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讯（记者蔡俊、鲁腾、通讯员黄森林）“喂，是‘农
技120’吗？我家种的茶叶怎么大面积出现黑点，是不是得
了什么病？”3月4日上午，巴东县野三关镇农业服务中心“农
技120”接到茶农徐东恒的求助电话后，立即安排农艺师赵
明茂赶往该镇柳家山社区，为徐东恒的茶园把脉开方。

“像这种黑点，属于虫害引起的病菌感染，枯枝的原因
是低温冻伤。”赵明茂一边查看茶叶病因一边给徐东恒讲解
防治技术，解决方法就是清除枯枝、剪掉黑叶，再施肥，促进
茶叶生长，减少虫害和冰冻造成的影响。

2022年，野三关镇成立镇农业服务中心田间管理服务
队，免费为农户提供培训指导、技术服务，全年无休，只要接
到“呼救”电话，就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把脉问诊，被农户们
亲切地称为“农技120”。

春节前后，野三关镇境内普降大雪、持续低温，给农业
生产造成较大影响。该镇农业服务中心第一时间组织农户
进行生产自救，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目前，已修复大棚15
个，补种大棚蔬菜8亩，防治柑橘冻害1200亩、油菜冻害
1400亩，挽回经济损失57万元。

一年多来，野三关镇农业服务中心接到“农技120”电
话240余次，累计开展技术培训18场次，培训3600余人
次，发放技术资料5000余份。

巴东县有个“农技120”

“自从有了午休椅，再也不用趴着睡了，睡完午觉起来，
脖子不酸，手臂也不麻。”3月8日13时25分，恩施市金桂
小学二年级（3）班学生易生淼调整好课桌距离，轻踩座椅旁
的按钮，椅背自动向后倾斜，椅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张小床，
切换到“午休模式”。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恩施高中教师
张琼丽为推动改进中小学生午休质量，提出《关于加快推进
中小学生“趴睡”变“躺睡”的建议》。恩施州教育部门高度
重视，在恩施市金桂小学启动“趴睡”变“躺睡”试点。

“孩子们趴在课桌上午休，往往睡不踏实，还容易导致
脖颈酸胀、手臂发麻、脊柱侧弯等问题。”金桂小学校长唐海
英说，现在有了躺椅，学生们午休更舒适。

考虑到中高年级学生身高问题，在三年级至六年级教
室，学校采购了桌面可以倾斜的课椅，并在椅背增加了靠
枕，提高舒适度，座椅下方还设有置物箱，用来放学习用品
和小被子。

“现在学校使用的桌椅椅面更宽，靠背弧度更贴合人体
脊椎，能帮助学生保持正确的坐姿，减轻腿部和腰部的负
担。”唐海英说，为保障学生午休质量和安全，学校制定了午
休管理躺睡制度，成立躺睡椅管理小组，明确午休时间、人
员职责。

今年，恩施市继续实施“躺睡”试点项目建设，将非寄
宿制小学午休“趴睡”变“躺睡”项目纳入人大票决制民生
实事项目之一，计划投资800万元购买11468套躺椅，继
续在恩施市实验小学、硒都民族实验小学、施州民族小学
推进“躺睡”试点。

课椅变躺椅
“趴睡”变“躺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赵盛迷 谭琴

湖北日报讯（记者蔡俊、通讯员吴雨晴、陈绪开）“税务
专家团队不仅帮我们解决了棘手的办税问题，还辅导我们
享受各项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税负，让我们轻装上阵。
现在我们对实现上市更有信心了！”近日，面对前来回访的
宣恩县税务局“金种子”政策辅导团队，湖北中耀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耀药业）总经理李进感激不已。

据了解，湖北中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恩施州唯一入
选湖北省上市后备“金种子”企业的中医药企业。该公司以
中药直接口服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中药普通饮片为主打产
品，在去年的中药配方颗粒集中采购中成功入围190个品
种。预计到年底，公司研发的中药配方产品种类将突破
600种，总产值可达3亿元。

不久前，李进还因为纳税申报的事情发愁。作为农产
品核定扣除试点企业，办理纳税申报时，需要企业把每种产
成品耗用的原材料分开核算，并逐一填列。“不仅日常财务
核算任务非常重，而且每次纳税申报时，可能要人工录入上
百条数据，工作量很大。”李进说。

该局“金种子”政策辅导团队在走访时得知这一问题
后，积极向上级税务部门报告相关情况，最终通过实地调研
与专家会商，上报省税务局批准中耀药业退出核定扣除试
点，还为企业争取了50余万元进项税款。

宣恩县助力
“金种子”企业结“金果”

湖北日报讯（记者鲁腾、通讯员张宝训、蒋姮）3月8
日上午，利川市首个“亲清驿站”在该市女企业家协会正
式揭牌。协会以“亲清驿站”为载体，开展廉政课堂和趣
味运动会等系列活动，营造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氛围。

廉政课堂上，利川星斗山红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卓万凯分享了创业历程，“坚定一个目标”“抢抓发展机
遇”等观念让刚踏上创业之路的利川市翔鹰生态养殖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晓英受益良多。

