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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随县淮河镇全力支持随州淮河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着力打
造随县“美丽乡村”龙泉村、湖北“和美乡村”龙凤店村、国家“红色美丽村庄”
桐桥畈村，投入项目资金 6000余万元，实现镇村面貌焕然一新，促进红色文
化基因传承，激活淮河源头乡村振兴动能，助力随县优化营商环境。

国家《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
规划》把打造“美丽淮河”作为“美丽
中国”的一号工程，将用“绿色长廓”
呵护千里淮河，湖北也将打造“美丽
淮河源头风光带”。恰逢其时，湖北
随州淮河国家湿地公园通过试点单
位验收，这是顺应国家发展规划的战
略需求，淮河国家湿地公园将承担起
千里淮河源头湿地生态保护的历史
使命。

淮河源生态系统的“保护神”。
2017 年 12 月，淮河国家湿地公园被
批准为“试点单位”。但由于各种原
因，湿地公园保护机构于 2021年 4月
才得以成立，2022 年初编制人员才
陆续到位，这时距国家规定的验收时
间不足两年，于是，序幕拉开，时间拉
紧，责任拉满，同时开展规划修编、标
桩立界、建设选址、办法制定、生态保
护等系列工作，公园主导，镇村一体，
统筹推进，硬是两年干完了五年的
事。

淮河水哺育人民的“呵护人”。
水是湿地的灵魂，湿地是淮河之肾，
是公园管理的核心。湿地公园出台

《湖北随州淮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
法》，实行“3+5+X”巡护管理机制，
与公园内 5 个村联合组建巡护队，常
态开展“五禁”（禁采、禁伐、禁猎、禁
捕、禁渔）专项巡查；依托桐柏山淮河
源两省六市检察协作机制，与桐柏县
检察院开展生态环保联防联控；成立
随县“淮河源公益诉讼示范基地”“淮
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基地”，取得了可喜的工作成果。

淮河镇绿色发展的“守护兵”。
近两年来，湿地公园十分注重区域内
生态保护的巡查与处置工作，并加强
与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及时制止违
规捕捞、狩猎 50 余起，处置盗采砂石
10 余起，拆除违建房屋 8 间、河道拦
网 800 余平方米，关闭河岸养殖场 6
家，取缔采砂场 3 处，救助各类野生
动物 30 余只。同时，积极与河南桐
柏县相关部门开展协调会商，达成水
源及水鸟共同保护协议，移交问题线
索 12条，发出检察建议 18份，督促恢
复植被 60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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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淮河源，生态龙泉村。位处鄂豫交界、
淮河之源的淮河镇龙泉村，有着 47.7平方公里的
版图面积、4.6 万亩广阔山场；村域内拥有 5 个文
旅项目，其中有三大 3A 级以上景区。是省先进
基层党组织、省旅游名村，也是随县十大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村。日前，湖北电视台在《小城故事
多》栏目专题报道该村，题目为“淮河源头‘漂’出
旅游村”。

美丽项目建设美乡村。近几年，龙泉村争取
各类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2000 余万元，实施整村
规划，持续有序推进，先后完成“集村庄整治、水
网改造、民宿打造、文体广场与田园观光于一体”
的汪湾“田园综合体”，包装提升出山店、李庄、高
岗三大村庄宜居水平，整治提档四大淮河支流入
口环境，绿化亮化 6 公里高速连接线生态通道，
与三大景区及湿地公园规划统筹、资源同享、发
展同向，已成为随北“村景一体、山水一色、品质
一流”的美丽乡村示范村。

文旅产业发展富村民。龙泉村依托山水之
资源、桐柏山之名片、淮河源之品牌，深挖文化内
涵，坚持融合发展，做好“游山玩水”文章，持续十
五年不间断，实现文旅产业“一业独大”“集群发
展”的良好局面。成功打造国家 4A 级景区“千里
淮河第一漂”西游记漂流、国家 3A 级景区“世界
华人的精神家园”神农部落、国家 3A 级景区“湖
北省重点休闲农业示范点”慈云居生态园，还在
打造“桐柏山淮河源竹筏漂”“随县玉皇顶文化
园”两大项目。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带动周
边发展农家乐 68家、精品民宿 12家，1000余人围
着旅游转，村民年旅游收入 2000余万元。

