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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 多云，晚上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5级，14~24℃。 今晚到明天白天 阴天有
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5级，7~14℃。 明晚到后天白天 阴天有中到大雨，偏北风4到6级，1~7℃。

武汉
天气

全省
天气

今天白天 全省多云，晚上东部和南部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5级。最高温：西部18～22℃，东部23～27℃；最低温：西部8～11℃，东部12～15℃。 今晚到明天白天 鄂西北阴天转小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偏北风3到5级。最高温：鄂西北8～11℃，其他
地区12～16℃；最低温：鄂西北-1～2℃；其他地区3～7℃。 明晚到后天白天 鄂西北西部雨夹雪转中到大雪，局部暴雪；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10级。最高温：北部3～6℃，南部7～11℃；最低温：北部-4～0℃，南部1～5℃。

烧土鸡、炖羊肉、腊蹄子……1
月23日中午，张道社和妻子陈友香
麻利地端出一桌农家菜，从武汉到龙
井村旅游的大学生们吃后连连点赞：

“好吃！”
今年55岁的张道社，家住十堰

市竹山县宝丰镇龙井村六组，韩溪河
从门前50米外流过。

老张说：“现在河水变清了，又有
了小鱼、小虾，游客越来越多！”

污水直排汇成“龙须沟”

韩溪河是堵河支流，蜿蜒流淌
25 公里，将龙井等 6 个村揽入怀
抱。上游的龙井村，居民460多户、
1300多人，大部分沿河而居。

老张清晰地记得，自己10多岁
时，韩溪河里的小鱼、小虾，“拿个箩
筐就能捞起来不少。”

19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
大家想方设法多种粮、多施肥，好吃
饱肚子；多养牛、养猪、养鸡，好卖了
挣钱。老张说，“那时候没环保、卫
生意识，生活污水随地泼，垃圾都往
河里扔。”

长年累月，韩溪河垃圾成堆、河
水黑臭，成了“龙须沟”。

“韩溪河生态功能恶化，生活污水
直排是重要原因之一。”十堰市生态环
境局竹山分局副局长万勇军介绍，
2015年以来，在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
支持下，竹山县先后投入近2000万
元，实施龙井清洁型小流域治理、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工程。

分三类情况治理生活污水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两难”：居
民居住分散，收集难；各居住点和时
段的排放量差异大，处理难。

针对上述难题，该村在30户以
上集中片区建小型污水处理站；对
20户左右的零散农户，建一体化微
处理站，同步铺管网，从农户家开始
收集生活污水；对独家农户，则采用
三格化粪池。

龙井村1号污水处理站旁是一处
移民安置点，有54户、200多名村民。

污水处理站采用多层生物滤池
设计，生活污水通过总管到达化粪沉
淀池、格栅井，拦截处理后，进入厌
氧、好氧等处理单元，去除有机物；再
经沉淀池后，污水进入种植美人蕉的
景观人工湿地，进行深度净化；出水
达标后，排入藕田，循环利用。

“这种小型生活污水处理站日处
理能力30吨，投入50万元左右。”万勇
军介绍，处理站由政府建设，招标第三
方公司运维，出水水质达到二级标准。

龙井村分散居住的农户不少。
三组村民陈应超家单门独户。

“以前是旱厕，气味大。改成冲
水厕所，卫生！”63岁的陈应超说，改
厕自己投工投料，验收合格后，政府
补贴2000元。

老陈家厕所外，有一个三格化粪
池：第一格沉淀粪便；第二格发酵，粪
渣不定期还田；第三格沉淀过滤，尾
水可直排沟渠，也可舀出浇菜地。

在龙井村鲍家沟一块小空地正
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除了格栅井、
沉淀池外，还有一个“大油罐”。

“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处理
全在罐子里封闭进行。”万勇军说，这
种一体化设备采用AAO污水处理
工艺，日处理能力10吨。附近山上
20多家农户的生活污水，通过管道
收集处理后排入沟渠。

在韩溪河流域中上游综合治
理工程中，龙井村改造农厕 458
座，新建旅游厕所4座、小微污水处
理设施 4处，铺设管网 20.3 公里，
管、站连接成网，基本实现从源头
治理生活污水。

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我是看着韩溪河一步步恢复生
机，村里一天天变美的。”张道社说，
1993年自己外出务工。1997年，当上
了带100多人务工的小老板。2013
年，美丽乡村建设启动后，他回村花70
多万元买了两台小挖机，每年接下村里
及周边村100多万元的工程项目。

2015年，龙井村开展小流域治
理，不仅疏浚了韩溪河河道，还沿着
河堤修起4米宽的马路。老张决定
投入100多万元建新房。新房2017
年建成，一楼二楼经营农家乐，7个
大包间，能同时接待100多名客人。

“生意不错，年均纯利润10多万元。”
2022年10月1日，龙井村无动

力游乐园开业，游客车辆沿路停了四
五公里。“从上午10点开始，客人一桌

接一桌！”老张说，当时请了七八个人
帮忙，前3天平均毛收入6000多元。

老张家还经营3亩多茶园。他
说，现在种茶都不用化肥、农药，而是
用有机肥，用太阳能杀虫灯，“茶叶俏
得很！”