“搭建起一个交流平台，广泛收集企业心声，让营商
环境监测直达一线。”利川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
组书记向林峰介绍，“亲清驿站”就是要延伸服务“触角”，
及时掌握行业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打通
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应、件
件有着落，不断提高企业便利度和满意度，增强企业归属
感和安全感，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
康成长。

据了解，“亲清驿站”将在全市逐步推广，依托乡镇
（街道）商会、行业协会商会、地域性商会和民营企业等工
作载体分布建立。其常态化工作内容包括建立政企联系
机制，开展一线监测和大走访等活动，进一步畅通政企沟
通渠道，为企业纾困解难。

利川市探索推行
“亲清驿站”

春茶吐翠，绿叶飘香。3月6日，位于恩
施市龙凤镇恩施州龙马新果实业有限公司
的抹茶基地里，嫩芽初吐、郁郁葱葱。

“再过一个星期，春茶将陆续开采。”公司
副总经理凌勃介绍，该公司通过示范引领，在
龙马、柑子坪等高山村建设了3000余亩抹茶
核心基地，2023年公司年产值突破2000万
元，带动各村村集体经营公司实现收益260
余万元，3000多农户户均增收6000余元。

龙凤镇党委书记章云锋介绍，2023年，
全镇18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共计994.12
万元，村均超过55万元，其中90万元以上
经济强村3个，50万元以上示范村5个，各
村均实现了5万元以上奖金兑现目标。

“一采”变“三采”
穷窝变成金窝

“龙马一条河，两岸是陡坡。吃粮靠供
给，用钱无着落。年轻人往外走，老家伙守穷
窝。”这是10多年前流传于龙马村的顺口溜。

“以前村集体经济薄弱，发展后劲不足，加
上村里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造成不少茶
园闲置。”龙马村党支部书记吉尚兵回忆。

2018年1月，趁恩施、杭州东西部协作东
风，浙江新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当地茶企
联合组建恩施州龙马新果实业有限公司。短
短半年时间，一座集生态茶园和标准化茶厂
为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示范产业园拔地而起。

龙凤镇采取“企业+村集体经营公司+
基地+农户”和土地流转发展模式，在龙马、
碾盘、猫子山、柑子坪、佐家坝等村发展茶叶
基地近2万亩，农户将茶园托管给村集体经
营公司统一管理。

“过去只采春茶，夏茶、秋茶基本都撂荒。
新果实业公司来后，可以采三季，并统一了种植
标准，用上了采茶机，每亩茶园每年增收约

3000元。”村民张义国有7亩茶园，他全部种上
抹茶，每年收入4万多元。

“村级集体经济‘腰包’鼓了，让村支‘两
委’为民服务、为民办事的底气更足了。”吉尚
兵介绍，龙马村五湾沟组公路弯道急、坡度
大、无边沟无护栏，每逢下雨，路面积水严重，
严重影响村民的出行安全。2023年，龙马村
集体经济收入突破48万元，村“两委”与村民
代表商议决定，拿出2万元加装护栏、整修边
沟，由党员带头干，村民义务投工投劳，10多
天便解决了周边110户村民的出行难题。

“要我干”变“我要干”
激发发展活力

走进龙凤镇二坡村，干净整洁的庭院错
落有致、金黄的油菜花迎风招展，春耕春种

的农民正忙着挥锄劳作，田间地头一片生机
勃发的新气象。

2023年初，该村因地制宜，大力开发油菜
种植产业，村集体经营公司投资50万元建成炼
油厂，日炼油量可达1500公斤。去年以来，该
油厂已加工油菜籽超过1200吨，年产值超
1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实现收益90万元。

2021年，龙凤镇在恩施市率先出台《村
集体经济纯经营性收益奖励办法》，鼓励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构建起“基本报酬+绩效
考核+集体经济发展创收奖励”的村干部报
酬补贴机制，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让
村干部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

“我们的收入与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挂
钩，改变了以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
一个样’的现状。”年仅28岁的村干部熊忠
桂大学毕业后投身家乡建设事业，她说，“去
年村干部人均兑现奖励1.5万元，最高达1.8
万元，我愿意留在村里谋发展。”

2023年，龙凤镇120余名村干部通过村集
体经济发展创收奖励，人均增收3600元以上。

龙凤镇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超55万元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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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观察