社会文明新风进家庭。文旅产业的快速发
展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和在村内创业，全村
500 户家家都有事做、人人有活干。现在就业机
会多了，抹牌赌博的少了；村民收入多了，邻里是
非少了；庄上偷鸡摸狗的不见了，山上毁林烧炭
的消失了……反衬出龙泉村产业振兴的巨大魅
力。通过文旅产业带动，村民务工挣薪金、租地
收租金、开店赚盈利、入股分红利，景区与村民亲
如一家、融为一体，为乡村振兴与村风文明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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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板栗园，古韵龙凤店。近两
年，淮河镇龙凤店村以便捷的区位优
势、驰名的谢家湾板栗为名片，依托
淮河国家湿地公园，致力打造“产业
三园”（艾草产业园、循环经济园、特
色种植园），村集体经济年增长 10 万
元以上；加快建设“和美家园”，村容
村貌不断提升。以“三大项目”（和美乡村、湿地保护、
土地整理）为引擎，激发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

和美项目落地“四水”分。水净则村美，2023 年
春，龙凤店村争取省“和美乡村”试点建设项目，以谢
家湾为试点，投入资金 420余万元，在统筹规划、特色
打造的基础上，重点实施“水环境”工程，实现“四水”
网络配套。以达标井水与镇区自来水相衔接，保证村
湾 49 户村民用上安全的“饮用水”；建公厕、改户厕，
配套设施，铺设管道 1600 米，分类处理“生活污水”；
整修 3 口生态堰，修建排水沟 1800 米，合理引导“雨
水”入塘；整修河堤及入河口 1500米，美化河道环境，
净化“河水”水质。

湿地保护共谋发展惠万民。借力公园，共谋发
展，这是龙凤店村走出的一条成功之路。2023 年，正
值谢家湾“和美乡村”建设与湿地公园试点建设同地
域、同时间展开。可“粥少僧多”，如何保证桥梁修建、
道路提档、村庄整治等项目顺利实施？龙凤店村与湿
地公园共同谋划，实行“项目分家、资金叠加”的办法，
由湿地公园出资 800万元修建老街大桥、扩改并刷黑
2.2 公里进园道路、铺设 3000 米古板栗园游步道，由
龙凤店村出资 400万元打造谢家湾村庄、整治沿途环
境。一个目标、双向发力、多方受益，惠及淮河镇区万
千居民。

千亩板栗园林古韵生。淮河谢家湾因三面临河，
千百年来，湍急的河流自西向东蜿蜒而去，冲积成一
片 U 字型回水弯，千亩滩涂犹如一个巨大的“聚宝
盆”，盆里还承载着 500 年古板栗树的历史。因其独
特无二，人们便称这里为“千里淮河第一湾”。这片滩
涂面积 1040 亩，其中板栗林园 710 亩，现有百年以上
板栗树 400 多棵，300 年以上板栗树 24 棵。这里板栗
无虫、古树苍劲、环境宜人，已被纳入随州淮河国家湿
地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成为“淮河源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基地”。

龙
凤
店
村
：
古
韵
板
栗
和
美
村

英雄桃花山，红色桐桥畈。如果说龙泉村是淮河镇产业发展的“龙
头”，那么，“凤尾”的角色非桐桥畈村莫属。近几年，桐桥畈村深挖红色
文化，成功申报国家“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淮河镇以红色基因激发
村两委“栽好‘梧桐’树、引得‘金凤’来”，凸显高山村资源优势，诚招乡
贤回村创业，在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特色养殖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红色项目落地桃花山。桃花山位处桐桥畈与草店交界处，最高处
758米，这里地势险峻，因相邻几座山峰形似桃花而得名。1935年 6月 1
日，高敬亭率领红 28 军与国民党 32 师独五旅在这里激战一天，缴获敌
人轻机枪 2挺，步枪 200余支，造成敌人死伤 600余人；红军牺牲 4人，伤
10 余人。这场战争是红 28 军西征受挫后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对后
来鄂豫皖边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解放后，这里成为
后人缅怀先烈之地，也是“红色美丽村庄”的英雄之地。

英雄故事再现展览馆。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2023 年，
桐桥畈村成功申报国家“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争取资金 400 万元，随
后系统规划、专业设计、精心实施，一年内先后建成“红色美丽村庄”村
标 1处、红色广场 1个、红 28军展览馆及体验馆 3栋、烈士纪念碑 1座，打
通红军展览馆至烈士纪念碑 5公里连通道路，全面整治了村庄及沿路环
境，红色文化引领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一批批干部、学生来这里聆听红
色事迹、祭拜革命先烈、汲取革命力量，昔日高山穷困地成为今日红色
美丽村。

同心同德发展桐桥畈。发掘红色文化，发展绿色产业，这是桐桥畈
村近两年所走的“红绿融合”发展之路。村党支部书记李四代特意把微
信昵称改为“桐心桐德”，时刻提醒自己牢记“桐桥畈”发展，在任职履责
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3 年，村干部三下江苏常州，请回本村成功
人士周超，回乡成立“随州市淮之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首期投入 1900
万元，投资开发“田园综合体”项目。现已流转本村撂荒土地 300 余亩，
用于种植香稻、玉米；同时，利用粮草转化物养殖牛羊百余头；依托红色
文化，先期打造两幢别墅民宿。红色引擎带动桐桥畈村民养牛 1800 多
头、养蜂 1000多箱……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随县淮河镇随县淮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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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旅程
——记曾都区编钟初级中学教师苏光华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赵慧林赵慧林 通讯员通讯员 王军王军 顾巍顾巍

