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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县万福店农场紧紧围
绕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培育文明乡风、建设美丽乡村、创
建示范典型，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
推进万福店农场建成“城乡统筹示范
区，全域旅游先行区，社会文明样板
区”。

兴产业强保障，形成“产业兴
旺、乡旅融合”新态势。以“千亩产业
新区、万亩示范基地”为发展目标，打
造“一村一品”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即凤凰山村的黄桃种植示范区、
花卉苗圃基地、光伏农业、名贵药材
种植园区，黑龙口村的金果梨种植园
区，玉皇庙村的小麦繁育基地，三口
堰村的蓝莓种植园区，魏家岗村的油
桃种植园区以及居委会的蔬菜大棚
种植园区。同时加强道路、路灯等基
础设施配套建设工程，因地制宜打造
成四季有绿、四季有花、四季有香、四
季有果的旅游格局。

净生态重建管，拉开“城乡统
筹、环境改善”新序幕。“美丽乡村”扩
面提质。紧紧抓住危房改造的“牛鼻
子”，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改
善村居面貌。目前全场已完成危房
改造 4412 户。在改造的过程中，进
行统一规划设计，采取“依山就势、傍
堰就景、就地改造、变废为宝”的建造
理念，让村落原有的肌理清晰可见，
村湾面貌焕然一新；“四个三”重大
生态工程重点推进。全场共完成农
村改厕 1800 多户，配备了村庄保洁
员，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探索开
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引导群众
自觉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此外，全
面推进生活污水治理,投入 2451 万
元，新建污水处理场 1 座，目前已投
入试运营。不断加强农村黑臭水体
排查整治，加大对黑龙河等河流的水
域整治力度，实施河长制管理；深入
开展污染防治行动。进一步推进大
气污染防治，规范整顿石材企业 1
家，取缔违法生产石材企业 1 家，整
改淘汰燃煤锅炉 4 台，治理淘汰黄标
车 40台次。

抓乡风促文明，实现“以文化
人、示范引领”新局面。2018 年，凤
凰山村探索出乡风文明“一二三四”
工作模式并在全县乃至全市推广。
建立健全村规民约，成立两个理事会
管理本村日常事务，开展三大评选引
领文明乡风，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建设工作成立文艺宣传队、文明宣讲
队、致富示范队和矛盾调解队等多支
志愿队伍进行常态化管理，扎实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同时，突出党建引
领、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让群众文明
素质的提高成为乡村振兴的力量之

源。
惠民生补短板，促进“安全系

数、幸福指数”新提升。以扶贫领域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为抓手，定期开展
入户走访，宣传扶贫政策，针对不同
类别的贫困户采取切实可行的脱贫
措施，全面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定
期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开展劳动
技能培训活动，多措并举做好就业扶
贫工作；加大社会治安专项整治力
度，推进“雪亮工程”实施，成立村级
治安巡逻队，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行为；强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近年来，农场以居住集中地为单位，
打破自然湾界限，将“四好农村路”建
设工作与危房改造、易地搬迁、迁湾
腾地、移民后扶等项目捆绑实施，着
力补齐交通“短板”，强化公路“弱
项”，构筑“畅、安、舒、美”的农村公
路。

千里淮河千里淮河““第一漂第一漂””
———随县淮河镇西游记漂流产业发展剪影—随县淮河镇西游记漂流产业发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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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友张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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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办书记谈发展

这里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是动
植物混杂共处的天堂；这里是优质纯净水

上的冲浪，也是洞察淮河源头神秘洁净的
地方。7 月 29 日，记者走进随县淮河镇，对
该镇西游记漂流业进行了探访。

位于桐柏山东侧的淮河镇有一高峰叫
玉皇顶，山下有条河叫龙潭河——西游记
漂流便置身其中。

沿河而下，记者来到龙泉村，只见河流
从幽深的山谷奔出，像调皮的顽童，与岸边
的大圆石撞个满怀；在西二道河村，淮河哗
哗作响，如青春少年，拨弄着布满河道的鹅
卵石；在龙凤店村，淮河细浪粼粼，宛若温

