 4 月正式投产，年产
值可达 1.5亿元，带动就业 200余
人；今年新引进凯立恒有限公
司，预计 7月份投产，可带动新增
就业 150人。

村级产业显特色。全镇 19
个村共成立 83 家农村专业合作
社，涵盖水稻、艾叶、火龙果、胭
脂红等种植和黑斑青蛙、王鸽、
鸡鸭、鱼虾养殖等，今年这些合
作社种植优质稻 9600 亩、油茶

1000 亩 、花 生 1600 亩 、太 空 莲
200 亩 、艾 草 1000 亩 、大 蒜 500
亩，养殖黑斑青蛙 110亩、小龙虾
800 亩 、黄牛 500 头 ，鸡鸭 80 万
只、王鸽 5 万对，新建 400 亩油茶
扶贫基地、50 亩 3 万棵苗木扶贫
基地、黄牛养殖基地 1个，新增火
龙 果 种 植 100 亩 、胭 脂 红 桃 树
800 亩，正在培育优质无核葡萄
150亩，新建农家乐 20家。

农民增收强措施。紧紧围
绕脱贫攻坚，全力促进农民增
收，力保 118 户 220 人建档立卡
贫困户如期脱贫，确保 1544 户
3527 人已脱贫户不再返贫。积
极开展种植养殖、电商等培训 20
多次，今年以来，邀请农业农村
局到村进行种养殖技术指导 3
次，组织 5 家本土企业举办大型
招聘会 1 次，达成就业意向 300
多人。依靠本土 13 家龙头企业
和 82家村级专业合作社，带动当
地劳动力就业 2000余人，吸纳贫
困劳动力就业 300 余人，实现人
均增收 1.5万余元。

▲龚家湾村岳雄丰万亩油茶基地一隅

油茶被称为东方橄榄，它与油棕、油橄榄和
椰子并称为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油料植物。近日，
记者走进随县澴潭镇，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油
茶林遍布山野，一株株油茶树绿意盎然。

近年来，澴潭镇巧念“山”字经，采用政府推
动、企业带动、社会联动的方式大力发展油茶产
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油茶产业发展之路。
目前，全镇油茶种植总面积达 12 万亩，油茶树成
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在澴潭镇皮台村绵延万亩的山坡上，记者看
到满目翠绿的油茶树，成为乡村最靓丽的一道风

景。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批有志青年垦荒植
下这片油茶林，自此种下惠及子孙的“福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发展油茶
产业是我镇实施传统产业绿色升级改造的核心
措施，我们将坚持‘增绿’与‘增富’相统一，不断
优化传统种植结构，让油茶产业特色大放异彩。”
澴潭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澴潭镇确立了以油茶产业为支柱产
业的核心理念，把龙头企业作为油茶产业发展的

“牛鼻子”来抓，聘请国内顶尖设计团队，按照统
一规划，综合开发，突出特色，稳步实施的原则，

重点打造五大油茶产业发展区域，通过“企业+基
地+农户”的产业模式示范带动，油茶产业在全镇
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催生了一批龙头企业。

刘庙村慧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连续三年荣
获“随州十大木本油料示范基地”称号；玉皇阁村
昱辰生态农业公司成为湖北省目前土地流转面
积最大、单一区域土地高产创建规模最大的民营
企业，并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龚
家湾村岳雄丰生态农业公司 6 年间，流转荒山坡
地 2 万亩油茶；龙家河村佳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联姻中国林业科学院，逐渐发展为集油茶种植、

深加工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国家级万亩油茶示
范基地。

推进油茶产业“融合”式发展是必由之路。
澴潭镇秉持系统工程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的理念，在夯实第一产业基础上，提升
第二、第三产业，培育油茶产业体系。

目前，澴潭全镇上下鼓足干劲，掀起了“抓油
茶、促发展、帮脱贫”的油茶发展高潮，形成了油
茶企业争先恐后进驻、当地村民迫不及待种植、
镇村干部热情服务的发展态势，油茶产业的发
展，将为随州新创一张“油茶之乡”的靓丽名片。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邓红军）连日来,
广水市陈巷镇聚焦脱贫目标，围绕“一有两
不愁三保障”全面开展大清查、大摸排, 及
时解决制约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突出问题，
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逐村逐户逐项化解疫情影响。对全镇
1958 户、5211 人开展脱贫成色系统大摸排，
按照收入水平分成高中低三档，分门别类重
点关注。推行“双代”制,满足群众的基本生
活生产需求,帮助贫困户销售滞销鸡蛋 3 万
枚、香菇 6000 斤，筹集米、油等生活物资为
全镇 1108名困难群众送去 1108袋米和 1108
壶食用油,为确诊贫困户刘仙昌帮扶 10000
元。疫情期间为 120 名贫困人口增设卡口
值守、道路巡逻、卫生清洁等公益性岗位。
开展外出务工人口大排查,全镇外出务工贫
困人口 1021 人，滞留在家 239 人，通过增设
公益性岗位，拓宽贫困人口增收门路。