随州好老师
随州市教育局
随 州 日 报 社

主办

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得耐着性子和他
“讲道理”

“在 2021年 10月生病前，我一直都是班
主任。”苏光华回忆道，以前每年开学她都会
召集班上所有学生家长开家长会，还经常与
家长通过电话、QQ、微信等途径沟通孩子
学习生活情况。在她的带动下，慢慢地，全
校都开始开家长会，从开学一次到每半年一
次，后来又发展到分年级、分学科单独开家
长会。

“会议内容也从了解情况，到分享先进
的教育理念、讲解科学的育儿方法、进行激
情澎湃的演讲、互相亲切地沟通交谈……老
师和家长的反响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团
结。”苏光华谈起家校共育的相关话题时，仿
佛有说不完的话。

“青春期的孩子嘛，心智尚未成熟，会出
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时家长也会做出错
误的处理方法，这时候就需要老师更多地引
导了。”当谈及遭遇“调皮学生”“不理解家
长”时，苏光华说，“不要被表面问题吓到，耐
心向正确的方向引导，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解
决。”

有一年，班上有一个叫王玲玲（化名）的
女生，平时学习很认真，但过了一段时间，苏
光华注意到她的努力看不到明显的进步，甚
至有些退步。

苏光华课后找到王玲玲，经过询问才得
知，孩子每周末的时间都被兴趣爱好等课程
安排得满满当当，有时晚上十点都还没能休

息，身心俱疲的孩子学习怎能不受影响？
了解情况后，苏光华立刻与玲玲母亲电

话沟通，要求孩子周末必须腾出一天时间休
息放松，家长当时答应了。第二个星期，不
放心的苏光华注意到孩子还是一脸疲态，追
问下发现家长只是假意答应，并不认可老师
的想法。

第二天，苏光华干脆将家长请到学校，
与她细细分析孩子的学习情况与精神状态，

“家长也是望女成凤，磨破了嘴皮子，才终于
答应先听我的试试，我也立下‘军令状’，一
个月后保证让孩子成绩有所起色。”

一个月后，玲玲在轻松的环境下慢慢进
步了，家长也终于彻底地心服口服。

“大家的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其实
也没什么秘诀，就是要好好说、耐心解释。”
苏光华微笑着说。

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在我心中学生永远
排在前列

2021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苏光华不幸
遭遇了蛛网膜下腔出血。紧急的手术，漫长
的恢复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考验。

然而，对于苏光华而言，她最牵挂的仍
是那些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那时候我正
带着初三毕业班的学生，他们学习压力大、
任务重，哪能放心一直待在医院啊！”术后两
周，她便坚持回到班级，为孩子们加油打
气。那一刻，她仿佛是一位勇敢的战士，用
爱的力量战胜了病痛的侵袭，也为学生树立
了好的榜样。

“我还清楚记得，那时候同学们看到坐
在轮椅上的苏老师，不少人都哭出声来。医
生建议她至少需要休养半年，但仅仅过了三
个月，她就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学校，坚持上
课。”同事刘老师告诉记者。

她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能耽
误孩子们的学习。

“别人都说我厉
害，其实我也收获了
很大的能量。在刚
开始休养能允许探
视时，每天都有家长来
医院看我，叫我好好休息，我心里充满了
感动，也越发觉得不能辜负家长的信任
和期待！”苏光华眼含泪光，感动的时刻仿佛
仍历历在目。

后来，学校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坚持
不让她担任班主任，她只好专心担任任课教
师，但她仍以班主任的责任心要求自己。

那时候恰逢疫情，学校停课学生们都在
家里上网课。班上有个叫张小光（化名）的
男孩，头脑灵活，但缺乏自律，对待学习敷衍
了事。在家学习，小光更是“无法无天”，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

苏光华注意到这一情况，立马告知班主
任：“这么聪明的孩子不能让他在疫情中掉
队呀！我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就交给我来
处理吧。”

于是她向家长了解小光在家学习情况，
共同制定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让家长

“打配合”，不定时打视频电话抽查他的上课
状态，并要求他将作业以视频形式展示。后
来，苏光华还不定时去他家里抽查，最后在
她的监督下，小光在中考时顺利发挥出应有
水平考取全市重点高中。

“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毕业后偶然小
光遇到我，还在感谢我对他的‘特别关注’，
现在考入理想高中，离未来美好的大学生活
又近了一步。”苏光华笑着说。