婉妩媚的少妇，将沙滩上的板栗园挽入怀
中……

据《随州志》记载，淮河在随州主河段
长 35 公里，流域面积 689.4 平方公里，径流
总量 2.56亿立方米。淮河从鄂豫交界的桐
柏山起源，经随县、广水后，流入河南信阳
等地，再经安徽、江苏两省汇入江海，全长
约 1000公里。

生态，是淮河镇的最大优势。过去村
民曾以烧木炭、开采铁矿和花岗岩为主要
经济来源。近几年，淮河人收起了伐木和
开山采矿的工具，全镇 3 万人走上生态发
展的新路子，全域旅游风生水起。

据了解，西游记漂流年可接待游客逾

30 万人，直接收入在 5000 万元左右。淮河
镇 600 多人参与景区服务业，48 家农家乐
在旺季两月就创收 6 至 20 万元不等，景区
所在的龙泉村建起 56 户别墅，美丽乡村如
诗如画。

道教养生园环抱朴谷，隐于群山密林
之中。目前,流转山场 1.6万亩，投资 1亿余
元，主打养生世外桃源；海拔 898 米的玉皇
顶，2000亩高山茶落子生根；传说中的神农
部落，在淮河源头中“重现”。

特色生态种植如火如荼。1100 亩蓝
莓、1 万亩茶园、1 万亩板栗、2 万亩核桃和
5000 亩牡丹、无花果、薰衣草、荷花塘……

“八大庄园”绘成“四季花海，全景淮河”。

镇办经纬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冯琦、余琦）近日，随县殷店镇市场监管所联
合卫生院对商超生鲜销售人员、海鲜经营户、肉品经营户进行咽拭子
采样检测，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工作。

此次排查,按照“隐患排查、分析研判、重点整治、督促检查”等工
作程序开展，切实做到边排查、边研判、边整治、边督查。将任务分解
并明确各项具体工作责任人，确保排查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在
做好排查的同时，切实加强食品风险监测、社会舆情监测、投诉举报
线索收集等工作，坚决遏制食品安全领域风险隐患。

随州日报讯（特约通讯员余俊明、
徐艳艳）今年以来, 广水市李店镇党
委、政府瞄准整体脱贫目标，创新工作
方式，整合扶贫力量，以产业帮扶、就业
帮扶和教育帮扶为重点，用活用好各项
帮扶政策，及时解决贫困户的困难和问
题，啃下了脱贫攻坚一个又一个“硬骨
头”。

抓好政策落实。推动产业扶贫、易
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就业
扶贫、生态扶贫、兜底保障、光伏扶贫、
金融扶贫、电商扶贫等政策落地落细落

实；通过精准施策，抓好结对帮扶，确保
焦点不散、靶心不变、持续发力、久
久为功；各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
进一步精准掌握村情和扶贫政策，帮
扶措施精准到户到人。同时，加强政
策 宣 传 力 度 ， 让 贫 困 户 知 晓 扶 贫 政
策，引导贫困户跨越“等、靠、要”思想
障碍，因人因户“点对点”帮扶，激发脱
贫户内生动力。

发展富民产业。针对村级集体经
济底子薄、资源少、发展慢，该镇党委、
政府通过发动社会力量、整合资源、多

措并举，不断培育“三农”发展新动能，
全力补齐集体经济发展短板。目前,
全镇已有 10 户“市民下乡”置业、40 户

“能人回乡”创业，11 家“企业驻乡”兴
业。全力抓好产业扶贫，在实现“六个
一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传统农业优
势，重点发展壮大河西、万新、双河等村
1000亩特种苗木，天子山、飞跃、黄金等
村 10 座光伏发电，姚店村 4300 亩油用
牡丹，雷楼村 500 亩火龙果，中心、雷庙
村 600 亩小龙虾，天子山村年出栏 30 万
对王鸽，友谊、黄金等村 5000亩红栀子，

