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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买单！”2月13日，正月初四。
武穴市花桥镇杨二岭村的“店长”方凤枝，
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

杨二岭村位于武穴市仙人坝水库西
岸，三面环山。不过，这里却拥有便捷的
网购服务。方凤枝所运营的邮政综合便
民服务站，一头牵着电商平台、一头连着
3000多名村民，成为村里货物最丰富的

“线上超市”。

“快递+超市”让年货轻松到家

走进综合便民服务站，约30平方米，
分为鲜果区、烧烤食材区、包裹自提区，干
净整洁的货架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

“综合便民服务站选取的都是村里经
营管理好、信誉高的小商店、小超市，叠加
多种功能，再给予店主一定的运营费用。”
武穴市邮政公司花桥镇支局经理陈宏说，
方凤枝为人热情，将超市经营得有声有
色，考虑到这些，去年7月选中她的超市
打造成了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

杨二岭村距离花桥镇约8公里，过
去村民们必须前往镇上才能收寄快递。

“服务站建成后，村民们网上买东西，就
能直接到这里收发快递，不用跑镇上的
快递站点了。”陈宏说，进村的包裹也越
来越多，农村消费潜力被进一步释放，花
桥镇平均每月能投递1.5万至1.6万件快
递。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在鲜果区存
放着村民网购的石榴、橙子等水果。“年前
包裹最多，很多村民都在网上买海鲜、买
菜、买水果，每天至少有50个包裹送到这
里。”方凤枝说。

“一般是当天下单，省内第二天就到
了。”34岁的陈丽花，在花桥镇上的闽凯
服饰织造有限公司上班。“年前一直在上
班，没时间置办年货。今年春节，身上穿
的，家里用的、吃的，全部都是网上买
的。”

变身综合便民服务站后，也为方凤枝
的小超市带来了人气和交易量。采访之
际，不断有村民进来买东西。一些村民在
买东西、取快递的同时，也会去她经营的
采摘园逛一逛。

除了能收寄快递，便民服务站还能为
村民提供充话费、缴纳电费、农副产品代

购和代销等服务。“花桥镇已实现一村一
站点。”陈宏介绍，这种模式改写了“油盐
酱醋找个体、日常用品赶大集、大件商品
进城里”的农村传统购物模式，真正实现
了“购物不出村、销售不出村、生活不出
村、金融不出村、创业不出村”。

“线上超市”送好物出山

“线上超市”，不仅能下，还能上。在
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同时，还能
让大山好物“飞”得更远。

吴志伟在花桥镇经营着一家粮油公
司。去年，他的“太白湖”猫牙米销售额突
破2亿元，其中约有500吨是通过抖音直
播、拼多多等网络渠道销售。

便捷的邮政寄递渠道，是刺激吴志伟
“触网”销售的原因之一。“邮政会根据订
单量来工厂直接拖货，然后发往全国各
地，一般是省内次日达、省外三天左右到
达。”吴志伟说。

杨二岭村的村民刘堂益，今年 77
岁，家里是产酒的。打开他的购物清单，
酒曲、酒壶、日常生活用品都是网购，而

他的酒，偶尔也会通过快递发往买家。
“就算是当晚八九点，小胡都会把包裹投
递到我家。”说起邮政投递员胡雄，刘堂
益连忙称赞。

这个春节，邮政快递不打烊。“每逢春
节、双十一等时间，快递量是平时的一
倍。”胡雄告诉记者，他负责花桥镇上一半
的包裹，以及旗下9个村的报刊投递，每
次进村派送，都要花大半天的时间。遇到
年龄大的村民或有特殊需求的村民，就上
门派送或收件。

“便民服务站的宗旨就是便民两个
字，其目的就是方便乡镇周边的群众，为
老百姓打造便民服务圈。”陈宏介绍，自
2023年7月武穴邮政全面推进农村寄递
物流体系建设以来，武穴市先后建设了
117个综合便民服务站，实现所有村镇
全覆盖。

据介绍，2023年武穴综合便民服
务站共寄出快递0.38万件，通过邮乐
网直播电商和社区团购，成功实现本
地农产品销售额42万元，有效解决了农
产品“出村难，销售难、物流难”的“三难”
问题。

1月18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
鹤峰县下坪乡留驾村，湖北牛源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功杰从淅淅沥沥的冬
雨中赶回。

