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地有了‘身份证’，不仅能
掌握耕地的基本情况，还能监督举
报破坏耕地行为，这个系统让我们
村的耕地保护进入了信息化时
代！”近日,当阳市庙前镇沙河村一
位村干部在“一码管地”手机端实
地查询了耕地信息后连连称赞。

今年来，当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推行“一码管地”改革试点，创
新耕地保护宣传和监督方式，以耕
地“码”为基础，推广应用耕地政策
掌上宣传、耕地保护掌上监督。共
实地开展需求调研10余次,制定2
项耕地治理规范、1项耕地数据质
检方案,治理空间和属性数据20余
项,处理图斑4.5万个。

以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
据、“三区三线”数据为基础底库，与
湖北省“一码管地”编码系统对接，
当阳对全市所有耕地图斑进行统一
赋码，以“码”串联耕地前世今生，包
括耕地进出平衡、土地整治、流失整
改等数据，实现耕地状态及时掌握。

两河镇友谊村的村民蒋某，想
要知道自己承包耕地是不是永久
性基本农田，他在该村的微信群通

过扫村干部推送的二维码进入“耕
地保护最新法规政策”和“耕地码
上浏览”板块查询，很快就找到了
答案。

当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打
造“耕地政策掌上宣传”，分为“耕
地保护最新法规政策”“耕地保护
工作动态”“耕地违法典型案例”

“码上保护耕地操作指南”“耕地码
上浏览”5个板块，并通过地块码关
联动态更新。

目前，当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共组织开展了11场次基层干部
培训，基层干部群众通过码上互动，
扫码了解最新政策、掌握耕地保护
动态100多人次。该局还开启了耕
地保护“随手拍”小程序，“随手拍”
集成了包括耕地定位、拍照上报、处
理提示、结果公开等功能，并嵌入当
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微信公众号
服务栏。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发现疑
似耕地流失行为，可通过“随手拍”
拍照上报。目前，该局通过对“随手
拍”的培训推广和引导应用，已及时
发现和制止耕地流失行为11起，防
止耕地流失130多亩。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训前、通
讯员程晓琼）10月25日，第五届全
国职业院校林草技能大赛（湖北赛
区）在武汉开幕。

此次大赛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主办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主要面向
全国职业院校林草类专业学生举
办。本届大赛以“林草铸就匠心 技
能照亮未来”为主题，设置5个比赛
项目，其中，高职组设园林景观设
计、林草病虫害识别与防治技术、精
细木工3个赛项，中职组设林草病虫
害识别与标本制作、礼仪插花2个赛
项，来自全国86所职业院校的167
支代表队报名参加比赛。

本届全国职业院校林草技能
大赛设广西、湖北两个赛区，采用
异地双向直播的方式拉开比赛帷
幕。湖北赛区设在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精细木工（高
职组）及礼仪插花（中职组）2个赛
项。湖北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夏志成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
第五届全国职业院校林草技能大
赛落户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充分体现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对湖北的信任和期望，湖北林业行
政主管部门将大力支持，确保大赛
平稳有序进行。

近年来，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为培养林业技能人才积极搭
建平台，先后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花艺”赛项、世界
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五省交流
赛、“湖北工匠杯”精细木工赛项和
摄影赛项。该校培养了多名世界技
能大赛冠军选手，被确定为世界技
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国家级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连续两年在金砖
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国际总决赛中摘
得金牌，连续四年获得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花艺赛项一等奖，在刚
刚结束的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
上获得家具制作项目金牌。

“霜降到立冬，种麦不放松。”
秋高气爽，天气晴好，正是冬小麦
播种的好时节。在粮食主产县枣
阳，农民全力以赴抢节抢时播种小
麦，为来年的夏粮生产打好基础。

10月 23日，在枣阳市第一产
粮大镇七方镇刘寨村一组，3台播
种机在田间穿梭，播种几垄后，1台
开沟机随即上阵，开出一条条笔直
的沟厢。

枣阳市瑞华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吴进军在地里忙前忙后，一
会儿安排小麦药剂拌种，一会儿指挥
播种机作业。谈起小麦播种，这位有
着20多年种粮经验的“老把式”侃侃
而谈：“今年粮食行情好，合作社种粮
的积极性很高，秋季计划种麦830亩
左右。用的是包衣种子，机械条播又
快又好，争取10天内抢种完。”

枣阳市素有“鄂北粮仓”之称，
全市粮食总产连续 14 年稳定在
120万吨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枣阳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全市按照“扩面积、强科技”的

秋播思路，预计种植小麦面积147
万亩，比上年增加0.31万亩。由于
前期持续阴雨天气，致使小麦播种
进度比上年同期推迟一周左右。

自寒露节气以来，枣阳市充分
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广小
麦机播补贴项目15.6万亩，通过项
目示范引导群众大范围应用全程
机械化技术，提高播种质量。同
时，组织全市近百名农技人员下沉
一线，走进田间地头，加强技术指
导，加快播种进度。