飞跃村 300 亩黄金桃，熊冲村 1500 亩艾
叶产业和黑斑青蛙，华丽面业和稳海饲
料深加工等十大产业，形成示范效应，
带领全镇 1352户贫困户增收致富。

推进精准脱贫。该镇积极探索电
商服务扶贫新模式，千方百计拓宽特色
优质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和贫困人口增
收致富渠道。飞跃村和新峰村联合新
建 10间 3层、面积 1000平方米的电商服
务大楼已经竣工并即将投入使用，让互
联网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更多的贫困人
口。

落实扶贫政策 发展富民产业

李店镇凝聚社会力量助推脱贫攻坚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邓红军）今年以来，广水市陈巷镇把“生态保护”摆
在重要位置，科学规划，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按照“五清一改”工作要求，该镇对各村湾部分危房进行整修，对新修的
道路进行硬化，并沿路栽植茶树、桂花树等风景树。拆除 13 个群众长期诟
病的陈巷街十字路口乱搭商棚，在镇区建成了垃圾中转站和污水处理厂；投
资 200万余元，购置垃圾压缩车、垃圾箱等设施，全部投放在人口集中、重要
路段上，实现垃圾治理设施应配尽配，并对 26 个村（社区）卫生一周一督办
一检查一通报，以常态化督导倒逼工作落实；强化秸秆禁烧宣传和护林防火
宣传，出动宣传车 80 台次，发放宣传资料 5 万余份，购买风力灭火器 12 台。
同时，认真落实河长制，累计巡河 300余人次，严密监控河砂采挖、偷排偷放
等违法行为。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谌靖洋）连日来, 曾都区万店镇组织 200余名党员干部，深
入村组农户，对照“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全面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

该镇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抓紧每一
天时间，抓细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项工作，全体干部放弃节假日，决战二十天，坚
决打赢这场不能输的硬仗；坚持工作到户，措施到人，全面发挥扶贫产业效益，加快
在建项目进度，及时兑现自主产业奖补。全面夯实基础工作，对村档、户档、信息系
统再检查、再整理，确保“三相符”；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各级督查问题清单和脱贫攻
坚大排查发现的问题，全部真改实改到位、销号清零。与此同时，全体行政干部改
包村为驻村，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开展入户大走访行动，与贫
困户面对面交谈，心贴心沟通，张贴结对帮扶明白卡，宣传扶贫政策。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申玉光、刘君、王珊）7 月 28 日，随县尚市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与
丽洋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了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处置和补偿协议书。

为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该镇通过向群众发放法律、法规宣
传明白纸等形式，进一步扩大相关法律知识普及面，先后组织宣讲活动 3 次，发放明白
纸 1800余份；组织相关部门先后到农贸市场、养殖点等场所对养殖、市场售卖商品及食
材进行仔细排查，向经营业主宣讲法律、法规，教育和引导广大商户守法经营，自觉摒弃
非法收购、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违法行为；鼓励和支持群众有组织地参与专项保护
行动，及时向群众宣传保护野生动物和禁止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为打造“林
茂水清、优美自然”的新尚市，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保障。

陈巷镇
多举措改善人居环境

万店镇
凝心聚力决战脱贫攻坚

尚市镇
贯彻落实《野生动物保护法》

殷店镇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排查

▲ 西游记漂流终点

▲ 漂至天河湾南天门下，大量声光电雾效果和背景
音乐使用，让游客漂流至此仿佛是神仙赴蟠桃盛会

▲ 这里是八戒的温柔乡，上面写满八戒的系列
故事，令游客忍俊不禁

▲ 仙人渡是起漂点，位于桐柏山天池下游

← 擦身而过的美女妖精，
充满诱惑又让人不能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