当好学生的“家长”、家长的朋友

“我们学校农村进城务工、父母离异家
庭的孩子有不少……”苏光华说，“只有家
访，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孩子们的真实状态。”

为此，她频繁地穿梭于各个家庭之间，

细心观察，耐心倾听，从孩子的言行举止中
捕捉成长的信号。

通过家访，她发现有的孩子在家庭中的
表现与在学校截然不同，有时显得开朗活
泼，有时又显得沉默寡言；有的孩子因为学
业压力过大或心理负担较重，导致学习兴趣
和动力有所下降；还有的孩子父母因为忙于
工作，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这些都
成为影响孩子学习进步的突出因素。

以前，班上有个叫陈小杰（化名）的学
生，教他学习时发现一点就通，十分聪明，但
是考试成绩却“一天一个变化”，忽上忽下。
直到上门家访，才发现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
好。“经常锁起房间，一个人在里面玩手机。”
说起“调皮”的小杰，他的妈妈满面愁容。

为此，苏光华私下和小杰家长约定，一
起唱一出“双簧戏”：她严厉地批评小杰，并
指出其母疏于管教孩子，告诉他们以后孩子
不能再玩手机，然后让双方一一向自己做保
证。

苏光华扮“白脸”，家长扮“红脸”，让家
长和孩子统一战线。就这样，在她的恩威并
济下，小杰的成绩逐渐稳定甚至越来越好，
亲子关系也得到很大程度地缓解。

在苏光华看来，教育是一场充满爱的旅
程。她用自己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浇灌
着每一朵花，让它们在阳光下自信地绽放。
她说：“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旅程，只有
家庭与学校紧密合作，才能为孩子们创造一
个更加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共同书写孩
子们的美好未来。”

“老师们将精诚合作，风雨同舟，全力以赴，和家长们携手做孩子们成长道路上最强大的助推器！”每年
的家长会，曾都区编钟初级中学教师苏光华都会深情地重复这句话。这不仅是她的教育理念，更是她对每
一位学生和家长的庄重承诺。

“我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家长们感受到教育的力量，改变一些固有的教育认知。我曾经让班上垫
底的学生逆袭考上省级示范高中，成为班级的佼佼者。”苏光华身材瘦弱，但谈起学生时眼里总闪耀着智慧
的光芒，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满是正能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黄加强、廖盎）日前，曾都区发改
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商务局积极开展重要民生
商品市场价格监测，着力营造价格平稳有序的市场营商
环境。

检查专班先后对中心城区中百仓储、银泰新世纪购
物广场、水西门菜场等商超市场开展重要民生商品市场
价格巡检。从巡检情况来看，粮油肉蛋禽菜等居民生活
必需品货源充足，市场繁荣，价格稳定，商超促销活动丰
富，市场整体呈现购销两旺。从价格走势上来看，蔬菜价
格的小幅上涨，因天气干旱等原因，带来了大棚反季蔬菜
减产价格上涨，本土部分蔬菜价格涨跌互现。

下一步，曾都区发改局将持续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
品市场和价格动态，加强分析研判，及时部署调度，发布
重要民生商品“价比三家”价格信息，引导商超开辟货源，
加大商品供给量，切实将稳价惠民等措施落实到位。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钱谦）10月 10日，随县新街镇供
水营业厅正式营业，标志着城乡供水一体化在该乡镇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为乡镇居民带来了更加便捷、高效的供
水服务。

营业厅内，宽敞明亮的环境、整齐摆放的设施，让人
眼前一亮。业务办理区，工作人员热情地为居民办理水
费缴纳、用水报装、更名过户、故障报修等业务，专业高效
的服务让居民们赞不绝口。

随县新街镇供水营业厅的正式营业，是随州市水务
集团随县供水公司为居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它不仅让
乡镇居民享受到了与城市居民同等质量的供水服务，也
为乡镇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随县新街镇供水营
业厅将以更加优质的服务，为乡镇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
提供坚实的保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启乡镇便民服
务、优化营商环境的新篇章。

曾都区发改局
开展民生商品市场价格监测

随县新街镇
供水营业厅正式营业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沈雪彬）近日，随县尚市镇市场
监督管理所成功发放了 2024年的首张行业综合许可证，
标志着该镇在“一业一证”改革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张行业综合许可证的获得者是一家小餐饮个体
户。以往，餐饮行业需要分别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证等多个证件，流程繁琐、耗时较长。而现
在，通过“一业一证”改革，企业只需提交一次材料，经过
一次审核，即可获得涵盖所有相关业务的综合许可证，大
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此次首张行业综合许可证的发
放，是尚市镇推进“一业一证”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该镇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一个生动缩影。

尚市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发放首张行业综合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