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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农村娃在家门口就能上
好学校，真高兴！”1月2日，英山县
实验小学坡儿垴校区学生家长张
爱霞笑呵呵地说，孩子上学很积
极，学习成绩一天比一天进步。

去年，张爱霞本来打算到县
城买房，让孩子上县实验小学。
后来听说实行“教联体”改革，他
家门口的坡儿垴小学将挂上英山
县实验小学的牌子，就放弃买房
的念头了。

“因为‘教联体’改革，去年秋
季学校报名人数达到240多人，比
上年同期增长了2倍，仅一年级报
名人数就达到80人。”英山县实验
小学坡儿垴校区执行校长查定兴
也兴奋不已，“更让人欣喜的是，
60多名其他年级学生回流。”

什么是“教联体”？“教联体”为
何有这么大的能量？英山县实验
小学党委书记周文革介绍，“教联
体”是一种创新办学模式，通过“以
城带乡”“以强带弱”“城郊互融”，
推进县域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教育是大民生，教育公平尤为
重要。当前，义务教育面临城区大
班额、农村招生难、城市挤、农村空
等问题，如何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
建共享，是重要课题。

乡村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
“神经末梢”，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支柱。自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教联体”战略部署以来，英山县
委、县政府积极响应，将融合型“教
联体”建设纳入强县工程，融入城
乡建设总体规划，高位落实“教联
体”建设工作。

坡儿垴校区原是英山县温泉
镇一所乡村完全小学，由于硬件条
件较差，师资力量较弱，附近很多
学生都舍近求远，想方设法跑到城

里读书，导致学校一至六年级学生
总共才80余人，教师10人。一方
面，按生均比例，教师严重超标，但
按班数配备，又无法满足全面开科
开课的要求，所以学校一度濒临撤
并的边缘。“教联体”改革之后，英
山县教育局将温泉镇另外一所规
模差不多的农村完全小学合并到
坡儿垴校区，增加生源，集中师资，
优化硬件。

据介绍，目前英山县11个“教
联体”全部挂牌，并良性运行。各

“教联体”每年教师交流率不少于
10%，骨干教师占交流教师的30%
以上。“教联体”学校通过对各校区
教师统筹安排，让优质学科领教、
薄弱学科支教，紧缺学科走教，将
优秀老师与薄弱学校共享。

“实验小学3位名师来坡儿垴
校区支教交流了。”去年9月，这个
好消息在家长群炸开了锅，许多学
生纷纷回流坡儿垴。王宇滔是回
流学生中的一位，一至三年级，他
一直在县实验小学读书。虽然县
实验小学教学资源丰富，但大班额
情况比较突出。得知新学期实行

“教联体”改革，王宇滔的父母毅然
将他转回坡儿垴校区。“现在孩子
上学更方便，学习也主动，家长也
省心。”王宇滔妈妈开心地说，“‘教
联体’改革让大家都受益，特别是
我们农村人！”

据坡儿垴校区老师透露，有的
家长因为孩子回到村小读书，他们
也不打算再外出打工了，准备在家
边陪孩子边创业。

英山县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各教联体
学校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融
合”，释放出的优质教育红利，正逐
渐惠及每一个家庭和孩子。

快递引进来
特产走出去

湖北20744个村级
服务网点直通家乡路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澍森 通讯员 谈可可

让农村娃上好学校

英山“教联体”改革惠民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训前 通讯员 胡娜 黄滋

当阳市苏河村

“幸福家园”村社互助解决村民卖菜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喜 通讯员 蔡友恒

共仓共配

统分统投

冬日清晨拂晓，应城市电商物流产
业园内一派火热景象，大量快递件在物
流运输轨道上飞驰，经过分拣后被归类
到各个村庄的快递袋内，统一发车送到
村民的家门口。

从2023年 8月 30日起，集电商物
流、集散分拣等功能于一体的应城共配
中心正式运营，与申通、中通等8家民营
快递企业共享场地、设备、车辆等资源，
实行“市/县、村”二级寄递物流体系，一
举打破曾经面临的交通闭塞、地广人稀
等物流难题，日处理邮件达5万件。

“县级共配中心建设是落实快递进
村的‘衣领子’、‘牛鼻子’。”省乡村振
兴局社会扶贫处处长夏述国介绍，全

省已探索形成以邮政公司为主体，与
其他品牌快递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以
一家现有较为成熟的物流企业（供应
链企业）为主体，与其他相关快递企业
达成合作协议；以第三方企业为主体，
由多家快递企业以合资入股形式成立
新的运营公司；以政府引导本地区平
台公司招商引资；共4种整合运营模式
来降低整合资源成本，真正实现快递

