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12.12 星期二
主编：蒋绶春 版式：刘峻峰 责校：熊伟

要闻 03

2003 年，一场垃圾分类革
命，让堰河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
山村，吸引了全国的目光。渐渐
地，有不少城里人开始来村里“看
风景”。

“为何不搞农家乐，发展乡村
旅游？”闵洪艳发现这是个机遇，
并带领村民代表去外地考察。回
来后，却没人愿意第一个“吃螃
蟹”。

闵洪艳说服妻子李桂茹，利
用马槽沟的废弃老林场先动手试
试，开起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
——“银杏山庄”。不到半年亏损
2万多元，李桂茹吓得要打退堂
鼓，闵洪艳磨破嘴皮鼓励妻子撑
下去。到第二年，形势大有好转，
赚了10多万元。

第三年春节刚过，在一次
村民代表大会上讨论集体资产
承包方案时，有位村民说，银杏
山庄的生意那么好，哪个不想
承包？

闵洪艳当即表态，可以让李
桂茹退出来，由想参与的村民来
承包。

尽管不高兴，李桂茹还是听
从闵洪艳的意见。她把精力用在
研究制作味道独特的腊蹄子等菜
肴上，并主动将制作方法分享给
开农家乐的村民。

在堰河村，“村干部不与百
姓争利”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
定。11月7日，闵洪艳、李桂茹
一家获评2023年“荆楚最美家
庭”。

天气渐冷，在堰河村村委会
门前的广场上，李光伟的烤玉米
摊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有时一天
能卖出100多根。

“玉米销售好，储存却是个难
题。”李光伟说，村民李光超家的
共享冻库可帮了大忙。

打开冻库大门，外层是5℃
的冷藏室，放置着新鲜的瓜果蔬
菜；里层是-18℃的冷冻室，5排
货架上，摆放着羊排等肉类以及
李光伟的几十箱玉米。

李光超介绍，他家的冻库总
投资3.2万元，于去年4月建成，
可装约15吨货物，平时供邻近的
8家村民免费使用。

一家冻库每月电费约800元，

开一次门要花费约5元电费；老百
姓来取货，冻库负责人跑上跑下也
要耗费精力；货物拿错或丢失，还
易引发邻里纠纷……能否考虑分
担些电费，不让他们吃亏？

“村里通过前期走访，收集意
见，计划出台共享冻库使用指导
方案、村规民约等，储存户根据实
际给冻库负责人适当报酬，用于
分担电费等成本。”堰河村纪检委
员祝勇说。

堰河村还推选出“七贤八俊
二十四能人”，树立尊贤爱才导
向；每年评选十佳优秀党员、十佳
服务标兵、十佳环保卫士、十佳孝
道模范、十佳文明户等，涵养淳朴
向上乡风。

“银杏山庄”的成功试水，为
堰河村的老百姓带来了信心和动
力。随后几年，农家乐如雨后春
笋般冒了出来，新的问题也随之
而来。

村干部因为职务上的便利，
拥有更多的人脉和资源。跟村干
部“沾亲带故”的经营户，会不会
在客源上更有优势？

淳朴乡风受到商业浸染，宰
客杀熟、恶性竞争等问题也相继
出现。农家乐，怎样才能“乐”得
久？

2007年，堰河村成立生态旅
游经济专业合作社，探索“统分结
合”的合作经营机制。

统，就是在村党委领导下，
依托合作社，对所有从事旅游经
营的农户统一领导、统一标准、

统一培训、统一价格，做到明码
标价、童叟无欺；对全村所有农
户房屋和民宿统一规划设计、统
一建筑风格；注册“堰河香”品
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收
购、统一销售，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

分，就是在合作社统一经营
管理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农户自
主经营权，激发内生动力。在合
作社接待的团队游客方面，实行
轮流派单到各经营户。同时，鼓
励农户开发特色菜品，既提升自
身收入，又优化游客体验。

这种机制有效避免了乡村旅
游接待中优亲厚友、宰客杀熟情
况的发生，经营户之间的关系变
得融洽。后来，合作社经营业绩
较好，村民争相入股。

“这里10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都是统一定价，生

意好也不随意涨价，让人惊喜。”武汉游客杨女士说，

在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村头最显眼位置摆放着的，

是农特产品销售指导价牌，“不喊客拉客，但走到哪

儿都有热情的村民请喝茶。”