如今，龙井村许多村民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2023年，龙井村接
待游客超50万人次，实现文旅营收
600余万元，获评2022年度湖北省
乡村振兴示范村。

新春新春 基层基层走走

分类治理，韩溪河变清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应锋 夏永辉 通讯员 董武

家乡门前这条河家乡门前这条河

春节期间，武汉气温迅速升温，
黄陂旅游也满是浓浓的“暖”意。

2月11日，木兰大道旁的长轩
岭街“木兰暖村”，依山傍水、极具田
园风光的柿柿如意民宿内，不少市
民前来“微度假”。民宿开业两个月
以来，订单持续火爆，一房难求。

“木兰暖村”，是长轩岭街道东
风片区联合党委、武汉农业集团从
长三角招商来的文旅项目，项目全
部建成后，将成为集自然教育、节
气生活、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研学
等于一体的理想家园。

文旅资源
吸引来江浙企业家

“木兰暖村”村长、湖北中科农
合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何耀，是江
苏人，在打造“木兰暖村”前，已在
长三角从事旅游行业近20年，先
后参与打造了良渚暖村、林渡暖村
等多个项目。

谈及为何要到黄陂来建设“木
兰暖村”项目，何耀说：“黄陂文旅
资源丰富。近年来，旅游模式正悄
然改变，沉浸式‘微度假’开始火
热，人们渴望走进深山和乡村。这
一现象，在北上广以及江浙地区尤
为明显，人们开始贴近村落，回归
桃源世界。”

良渚暖村，位于杭州良渚古城
遗址外郭区域，2022年，良渚暖村
正式开放，是集文化、艺术、生活于
一体的包容开放的空间。林渡暖
村，坐落于苏州市太湖边，通过农
业观光+生态体验+主题旅游、休
闲旅游+宜居度假+国学教育，成
为一站式乡旅度假目的地。

在江浙运营大获成功的暖村

系列，吸引到了武汉农业集团和黄
陂区长轩岭街道的注意。两家单
位主动到长三角招商，与何耀一拍
即合。2022年3月10日，长轩岭
街道东风片区联合党委与武汉农
业集团、湖北中科农合发展有限公
司联合签署协议：通过“企业+合
作社+第三方专业机构”模式，共
同打造“木兰暖村”文旅项目。

拥抱田园
打造“自然生长的村落”

“刚来时，湾子里的草比我人
都要高，走都走不进来。”谈及刚来
到东风村付家下湾时，何耀仍印象
深刻。

“木兰暖村”的打造，也最大程
度上维持村湾原有底色，村落的砖
瓦、古桑树都尽量保留，300亩农
田荒芜后也再度复垦，打造生态农
业景观，堪称“自然生长的村落”。

记者看到，“木兰暖村”内除民
宿外，咖啡屋、茶室、餐厅等配套设
施应有尽有。

“木兰暖村”还引入了工作室、
亲子研学等多种业态。何耀说，

“木兰暖村”将打造有别于城市的
工作空间，吸引年轻市民过来经营
服装设计、艺术品等类型的个人工
作室，打造跟城市不一样的慢生活
商业模式。“木兰暖村”还希望能吸
引一批想要回归田园生活的城市
居民，如艺术家、退休教授等，赋能
共建美丽乡村。

何耀说，他将致力把“木兰暖
村”打造成高端农文旅田园综合
体，让市民可以拥抱稻田里的理想
生活，“我还准备在武汉做多个‘暖
村’项目。”

“哇！快看，143节 452米长
的龙翻拱了！”2月9日下午，除夕，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凤凰山庄
辕门文化礼堂锣鼓喧天，该村传承
了400多年的黄龙又舞了起来。

凤凰山庄有2000多人口，都
是潘姓，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自然
湾。“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凤凰村党支部书记潘细加介
绍，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不仅组
建了广场舞蹈队，还有威风锣鼓
队。据潘姓族谱记载，自明朝万历
年间开始，该村就有舞龙的传统。
现在舞龙成了当地新春佳节的传
统习俗。龙是吉祥的象征，群众通
过舞龙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和谐平安。

今年，好多在外返乡的族人强
烈要求继续这项活动。腊月初开
始，大家自发组织，村民踊跃参加，

黄龙由之前的139节增加到现在
的143节，更加壮观。

黄龙143节就需要143人撑
起，加上替换、乐队、管理人员，一
支舞龙队伍共要320人。舞龙者
的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舞龙
上下翻拱时，如蛟龙出海，气势磅
礴。一般舞龙、舞狮都有锣鼓助
阵的敲击乐，凤凰山庄舞龙助阵
不光是普通的敲击乐声，还有近
500年传承下来的古典音乐——
凤凰四景4个乐章跟随演奏，龙
节灯也由传统的蜡烛灯变成了现
在的LED充电灯，晚上看起来五
彩斑斓。

“我们凝心聚力、团结协作，
通过舞龙展现出了村民的精气
神和对新年的愿景。”凤
凰村村民潘海辉乐呵呵
地说。

木兰暖村“暖”黄陂旅游“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黄磊 通讯员 黄宣 实习生 黄文烨