“共仓共配、统分统投”，做到收件统一
配送到村、寄件统一在村收取。

2023 年，省乡村振兴局联合 7 家
省直部门，印发相关工作方案，举办多
期培训班，推广“邮快合作”等模式。
交通运输部门开放地方资源设点，鼓

励客运班车双向带送快递件；湖北邮
政公司筹资1亿元，为43个县级处理
中心配置智能分拣中心。通过资源整
合、共同配送、直达到村，全省快递到
村的频次至少一周5次，有的地方可做
到1天1次，快递到村入户时间平均缩
短1天以上，农民群众既享受到了更加
方便、快捷的物流服务，邮政快递企业
的成本也下降20%以上。

据省乡村振兴局透露，1 月至 10
月，全省农村地区快递业务收投总量
6.30 亿件，同比增长 15.22%，按照国
家 2025 年计划时间要求，我省将提
前两年实现农村寄递物流村级网点
全覆盖。

一点多能

快递自由

不断下沉的快递服务网络，虽然给
农村地区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依旧存
在村落布局分散、农村快递业务量小、进
村成本过高等问题。

安陆市石河村通过共同缔造解决了
难题。“最高峰一天有300多件，生意越来
越好了！”2023年12月5日，石河村综合
便民服务站负责人方翠红高兴地说。自
2022年共同缔造活动开展以来，石河村抓
住安陆市寄递物流全覆盖机遇，以方翠红
的小超市作为网点，为她配齐设施，负责

当地4000余人的商品寄递，还提供充电、
打印、缴费、网上代购等便民服务，被当地
群众戏称为村里的“CBD”。人来了，钱也
跟着来了，几个月为超市增收2万余元。

在持续推进全省农村快递网点全
覆盖的基础上，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要求，省乡村振兴局运用共同缔造理
念和方法，因地制宜设置网点。对村级
服务网点的新设、改造、提升、合并等需
求进行全面梳理，分类建立台账，采取

“四个一批”的路径，优先在商超便利

店、专业合作社、农村电商服务点、村级
供销服务社、村邮站等场所叠加农村寄
递物流业务，帮助村级网点实现村民购
物、寄递、销售、生活、创业、金融六个

“不出村”。
一点多能，各地充分发挥村级网点

人气吸附效应，积极引入农村电子商务、
直播带货等元素，同步叠加存款代取、费
用代缴、代购代销等便民服务功能，增加
多元化经营收入，增加了各村快递点的
吸引力。

邮政快递业作为服务生产、促进消
费、畅通循环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在乡
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也为农
民致富创造了更多可能。

“还没订购大米的朋友们注意了，优
惠活动时间有限，请抓紧下单。”濯港

镇综合电商物流运营中心
的直播区内，康宏公司

的带货主播们正在
镜头前卖力推销
农产品，自从
加入电商平
台后，该公
司 通 过 物
流平台销
售小型袋
装大米日
均 上 行
1000单，约
有3吨。

近年来，湖北邮政围绕十大重点农
业产业链，建成1个省级、13个市州级网
上乡村振兴馆，上线湖北特色农产品
1000余种，建成荆楚香稻、仙桃鸭蛋、湖
北茶叶和宜昌柑橘全国性与区域性基
地，多个品牌成为千万件级电商产品。
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聚焦“强县
工程”建设，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全省乡
村寄递物流体系网络优势，不断推动湖
北特色农产品外销，2023年前三季度，
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348.8亿元，
同比增长15.8%。

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工作开展
以来，大量返乡青年和农民群众也选择投
身寄递物流行业，带动了全省大量城乡人
口有效就业。数据显示，全省邮政快递行
业专职从业人员有9.38万人，其中农村
地区有1.26万人，农村地区的人均
月收入达到3000元左右。此
外，还有大量兼职村级服务网

点负责人，他们每个月也有几百到上千元
不等的增收。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新
型商业模式也在农村生根发芽，很多农民
加入到了“网红”大军，既为优质农产品拓
宽销路，也塑造了一大批“新农人”。

省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围绕快递企业服务典型产业能力
不足、嵌入产业链程度不深，以及快递行
业发展不规范化等问题，全面提升快递
进村服务质效，确保快递在农村“进得
去、稳得住、可持续”。

城乡融合

致富增收

“刚晾晒好的豆皮，当日就能装车进城，单件货物运转时间平均减少6小时！”2023年

12月初,应城市三结豆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老板王威几乎每天都在豆皮晒场转悠,通过

与邮政公司寄递物流合作，快递网点直接进驻工厂上门取货，每年线上销售的近40万公

斤豆皮可节约物流成本26万元。

快递引进来，特产走出去，畅通寄递物流系统的同时，也拉近了城乡间经济发展的

差距。近年来，我省以打通消费品下乡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一公

里”为目标，突出建设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帮助快递进村。

截至2023年11月8日，全省共建成县级共配中心105个，覆盖87

个县（市、区）；建成乡镇邮政快递站点3573个，其中多

品牌共用综合服务站点1694个，持续实现乡镇服务站

点全覆盖；设置且能正常运营的村级服务网

点20744个，实现村级网点全覆盖。

地面上的包菜、红菜薹，地下
的胡萝卜、白萝卜，还有大量的青
菜，纷纷被爹爹婆婆们采摘着，挑
着担子或开着小三轮车，送到村
子中间的福园惠蔬菜交易广场。
他们不用奔波出村，流淌的汗水
就换来了满满的获得感，绿油油
的蔬菜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金。