“不好意思，到银行跑贷款去了，新牛
场建设急需要钱。”他一脸歉意。

眼前的陈功杰，个子不高，平头，衣着
朴素。

旧牛场搬迁势在必行

留驾村位于白泉河畔。
白泉河是鹤峰县的母亲河——溇水

河的上游支流，由东洲河、小河湾河、蛟蝉
溪、两河溪、燕湾河5条小支流汇聚而成，
全长32.48公里，流域面积178.42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8500余人。

我们穿过一座约20米长的石桥，走
进陈功杰的旧牛场。旧牛场距河岸仅10
余米，是白泉河流域1452家畜禽养殖户
中，离河岸最近、规模最大的一家。

牛场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最多
时存栏达300头。设施破败老旧，环境脏
乱不堪。

“以前只知道养牛赚钱，没有环保观
念。”陈功杰说。

2009年，在外务工的陈功杰返乡，在
白泉河边建起了养牛场。牛场起步极不
顺利，第一年，他以每头1.2万元的价格，

从吉林省四平市购买40头牛，死亡16
头；第二年，他以每头6000元的价格从山
东购买50头，又死亡31头。第三年，无
钱买牛的陈功杰开始自繁自养，牛场从
30多头发展到年出栏200多头。

养殖方式粗放，粪污处理设施简陋，
随着牛场规模不断扩大，与周边生态环境
的矛盾愈发凸显，群众投诉不断，陈功杰
屡遭环保部门的处罚和下令整改。

新牛场走上绿色发展路

“要么搬迁，要么关停！”鹤峰县溇水源
（白泉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前线指挥部成
员、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向永顺说。

为了替陈功杰寻找出路，指挥部组织
县、乡两级有关部门，先后召开10多次协
调会，解决新牛场的用地问题。向永顺也
多次上门，给他鼓劲打气，让他借搬迁之
机扩大规模。

“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在河南
经商的叔叔邹海春也打来电话。

为帮助陈功杰解决资金问题，地方政

府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筹措540万
元，用于完善基础设施，并协调金融机构
为其贷款800万元。

多方助力，给了陈功杰极大的信心。
2023年8月，新牛场在离旧牛场3公里之
外的堰坪村开建。同年 12月，总投资
1100万元、占地16.8亩的新牛场建成。

新牛舍宽30米，长100米，消毒室、
草料室、贮备室、繁育室等配套设施齐全，
可养牛500余头，年出栏300余头。牛群
饮用水源为山泉水，利用自然落差，采用
自动化给水装置，随时保证“牛饮”。

陈功杰介绍，新牛场通过微生物降
解，牛粪便转化为生态有机肥，不会滋生
蚊虫、产生异味。牛场配套建设了沼气
池，沼液、沼气可供周边100余户农户及
堰坪村、留驾村1500多亩茶园使用。

“购买的自动喂料设备已经在路上，
年后即可安装。我们还将给每一头牛都
佩戴电子耳标，和手机软件绑定，通过体
温、计步等综合算法，对健康及生理状况
进行监测。”坐在新牛场宽敞明亮的办公
室，陈功杰信心满满。

发展文旅带富一方

留驾村是贺龙元帅战斗过的红色热
土，是湘鄂边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主战
场，现存天星寨战斗、红军栈道、红军后方
医院等革命遗址。

以建设全国红色美丽村庄为契机，留
驾村引来项目资金400万元，将陈功杰的
老院子改造成留驾村红色文化综合服务
中心。

去年，红色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交由陈
功杰装修运营。一楼为红色历史文化展
示区间，二楼以上为民宿，共有19间房。

“目前，红色文化展馆已建成，民宿已
经进入内部装修收尾阶段。今年春暖花
开就可以接待客人了。”陈功杰说。

下坪乡党委书记李文广表示，牛场旧
址将重新翻建，打造旅游服务中心，连接
红色民宿、研学
教育等。

“ 牛 场 搬
走，村子里环境
好了，游客变多
了，我们农家乐
的生意也跟着
好了。”留驾村
回味农家乐老
板田恩贵说。

2月7日，郧西县观音镇天河口村，冬日的暖阳落在汉
江河畔，火红的灯笼挂满街头，家家户户的阳台上腊味飘
香，笑语里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过上了好日子红红火火，赶上了好时代喜乐年华……”
一阵欢快的电话铃声响起，村头老肖的生意又来了，“晚上
6点半，4桌，菜自配……”老肖挂了电话，便到包间里忙活
起来，开空调、摆碗筷、备茶水，动作麻利。