正在七方镇刘寨村田间指导
的枣阳市种植业技术推广服务站
高级农艺师刘俊波说：“近期，天气
晴好，土壤墒情充足，是小麦播种
的最佳时期，要抢节抢时播种。在
措施上，重点落实好种子包衣、种
肥同播、统一沟厢标准、播后镇压
等四大关键措施，以提高播种质
量，加快进度。”

据了解，截至10月25日，枣阳
市小麦播种进度已超过40%，预计
11月中旬前可全部播种完毕，实现
应播尽播。

药姑山下“曙光”亮 振兴路上女儿强
——记通城县大坪乡大坪村党支部书记黎曙光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胜 通讯员 刘健 程隽

全国职业院校林草技能大赛（湖北赛区）
在汉开幕

枣阳抢种147万亩小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崔逾瑜 通讯员 杨金智 张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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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实施一“码”管地改革
耕地有了“身份证”保护进入信息化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胜 通讯员 李晟

药姑山下，秋意盎然，人们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10月7日，通城县大坪村党支部

书记黎曙光结束一个疗程的肺癌治

疗，回家休养。村民心疼地看到，尽

管身材单薄，脸色蜡黄，仿佛风一吹

就要倒；可黎书记脸上的笑容一如往

常，就如她的名字一样，满是光亮，充

满希望。

未入家门，黎曙光在儿子与村民

的搀扶下，艰难地爬上村后山坡，查

看即将实施的乡村振兴项目，那是她

住院期间最大的牵挂。村民们劝道：

“黎书记，到家里歇一歇啊，村里的事

您就放心吧，我们都会努力干的。”

从一个负债近百万元的贫困村变

成村集体收入10万元以上的先进村。

大坪村的村民们不会忘记，他们有一个

巾帼不让须眉的好书记黎曙光。

这个小女子不简单

碧绿的油茶挂满了果子，漫山遍
野的药材，香溢田野的竹酒，热闹非
凡的广场……登上村水库坝顶俯瞰，
一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图景展现在
人们眼前。

30年前，村里却是别样的场景。
村里四处是泥巴路，坑坑洼洼，雨天
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由于水利设施
不足，两边的稻田只能望天收，村里
一年换三个村干部。

1995年，黎曙光26岁，在大家质
疑的目光中，她开始担任大坪乡大坪
村妇联主任。

第一年，好多人都笑她：“干不下
去的，保准一个月下台。”她顶着质
疑，冲锋在前当起女汉子，带着妇女
一个顶两个，一干就是三届。村民们
个个啧啧称赞“这个小女子不简单”。

2014年，老支书退休后，她全票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接任时，村里欠近百万元债务。
她暗暗给自己定目标，一定要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一定要让村民的腰包
鼓起来。

黎曙光凭着平时的工作积累，把
可用的土地、人才等资源摸个遍，迅
速找到村经济的突破口，引进能人创
办楠竹仙酒，竹酒一炮而红，每年给
村集体增加收入3万元，并带动村民
就业数十人。

大坪村地处“古瑶故里”药姑山
下、东冲水库旁，地理位置优越；可山
地多、老人儿童多，是个老贫困村。
权衡利弊之下，她同村“两委”想到种
油茶。

如今，大坪村的油茶发展到
1000多亩，每年为脱贫户提供就业
岗位50个，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靠山吃山，油茶之后，村里又发
展起黄精、白芨、田藕、茴粉等产业，
家家都有增收渠道。仅油茶种植大
户就发展到10多户，户均年增收2万
元。

“黎书记不仅教我们种植油茶，
还帮我们销售。”脱贫户胡赵良说，自
己在莲藕合作社打工，自家农活也没
耽误。

村强民富了。黎曙光仍然没有
停歇，四处奔走，争取项目资金，短短
两三年时间，通往14个村组的路全
部都硬化刷黑，出门方便多了。

总把村民放在第一位

既是村支书，也是妻子、母亲、女
儿，可遇到两难时，总把村民放在第
一位。

黎曙光似乎生来注定就是这样
一个人。

2011年，六组李婆婆的儿子因
罪入狱，留下祖孙两人孤苦无依，平
常就靠捡点破烂过生活。黎曙光隔
三差五地上门探望。

“我这冰箱的肉和菜，都是她从
她家带来的；孩子身上的袄子，是她
给买的；过年过节都要给我送物资。”
李婆婆说起这些，眼角泪花直打转。

照顾一天不难，看望一年也不
难。黎曙光坚持照看了11年，直至李
婆婆的儿子出狱，老人儿子出狱后首
先上门向黎曙光致谢。黎曙光说，回
来后好好重新生活就是最大的感谢。

经常，早晨六七点，黎曙光就在
村路上赶。村民都知道，那是她从地
里干完活回来，准备去村委会了。为
不耽误村里的工作，她常常清晨5点
就要下地干活。

退休老支书李四平说，黎支书自
家条件并不好，拖家带口的，至今家
里都还欠账。

黎曙光的大女儿说，每年双抢，
只要哪户人家的稻子还没有割，母亲
准要去帮忙，对村里的老人，总当成
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小的时候，对