“好的‘村风’可以让人如沐春风，也有助于产业

发展。”堰河村党委书记闵洪艳说，乡村振兴，既要塑

形，也要铸魂，绝不能为了赚快钱，就舍本逐末，舍弃

淳朴的民风和温暖的乡情。

大别山南麓，正在闯出一条“两山”
转化的新路。黄冈市罗田县通过探索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中药材+”发
展、科技赋能现代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
发展等四种模式，助推生态产业提质增
效，让生态资源变成生态产品，以生态之
优促发展之变。

近年来，罗田在2021年成功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好山、好水、好生态、好物产的比较优
势，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近日，罗田县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第七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围绕“线上+线下”融合，罗田让更多

优质山货“出山”、农产品“出圈”。罗田
县大力发展黑山羊产业，将大别山黑山
羊养殖业向高端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
发展，逐步形成大别山区黑山羊产业
带。罗田县舒威八月红板栗专业合作社
流转5000亩山地种植板栗，将直播间建
在板栗林中，网上销售十分火爆。如今，
罗田县已在骆驼坳镇、平湖乡、胜利镇等
乡镇建立26个特色助农直播基地，全县
各类电商企业发展至367家，2022年网

络交易额达10亿元。
围绕“中药材+”发展，罗田依托茯

苓、天麻、杜仲等道地中药材资源，形成
“中药材+康养”“中药材+旅游”等发展
模式，带动片区经济振兴。近年来，罗田
县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及中草药产业基
础，大力推进中药材产业转型升级。罗
田投资5.5亿元，建设大别山道地药材产
业园，引进中医药头部企业，延长中药材
产业链条。

围绕科技赋能现代产业发展，罗田
县通过创新应用农业现代化科技，为生
态产业发展强引擎、增马力，走出了一条
山区农业生产“新、特、优”之路。以抽水
蓄能为核心、以光伏发电和“动力电池”
为重点、以风力发电为突破口，罗田全力

打造中部地区“风光水储”一体化新能源
产业示范县。

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罗田依托大
别山区秀美自然资源和千年古县的文化
资源，不断壮大生态旅游经济。三里畈
镇新铺村苍葭冲原本是一个只有95户
村民的小院落，2016年群众自发成立合
作社，将祖屋、古树、闲置土地作为合作
社的集体资产，按照统一规划整治改
造。通过发展研学旅游，去年该合作社
收入超过300万元。

力争到2025年，罗田县将建立完整
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
生态加工业产值占比、生态旅游收入占
比稳步提高，各类“两山”创建指标全面
完成。

让生态资源变成生态产品

罗田县获评国家级“两山”实践基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弦 通讯员 刘卓 李斌 喻妙

解锁堰河村绿色发展密码

12月8日，冬日暖阳下，武汉市江岸
区惠济路42号小区的居民们走出家门，
或沿着橙色步道漫步，或在修葺一新的
红墙下挥拍运动，穿上橙色运动装的老
小区重返“年轻态”。

这是一个始建于1957年的“高龄”小
区，当年也曾是风光一时的红砖小院。近
些年，这里饱受公共空间拥挤、排水系统
不畅之苦，居民不断迁出。

“以前院子里杂草丛生、车辆乱停，
一下雨窗边还漏水，可不方便了。”老居
民贾丽珍的回忆，几乎是小区里220户
居民的共情。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江岸区劳动
街道整合辖区共建单位、下沉单位、
社区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完善该小区服
务功能，打造老旧小区改造新样板，

打通城市建设治理工作的“最后一
米”。

改造前的第一道坎便是沟通、协调
工作。劳动街道发动长江委社区“大党
委”，带头拆除违建车棚和小院，同时协
调辖区先锋资源，安排党员做好意见收
集、矛盾调解工作。

“听取老街坊们的意见，小区更新
升级之初，我们就将红砖元素融入改
造之中。”长江委社区党委书记孙星
说，因选用的清水红砖多为橙色，它也
被选为小区的主色调，出现在楼栋门
廊、窗框、运动场等显眼位置。“亮眼又
俏皮的设计随处可见，不仅为小区带
来勃勃生机，还吸引附近很多居民来打
卡。”