老肖名叫肖明贵，是郧西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
水库天河口村内的移民，自2011年搬迁安居至今，开了菜
馆，买车买房，一家过着幸福生活。

“这样的好生活原来想都不敢想。”据老肖介绍，搬迁之前
一家6口挤在不到80平方米的土房子里，“一到汛期就搬家，
一年三四次，最多一个月搬两次。”

2009年，郧西县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搬迁安置
主战场之一，老肖所在的村子被纳入移民搬迁范围，需要搬
迁到内安移民集中安置点。

“肯定支持，搬家都搬怕了。”原本在外打工的老肖马上
赶回来签了搬迁协议，还在天河口村内安移民安置点建设
工地打工挣钱。2011年底，天河口村进行移民集体乔迁，
老肖免费住进了175平方米的二层楼房。

安居之后如何乐业？老肖在想，政府也在部署。
“安置没多久，移民就业培训政策就出来了。”老肖说，

他让儿子去学了厨师，准备开个农家乐。
2012年，“肖记私房菜”的招牌在天河口村竖了起来。

“开餐馆加上儿子的就业培训，政府补助了1万多元。”老肖
说，这笔钱算是启动资金。

老肖的眼光没错，搬迁后的天河口村，国家每年投入
大量资金，除了发展产业，该村还围绕七夕文化、天河之
水、天下第一沙坝、汉江水体、千亩湿地等景观和自然山
水，打造七夕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天河口村成为“旅游
名村”。

大量游客涌入天河口村，老肖的菜馆日渐火爆，“节假
日5个包间基本上都是满的，每年五六十万元应该没问
题。”

说话间，老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过上了好日子红红
火火，赶上了好时代喜乐年华……”

“移民”老肖的
幸福生活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宽宏 通讯员 邹景根 徐光意

家门口的新消费家门口的新消费

大山里有了“线上超市”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左晨 通讯员 周唯

探访江城新年俗

“移动式庙会”扮靓江城新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马文俊 通讯员 江朝 陈明

曾经，乘过江轮渡通勤，是老武汉人的
日常。如今，每逢传统佳节，市民、游客也
爱随江水逶迤，同赏三镇风光。

2月13日，在两岸璀璨灯光秀的映照
下，“长江荣耀号”游轮在旖旎夜色中起航，
近800位乘客一边欣赏船舱内的精彩表
演，一边感受江城水上不一样的年味。

“从初一开始，游船每晚开行两班，乘
客一天比一天多。”该游轮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一带一路盛世荣耀”为主题，今年春
节游轮为游客定制了一系列富有历史感、
异域风情的节目，胡旋舞、西域歌曲串烧、
非洲鼓演奏等广受好评。

作为武汉首艘大型纯电池动力豪华游
轮，“长江荣耀号”先后承办了“中国第36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世界海员日”等各类大型
活动。去年春节，“移动式庙会”首次在船上
登场，一众杂技、舞蹈、皮影、相声、脱口秀演
员每晚共聚于此，引爆江城夜游市场。

“在水上吹着江风逛庙会，人生中还是
头一回。”辽宁游客刘先生说，在甲板上聆
听动感音乐时，跟随游轮穿越长江大桥桥
底，是想象中“大江大湖大武汉”的感觉。

春节假期，武汉文旅地标之一、长江首
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也一如既往
火爆。开演近7年，这是《知音号》第二年
陪伴观众欢度春节假期。

从2月10日至18日，《知音号》将连演
9晚，其中，11日至15日为双场演出。从大
年初一到初三，接待人数同比增长46.6%。

“今天在船上听到的多半是外地口音，

听他们在这儿夸我们武汉漂亮，我非常自
豪。”从北京回武汉过年，和闺蜜们聚会的
王女士说。

为了更好地承接春节期间的客流高峰，
武汉两江游船在多方面推出创新服务。粤
汉码头“两江盘龙”号游船开启“龙”情嘉年
华，粤汉盘龙宴让大家感受湖北地道年味佳
肴，品尝情意满满的“龙味”套餐；苗家码头
的游船上挂起了红灯笼，书法名家和游客一
起挥毫泼墨，写下龙年祝福……