传承400多年，阳新黄颡口镇——

452米黄龙闹新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训前 通讯员 曾邦勇

唱乡音 观民俗 闹新春

群众文化活动
让年味更浓稠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何丽娟

锦绣中国年锦绣中国年

2月17日，武汉唯一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庙会——“归
元庙会”民俗文化节在汉阳区翠微路开幕。本届庙会集合了民俗巡
游、市集、音乐会、集章打卡、非遗小课堂等多样玩法，将持续到2月24
日（正月十五）。图为市民在市集上游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 摄）

传统年俗
受青睐

“新年好！”2月10日，正月初一，
麻城市黄金桥街道黄金桥社区，爱心
护理员汪桂英给15位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拜年。她先到盲人郑尊宏家拜
年，郑尊宏高兴地双手作揖回应：

“新年好！”
麻城市有7000多名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近年来，该市开展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照料护理工作创新试点，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3家养老服务

公司，就近招聘、培训500多
名爱心护理员，为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提供拍摄生活照、医疗康复、
精神慰藉等服务。

去年，郑尊宏想买一部盲人能使
用的手机，汪桂英陪他买了手机，办
了电话卡，并教会他使用手机。

汪桂英骑着电动车，到董家湾给
72岁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董昌全拜
年。4天前，麻城还在下雪，汪桂英
步行来到他家，帮他理发、刮胡子，精
神抖擞过大年。老人特别开心，一直
在笑。

麻城市民政局为董昌全家进行了

适老化改造，把他用了多年嘎吱作响
的木床换成了医用护理床，给他配了
沐浴椅、助行器和“一键呼叫器”。入
冬以后，汪桂英发现董昌全缺棉衣，把
丈夫的一件厚冲锋衣送给了他。老人
穿上后，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

汪桂英又来到红叶村给85岁
的聂益灿老人拜年。“叔，您这几天
身体怎么样？我来给您量血压。”汪
桂英拿出随身携带的血压计，给聂
益灿测量3次，发现他血压有点高，
就叮嘱他：“您要按时吃降压药，饮
食清淡一点。”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汪桂英
每到一户，都会掏出手机拍照，然后

上传到“五安家园”APP。这个平台
录入了服务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
信息，还有服务商可以提供的各类服
务，比如送餐、做饭等助餐服务，清洗
油烟机、空调等助洁服务，甚至还有
耕地、种菜等便民服务。每项服务都
标有单价和最少服务时长，如床上用
品、衣物缝纫修补每件3元，健康状
况调查、量血压、建立健康档案等医
疗健康服务每次8元，上门做饭每小
时28元，医院陪护每天150元。

汪桂英给他们拜年，都在手机上
选了“精神慰藉”，这项服务是免费
的。“我每周都会看望他们，像走亲戚
一样。”她说。

暖心过年暖心过年

护理员汪桂英的别样拜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光正 通讯员 高兴志

龙年新春，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令荆楚大地年味十
足。唱乡音、舞乡情、观民俗、闹新春，过年期间，一场场活力四
射、热闹非凡的“村晚”在荆楚大地拉开帷幕。看村晚、逛庙会，
感受传统文化，荆楚人民共度热闹祥和的春节。

2024年十堰市“欢欢喜喜过大年”暨“大地欢歌 荆楚四季村晚”
文化惠民系列演出活动，于2月10日（正月初一）至2月15日（正月
初六）在十堰市奥体中心东广场开演，并在“十堰文旅视频号”新媒体
平台同步直播。持续6天的系列演出累计组织演员1000余人次，带
来100余个声乐、器乐、舞蹈、民俗、戏剧、非遗表演、相声、小品等门
类多样的精彩节目，线上线下观众60余万人次。

枣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故里。2月10日，正月初一，在“千
古帝乡 花海枣阳”古石雕大观园龙年庙会现场，张灯结彩，热闹
非凡。人们在和煦的阳光下着汉服、逛庙会、看大戏，剪纸艺术、
手工香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2月13日（正月初四）晚，罗田县白庙河镇枫树铺村中湾文
化广场上锣鼓喧天，全村老少欢聚一堂参加第六届中湾“村
晚”。16个节目里，喜庆热闹的传统年味融合乡音乡味乡愁，展
现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新风尚。春节期间，我省在松滋市
卸甲坪乡举办鄂西土家风情、潜江市浩口镇举办江汉平原民俗、
红安县城关镇举办红色基因传承为主题的3场不同代表性示范

“村晚”活动，带动开展“春到万家——迎龙年、过大节”各类群众
文化活动300多场。

年味浓浓的荆楚特色村晚融合乡土文化、乡村旅游、特色
产业等元素，通过开展集文艺节目展演、网络联动展播、地标
优品展销、非遗民俗联欢、送春联、猜灯谜、“我要上春晚”等活
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春节期间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

2 月 16 日，游客在
宣恩县万寨乡伍家台村
的有机茶园上空体验

“茶园飞艇”。
（视界网 宋文 摄）

茶园休闲
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