改造中，对照居民提出的大小问

题，社区在改造中逐项销号：针对水管
老化、堵塞的普遍问题，协调施工单位
更换了小区内全部40多根水管，一解房
屋渗水“顽疾”；原本坑洼的出行通道变
身300米长的塑胶步道后，老人和小孩
在楼下也能自在活动……

体贴的改造服务，一步步打通了居
民的“心墙”。原本冷清的小区长廊上，
现在时不时就坐满了咵天、议事的老街
坊。长廊里的照片墙上，今年中秋节、国
庆节期间小区活动的热闹景象被一一记
录，随时供居民回味。

亲眼见证42号小区的华丽蝶变，
1970年搬入小区的黄玉华主动捐出自
家花草，与热心邻居搭起共享花园，一起
装点家门口的浪漫。

“街坊们都说舍不得我，小区就专门

在门口为我辟了一片服务摊位，修车之
余帮忙收收快递、看看门也挺好！”为小
区居民修了30年自行车、电动车的苏成
财也决定继续留下来。

“双向奔赴”的焕新升级中，红色物
业火速入驻，为居民日常生活托起“稳稳
的幸福”。主出入口设专人值班，定期开
展安全巡逻；照明、护栏等公共设施及时
维护；道路每日清扫、垃圾日产日清；机
动车、非机动车分区有序停放……专业
优质的服务，让从未缴过物业费的老街
坊们纷纷解囊。

“目前小区物业费统一为 0.5 元/
平方米，对比周边是非常实惠的。环
境改善了，服务又到位，很多多年不见
的‘老邻居’最近又搬回来了。”孙星
说。

66岁老小区“穿上”橙色运动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马文俊 通讯员 孙倩

12月11日，航拍武汉经开区人
工智能科技园新建科技研发楼。

近日，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公布了 2023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入选名单，武汉经开区人工智能科
技园新建科技研发楼工程凭借科技
感的建筑设计与“数字技术”的高质
量运用成功入选。

据悉，武汉经开区人工智能科
技园由在汉央企中国一冶投资建设
运营，园区投入运营以来，引进入驻
企业超 100 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近 30 家。园区企业年营收超 2 亿
元，纳税近千万元，新增就业人数约
1300 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 通讯员 王惠 肖婷 摄）

人工智能科技园

跑出加“数”度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美丽湖北生态故事

（上接第1版）

调研企业：潜江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一笔补贴资金——
企业每吨货物节省物流成本近百元

12月6日，潜江传化公路港项目内
的传化冷链物流中心外，车来车往，工人
们操着不同口音，忙着卸货、上货。7万
立方米、零下18℃的冷藏库内，摆满了各
种冷冻货物。

潜江传化公路港项目，由传化智
联与潜江交投共同投资建设，是目前
潜江地区设计标准最高、规模最大、配
套最齐全的现代化城市物流中心。去
年，为匹配潜江的冷链物流需求，他们
又投资 5000 多万元建设了一座冷链
物流中心，并于当年下半年投入试运
营。

在我省今年7月份出台的降低企业
成本33项措施中，明确提出进一步降低
物流成本。其中一项便是围绕重点产业
发展规划物流园区建设，加大对物流园
区建设支持力度。

潜江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
理郭万贵介绍，早在今年2月，潜江市发

展改革委便下发物流补贴通知，潜江传
化冷链物流项目经过市、省两级申报，6
月入围国家补贴名单，8月就收到了第一
笔资金。第一笔资金到账后，用来购买
叉车、货架、冷库设备等，有效减轻了工
程款项和设备采购资金压力。“这个月
底，第二笔资金即将到账。”郭万贵坦言，
没有资金补贴，冷链物流中心不可能建
设得如此顺利。

安井食品与传化物流“门对门”，主
要从事速冻火锅料制品、速冻面制品等
加工和研发。过去，这家企业的鱼糜、冻
肉等原料产品经常要拉到荆州、仙桃、荆
门等地的冷库储存。按照每吨货物30
至40元的公路转运成本计算，来回每吨
货物运输成本就要100元。“现在，安井
食品的原料就近储存在我们的冷库中，
加工时直接过来拖货，直接省掉了物流
转运成本。”郭万贵说。