春节期间全新的长江灯光秀，也成为
游船吸引游客的“利器”。今年，武汉长江
灯光秀推出“顺遂安康，龙腾盛世”2024春
节灯光秀特辑，以“龙腾盛世 千灯迎祥”

“遇见祥瑞 万福知音”“龙行神州 顺遂安
康”3个篇章，透过光影的生动演绎，传统
文化与习俗的神韵俱足。

据携程网数据，武汉两江游览位列春
节热门景区前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
卡。其中，多条游船班班预订爆满。正月
初一至初四，仅武汉两江游览旗下游船便揽
客超2万人次，其中70%以上为外地游客。

家乡门前那条河家乡门前那条河

养牛场搬离白泉河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泉 鲁腾 通讯员 贺莉华

上图：2月13日，大年初四晚，“知音
号”游船伴着两江四岸的绝美夜景载着
八方宾客鸣笛起航。

下图：作为长江首部漂移式多维体
验剧，《知音号》如今已成为外地游客春
节假期来汉旅游的必玩景点。（湖北日
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通讯员 江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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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坚守一线坚守

由湖北铁路集团投资建设的荆荆铁路，今年将冲刺建
成，由此我省历史性实现“市市通高铁”。春节期间，湖北日
报全媒记者踏访中铁武汉电气化局荆荆项目部的施工现
场，建设者正在基本贯通的路基上“穿针引线”，安装高铁运
行的核心——高压接触网。

“朱向成、李少华，你们注意安全。”王艳鸽正向10米高
空的作业工人们喊话。在荆荆铁路沙洋段，几名作业工人
脚踩H型钢柱脚扣、身挂安全带，冒着凛冽寒风，爬上接触
网钢支柱顶端，紧固保护线支座。不远处就是在建的沙洋
西站，已铺设了一段铁轨。

王艳鸽扎着高高的马尾辫，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是中
铁武汉电气化局为数不多的项目党支部女书记之一。她
告诉记者，眼下，荆荆铁路土建部分基本完工，架设高压
线网是重中之重，也是高铁今后安全运行的关键，因此，
项目部春节不停工，将完成十里铺牵引变电所的电气试
验及单体调试工作。

“已经习惯了在春节坚守岗位。”36岁的王艳鸽笑着
说。她曾是中铁武汉电气化局信号女子突击队队长，干
信号工程17年，以零失误为20多条铁路干线装上了“千
里眼”。“项目上就是聚少离多，其实和在荆门铁路工作的
老公相距很近，可一年难得见几次。”王艳鸽说。不过，谈
起两个孩子时，她忍不住落泪。记得几年前，长期在外奔
波的王艳鸽回家，小儿子一脸陌生地看着她，竟然喊她阿
姨，这让她一度十分难过。不过，12岁的大女儿很懂事，
她在一篇写妈妈的作文里，自豪地说，妈妈经常回不了
家，是因为参加铁路建设。

坚守，来自一份责任。在十里铺牵引变电所，作业队
队长桑超正一丝不苟地协助做好高压耐压试验。这个占
地1700多平方米的变电所安装有4个变压器，还有高压
室、控制室等。2023年9月动工以来，项目建设者超进度
完成房屋建设、网线架设任务，为此，36岁的桑超一直没
回山西晋城的家。

坚守，也来自理解和关爱。“老婆，今年春节不能陪你
和孩子一块过年了。”项目部安全总监文龙本以为视频那
头，妻子会一顿埋怨。谁知他妻子说：“没事儿，你工作要
紧，今年你那边项目工期紧，等工期不紧时再回来也一
样。”因为工期紧张，文龙已经很久没回家了，今年本来答
应家人回家的他，选择留在工地过年。他说：“每当看到
屏幕上的孩子喊爸爸，心里不是滋味，今年的生日我都没
有陪他过。但是当看到自己参建过的铁路通车投入运营
时，内心又充满自豪。”

为了让大家在项目部过大年、过好年，中铁武汉电气化
局荆荆项目部筹备充足春节物资，组织员工与家人视频连
线、拍摄项目全家福、职工写春联、为附近村民送福字等活
动，确保让大家在工地上度过一个温暖、愉快的春节。

荆门至荆州铁路，是我省全资建设的首条时速350公
里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77.479公里，项目总投资117.28
亿元，共设荆门西站、沙洋西站、荆州站3座车站，目前高压
架线已完成60%。

荆荆铁路高空
“穿针引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胡祎 通讯员 付振 李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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