母亲并不理解，甚至有抱怨，自家都
很困难，怎么还要去帮别人家。”

这些年母亲带领大家修路、架
桥、整修水塘、建文化广场、办村集
体企业、种油茶瓜果，百姓都得了实
惠，百姓们都从内心里感谢，作女儿
的也觉得自豪，逐渐认可了母亲的
可敬。

用心倡导文明新风尚

药姑山是瑶族文化发源地，其代
表是瑶族舞蹈，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变迁，瑶族舞蹈日渐被遗弃。

“跳舞既有益于文化传承、又有益
于身体健康，还能为村里做好宣传；必
须重新捡回这一文化瑰宝。”黎曙光走
村入户，最先在14个组挑选14个妇
女代表，每天晚上都教她们跳，再由她
们带着组里的人跳，让家家户户、老老
少少都能跳。之后，村“两委”一家一
户走访，一家一户挑选，组建了6个舞
蹈队、2个舞龙队、1个腰鼓队。

如今，村里的舞蹈队跳出村、跳
出县，跳到全国各地观众的视野里，
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专题采访。

“瑶族文化不仅我们自己要铭
记，也得让世界各地的游客知晓。”在
通城县舞蹈大赛中荣获第一名后，她
兴奋地说。

村民邓细平说，2019年，村里举
办了一场晚会，四里八乡来了好多
人，村里的农家乐赚饱了。

有了舞蹈队、舞龙队、腰鼓队，村
里乐声多了，麻将扑克声少了；笑声
多了，争吵声少了。茶余饭后，大坪
村的父老乡亲们都聚在文化广场上
跳舞，民心更齐了。

村“两委”因势利导，接着在村里
评选好婆婆、好儿媳、最洁美家庭，让
先进的典型引领村里的文明风尚，让
所有的村民向先进看齐。

村民刘东员年纪比较大，家中杂
物多、灰尘厚，黎曙光带头上门帮他
整理打扫。三番五次之后，刘东员自
己行动起来，把家里家外整理得清清
爽爽，也被评为“最洁美家庭”。这以
后，他逢人就说乡风文明好。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我的舞蹈都是跟黎书记学的，

可自从她病倒后就再也没有跳过，每
次只能在旁边看着我们表演，我相信
她一定能重新回到舞台上的！”邓细
平说。

帮助村民挖红薯。

▼

关心村里的独居老人。 疫情期间走访脱贫户。

宣传瑶族文化，黎曙光带着村舞蹈队走上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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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2023年，新洲区住建局物业事务服务中

心倾听群众呼声，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积极推
进红色物业管理融入城市基层治理，在多个
社区实施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邾城街某小区存在业主电动车停车难、
充电难，乱停乱放、飞线充电现象屡禁不止，
小区环境屡遭破坏，群众反映强烈。

按照“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理
念，2023年，在区物业事务服务中心的指导
下，街道和社区精心筹备，小区成立了业主大
会，选举业主委员会并正式挂牌。在街道和
社区基层党组织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小区
通过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等方式，
调动小区业主积极主动参与小区管理和服
务，按照先急后缓、先易后难的原则，分类化
解小区业主的诉求。通过社区居委会、业主

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新建电
动车停车棚和充电桩2处，电动车停车位70
余个，设置小区地面晾衣架4处，缓解了小区
业主的诉求。

对小区架空层临时停放电动车进行整
治，合理布局公共场所。将小区绿化、景观池
清淤、小区环境卫生、垃圾分类作为重点，倡
导业主遵守业主管理规约，爱护环境和卫生，
低碳环保出行，共同缔造幸福生活。

2023年，新洲区邾城街多个住宅物业服
务小区已成立小区业主大会，积极推进落实业
主自治，建立健全物业管理协调联动机制，通
过“三方联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及时化解
小区物业服务和管理中存在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迈向了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汪飞）

新洲区：红色物业融入基层治理敲开幸福门

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争当共
同缔造生力军，硚口区人民
法院紧紧围绕建设“汉正
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核心
目标，以多元举措绘就人民
法庭新“枫”景。

新设“汉正商圈”和“消
费维权”2个共享法庭，入驻
汉正街相关楼宇，形成了以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人民法
庭为主体，共享法庭为联络
基站，辐射4个调解工作站
的联动解纷品牌矩阵，打造

“10分钟司法服务便民圈”。
建立一套沟通机制，打

造“一楼宇、一档案、一策
略、一团队”工作模式。探
索“法庭+社区”模式，与辖
区内16个社区结对共建，让
司法触角延伸至社会治理

“最末梢”。今年以来，汉正
法庭“抓前端、治未病”，累
计为商户提供法律咨询300
余人次，以司法建议、风险
提示函等指导企业规范经
营。

（朱思凝）

硚口法院：
以新“枫”景激活商业老街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