传化冷链物流中心还为潜江当地的
潜虾共享、柒染、多优多、楚螺香等20余
家小龙虾及食品水产企业提供冷库储存
服务，有效提升物流转运效率，大幅降低
了制造业自建冷库的投资成本、冷库存
储和物流转运成本。以物流为纽带，潜
江传化公路港园区的招租率超过80%，

商户总数达到152家。

调研企业：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

一次次贴心服务——
企业市场开拓成本节省50万元

这两天，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环车桥）分管国际贸易的副总
经理金永洪格外忙碌。12月8日，记者
拨通金永洪的电话时，他正在陪同三名
来自瑞典VOLVO的客户做现场特殊工
序的审核。

三环车桥属于湖北三环集团全资子
公司，位于襄阳谷城县，主要生产汽车前
轴、汽车车桥、长杆类锻件等产品，是国
内规模最大的商用车前轴、车桥专业化
生产企业。产品销往戴姆勒、斯堪尼亚、
日野、一汽解放、中国重汽、福田汽车、东
风公司、江淮汽车等国内外知名整车企
业。

我省降低企业成本若干措施中提
到，要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在拓展境
外重要国别市场、重大项目建设、创新对
外投资合作方式等方面，给予一定专项
资金支持。

金永洪介绍，今年以来，襄阳市政

府、商务局多次举办优化跨境贸易营
商环境暨湖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业
务培训会、湖北外贸企业国际物流需
求对接会，为企业答疑解惑、排忧解
难。省、市商务厅还出台了扩大服务
外包的奖励政策，特别是对企业投入
的高精尖设备给予金融扶持，企业今
年以来累计获得各项政策支持约50万
元。

“从物流运输、制造升级、再到扩大
规模，企业海外市场的开拓，都离不开各
项政策支持。”金永洪说。

今年9月15日，襄阳市汽车产业跨
境出海培训暨产销对接活动举行，旨在
帮助企业了解国外汽车市场，解读出口
政策，搭建服务平台，支持整车和零部件
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成功与圣彼得
堡华人华侨联合会相关负责人建立联
系，后续还将就汽车零部件出口到俄罗
斯进一步沟通。”金永洪介绍。

今年1月至11月，三环车桥出口额
达1.68亿元，同比增长18%，还开发了斯
堪尼亚、巴西大众、佩卡达夫、美驰及SI-
SAMAX公司、俄罗斯卡马兹、土耳其福
特等一批国外新客户。

三份企业账单 算算减负大账

湖北遗址公园联盟成立
湖北日报讯（记者海冰、通

讯员汪筠）12月11日，湖北遗址
公园联盟成立大会在盘龙城遗
址博物院召开。来自全省遗址
公园的代表，共同见证该联盟的
成立。

据悉，湖北遗址公园联盟由
全省已建成开放的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4处，立项考古遗址公园7
处；评定公布湖北省文化遗址公
园两批次12处，及即将公布的第
三批6处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共
同组成。

会上，熊家冢、盘龙城、屈家
岭以及龙湾等四家已挂牌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代表在《湖北遗址
公园联盟成立宣言》上签名，标
志着湖北遗址公园联盟正式成
立。联盟成立后，将组织我省遗
址公园积极学习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相关最新法律法规与政策

要求，展示宣传各公园阶段性工
作成果，按要求开展湖北遗址公
园年度运行监测评估，组织谋划
全省性、主题性各类活动。联盟
每年度组织召开湖北遗址公园
联盟联席会和湖北遗址公园文
化活动周，促进联盟成员交流互
动、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创新文
物保护形式、丰富文化传承方
式、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主旨演讲环节，武汉大学历
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西安城墙管
委会副主任吴春分别以“遗址公
园与遗址公园考古”“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发展现状”为题，全面
系统介绍了我国遗址公园事业
发展状况。

此次大会由湖北省文化和旅
游厅（湖北省文物局）指导，湖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盘龙城遗址
博物院主办。

但得“村风”
似春风

——堰河村绿色发展启示录之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欣 余姝满 通讯员 阮班明

带头“吃螃蟹”，让利于村民

统分相结合，携手闯市场

邻里齐分享，冷库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