元旦前夕，当阳市坝陵街道
苏河村福园惠交易广场，被一望
无垠的绿色菜地包围，这里人来
车往，交易场面火爆。

“在一年前，我们村的老人们
还是需要提篮挑担出村卖菜，大
量的蔬菜运销难。自从这个广场
建立后，村内所有村民及合作社
都在此集中收购、批发、配送蔬
菜，日均收购及配送蔬菜约8000
公斤。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种菜
就有稳定收益！”当阳市坝陵街道
苏河村党支部书记罗江洪兴奋地
跟来自省慈善总会、宜昌市慈善
总会和当阳市慈善总会的联合调
研组介绍。

苏河村以发展蔬菜产业为主，
村民 80%的收入来源于蔬菜种
植。为方便村民和商贩交易，2021
年该村开始着手建设蔬菜交易广
场。然而，蔬菜交易广场面临配套
设施近20万元的资金缺口问题。

“差最后一口气，项目难以团
圆！”其时，苏河村从当阳市慈善
总会的宣传中得知，通过湖北省
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平
台可以发起筹募，获得的捐款和
配捐可以解决困境。

2022年 4月，苏河村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上线了“苏河村乡村
振兴蔬菜交易广场配套设施安
装”项目。该项目于当年6月15
日结束。

罗江洪书记带领调研组一行
人来到村头，指着捐赠名单，向大
家介绍了项目兴起背后的感人趣
事。福园惠市场经营者程婷婷是
蔬菜种植大户，为了广场建设，她
捐款1万元，村里在外成功人士比
赛着捐款。

10元、100元、1000元……该
村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募捐、村民
积极参与、在外创业家乡人大力
支持，爱心捐助人士达343人，最
高捐款1万元，全村超过54%的村
民参与捐助，募集总计捐款12.4
万元。随即，该村获得慈善配捐
6.2万元。

有了这些爱心款项的支持，
村委会迅速开工建设，同时强化
项目资金监管，确保每一分钱都
用在刀刃上。2023 年 9 月底，
1400平方米的苏河村乡村振兴蔬
菜交易广场建成并成功投入使
用，总投资18.6万元。

“省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
互助项目非常好，不仅帮助村里兴
起了产业，解决了村里蔬菜产业发
展中的交易难题，更帮助村里凝聚
了人心，形成了崇尚慈善热爱家乡
的良好氛围。”罗江洪欣慰地说，如
今，福园惠蔬菜交易广场让村民实
现了幸福卖菜，更成为村民精神文
化生活的文艺广场。

湖北日报讯（记者艾红霞、通
讯员刘正军）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
到，我省第四批省级节水型灌区名
单近日出炉，共有9个灌区获评省
级第四批节水型灌区。

据介绍，9个灌区分别为：武汉
市蔡甸区庙五河灌区、武汉市蔡甸
区西湖灌区、十堰市郧阳区滔河灌
区、十堰市丹江口市江北灌区、荆州
市荆州区弥市灌区、荆州市石首市
久合垸灌区、咸宁市崇阳县青山水
库灌区、宜昌市枝江市江口灌区、天
门市引汉灌区。

近年来，省水利厅贯彻落实国
家、湖北省节水行动方案，以提升
农业用水效率、保障粮食安全，促

进灌区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深入开
展节水型灌区创建工作。各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节水型灌
区创建，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每年
开展灌区自评、主管部门考核，并
将满足要求的灌区择优推荐参加
省级评选，省水利厅相关职能部门
采取内业审核等方式，对申报灌区
逐一进行复核，评定出9个灌区为
省级第四批节水型灌区。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将
总结经验，大力宣传推广节水型灌
区创建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充
分发挥节水型灌区的示范带动作
用，稳步开展全省节水型灌区创
建，持续推进农业节水增效。

节水保灌溉！

我省9个灌区获评省级节水型灌区

晒好的
豆丝通过快
递从鄂州乡
村飞往全国
各地。

▲2023 年 11 月 16 日，
团风县方高坪镇邮政综合
便民服务站，取快递的村民
络绎不绝。团风县加快农
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新建
快递仓储分拣和电商产品
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乡镇
综合服务示范站9个，提档
升级、建成184个村级物流
综合网点，形成覆盖县乡村
三级的物流综合服务体系，
打通寄递“最后一公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通讯员 余涛 肖超
摄）

应城市电商物流产业园
内，大量快递件经过分拣后被
归类到各个村庄的快递袋内。

▼安陆市石河村综合便
民服务站内，快递运输车辆
整装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