按照“扶上马，送一程”的脱贫不脱政策
和“四不摘”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驻村力
量。20个非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全覆盖，持续
加强帮扶人的帮扶责任。结合脱贫普查开
展政策落实大排查,按照扶贫与扶智相结
合，持续加大贫困户产业帮扶力度, 以 8.8
元/斤价格，帮助贫困户黄德刚销售滞销泥
鳅 8000斤。

落实“三个保障”。在教育方面，开展雨
露计划专项大排查，6 期核查补报 46 人；在
医疗方面，对在医保系统中无法查询到 165
名贫困人口开展逐人核查，逐人取证，一人
一档；在住房方面，对低保户、五保户、重度
残疾人户和贫困户做到应报尽报，排查上报
危房改造 24户。

做好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全镇组织
线下招聘活动 3 次，达成就业意向 37 人次。
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按照每村 10 个岗位

的要求，重点向贫困户、边缘户倾斜；组织力
量开展贫困户人口外出务工情况大调查，目
前全镇外出务工贫困人口 1021 人，新增外
出务工人员 154人。

落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全镇建有 9
个易地搬迁点安置 145 户 359 人，配套基础
设施已完善安置点均已实现“三通”。为确
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先后建有 10 间
320 平方米的公共房，建设公厕 1 座，筹集
340 万 元 项 目 资 金 建 设 光 伏 电 站 7 座
435KW。

加强脱贫监测户、边缘户、因疫致贫返
贫户动态监测和帮扶。今年来已批拨产业
扶贫资金 38万元,重点向有种植养殖意愿的
边缘户、监测户倾斜。同时加大公益性岗位
的开发，每村开发 10个，为全镇 1958户贫困
户购买财产综合保险 9.79 万元，确保监测
户、边缘户不致贫，贫困户不返贫。

摸排“面对面”帮扶“实打实”

陈巷镇全力唱好脱贫攻坚“压轴戏”

社区动态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毛锐、龚金秋）近日，广水市马坪镇普降大到暴雨，强降雨造成
12093人受灾，房屋进水 218户、462间，房屋倒塌 2户、9间，一般损坏房屋 6户、11间，紧
急转移安置 4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8764亩、成灾面积 5710亩，直接经济损失 649万元。

灾情发生后，该镇迅速成立了应对防汛救灾工作专班，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
点对涵洞、桥梁、河流、堰塘的值守和排查，若有险情及时上报，及时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消除，早抢护；组织挖机挖出排水沟，调聚人员对影响排水的浮萍、
树枝和垃圾等进行清理，畅通排水通道；对因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和房屋被淹的受灾群
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安排副科级干部到所驻村对灾情
进行核实、组织各村进行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尽可能把灾情的损失降到最低。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申玉光、沈立、王珊）为深入贯彻落实《湖北省天然林保护条
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林更茂、山更绿、水更清”目标。近日，随
县尚市镇组织开展了“学习天保、落实天保”大行动。

尚市镇共有林地面积 147501亩，其中天然林 53749亩，主要涉及太山、群岳、民太等
村。近年来, 该镇天然林管护巡山体制逐步健全，各村均设有天然林管护员，切实做好
天然林的电子上图、协议签订、指示牌建设、界桩建设等工作。与此同时，将现代化软件
融入到天然林保护工作中，组织 20 个村“天然林管护员”学习“啄木鸟”林业巡护软件，
把天然林管护员信息录入到系统中，形成“县级总指挥、镇级快行动、村级准上报”三级
一体垂直管理体系，对天然林保护上报的问题能做到快速、及时、准确、有效的处理。

镇办经纬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
万家洪）每当夜幕降临，华
灯初上，随着清脆曼妙的
音乐响起，人们合着音乐
节拍跳起欢快的广场舞。
连日来，在曾都区南郊办
事处瓜园社区新建成的文
体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

今年来，瓜园社区积
极响应市委市政府扮靓一
河两岸的号召，以丰富居
民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为 出 发
点，将临河的一块荒地建
成一座综合文体广场。请
来区文体新广局专家实地
考察、设计，投入近百万元
资 金 进 行 回 填 、平 整 、硬
化、绿化。并请求区文体
新广局支持健身器材。经
过近 3个月的努力，一个占
地 12亩的综合文体广场建
成，正式对居民免费开放，
广场设有足球场、羽毛球
场 、门 球 场 、智 能 健 身 设
备，后续还将安装环形跑
道、乒乓球台、休息靠椅。
届时，文体广场的功能将
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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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坪镇
积极应对防洪抗灾

尚市镇
天然林保护在行动

漫山挂满致富果漫山挂满致富果
———随县—随县澴澴潭镇油茶产业剪影潭镇油茶产业剪影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吴财荣 通讯员通讯员 张远富张远富

▲油茶树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春暖花开时节,一朵朵茶花，像一块墨绿白染
的翡翠，镶嵌在枝头,成为乡村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该镇生产的食用油料系列
产品倍受市场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