“老板，先做

两 桌 腊 蹄 子 火

锅 ，再 订 5 间

房。”“好好好，快

来屋里烤火，马

上就好。”3 月 7

日下午，巴东县

绿葱坡镇沈家门

民宿酒店迎来10

多 名 滑 雪 爱 好

者，老板娘刘芳

忙得团团转。

有着“鄂西

屋脊”之称的绿

葱 坡 海 拔 1800

米，冬季寒冷漫

长。以往，每当

雪季来临，刘芳

一 家 都 会 开 启

“猫冬”的生活模

式 —— 守 着 火

炉 、足 不 出 户 。

但这种习惯被打

破了，去年 3 月，

刘芳和老公投资

近 200 万 元 ，将

沿街的房屋重新

翻修，新增 14 间

客房，办起民宿。

同样，整个

恩施州的冬天都

忙碌起来，该州

瞄准冬季旅游市

场“短板”，不断

丰富产品供给，

推 动“ 猫 冬 ”变

“忙冬”。

冰雪游、年俗游、乡村游搅热恩施城乡

“猫冬”变“忙冬”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焦国斌 赵盛迷 向相辉

俯瞰绿葱坡滑雪场。

恩施市龙凤镇双堰塘村利用村集体经
济收益打造美丽乡村。

越﹃
冷
﹄越
热

3月5日，恩施绿葱坡滑雪场，广东游客刘
军和家人顺着雪道一跃而下，尽情享受冰雪运
动的速度与激情。放下雪杖，他兴奋地告诉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雪场的雪质好，硬件条件也
不错，明年还要再来。”

“虽然滑雪季已接近尾声，每天依然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滑雪乐趣。”绿葱
坡滑雪场负责人胡陶木说，今年，两轮雨雪冰
冻灾害来袭，绿葱坡最低气温达到-8℃，但游
客数量却持续增长，截至目前，滑雪场共计接
待游客10万人次。

绿葱坡滑雪场面积约15万平方米，依托山
地环境，设有初级道、中级道、高级道共8条
雪道，3条魔毯，垂直落差达150米，雪道总
长5公里，可容纳2500人同时滑雪，也是华
中地区唯一拥有缆车的滑雪场。

“我们今年对雪道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一条
中级雪道——幸福大道，雪道长1.5公里，坡度
平缓，适合新手或者刚入门的滑友。”绿葱坡滑
雪场营销部经理郑孝欢介绍，为满足不同层次
的游客游玩体验，滑雪场还新增一条单板公园
雪道，向滑雪专业爱好者开放，山顶新增一个戏
雪园区，满足亲子游玩打卡需求。

武汉游客王衡是一名滑雪10多年的“发烧
友”，每年雪季，他都会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滑雪。“早
上还在武汉吃热干面，下午就到了绿葱坡滑雪场。
这里离武汉最近，各方面配套都很齐全，体验感十
足。”他说。

绿葱坡镇党委书记彭峰表示，滑雪热也带
动了住宿业，2023年该镇新开110家民宿，春节
期间，滑雪场周边精品民宿整体入住率达80%，
每天约2000余人在集镇吃住，滑雪季旅游综合
收入超1亿元。

随着恩施州冰雪特色资源不断开发，产品
业态日渐丰富，“滑雪＋”多种玩法，成为冬季旅
游新热点。位于建始县龙坪乡的彩色森林康养
小镇雪地乐园于1月27日对外营业，这里平均
海拔1700米，森林覆盖率87%以上，拥有数万
亩日本落叶松林海，冬季形成壮美的林海雪原
景观。凭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该县
以赏雪、玩雪为主题，精心打造了森林小火车、
雪地乐园等项目，吸引游客近1万人次。

宣恩县椿木营滑雪场是恩施州首家专业
滑雪场，今年游客除了在滑道上享受冰雪运动
乐趣外，雪场打造了高约3米、长度近40米的
冰瀑景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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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来凤县革勒车镇正南梅
园，朵朵梅花竞相绽放，引来贵州、重庆、
湖南等地的千余名游客。

正南梅园占地面积1000余亩，种植
优良品种梅花 1.8 万株、观赏性桃花
3000株，是武陵山区最大的梅园基地。
园内有江梅、宫粉梅、白梅等51个梅花
品种，已进入盛花期。

2016年，正南梅园景区还是一座人
迹罕至的荒山。返乡创业者杨英瞄准全
县冬春季节赏花游地点缺乏这一商机，与
合伙人一同在革勒车镇镇南村流转土地，
打造梅园农庄。自2021年梅园试营业以
来，市场热度不断上涨，无人问津的小荒
山变成了游人如织的乡村旅游胜地。

未见梅花，先闻其香。记者寻香进
园，看见梅花争奇斗艳陆续绽放，游客可
以在园区内游梅花山峦、赏梅花仙子、观
亭台楼阁，领略其独特韵味。近年来革
勒车镇先后建起环花海公路、观景台、休
闲亭、景区接待大厅，以正南梅园为依托
打造梅花小镇，在进出集镇路段遍植梅
花，打造“梅”元素景观带和夜市一条街。

“这里就是世外桃源。”贵州游客林辉
连续三年和家人一起来到梅园游玩，他表
示，今年园区游览路线更加合理，集镇还
建起了西兰卡普展馆、农产品展销中心，
酒店、高端民宿更多了，吃住游更方便。

革勒车镇党委书记宋宇介绍，今年，该
镇举办第二届梅花文化活动月，与重庆、湖
南等地旅行社达成推广合作协议，梅园在
春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11.2万人次，日均
接待量在1.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500万元，带动2000名村民实现增收。

近年来，恩施州乡村旅游呈现持续火
热的态势，各地相继推出一批乡村休闲旅
游品牌，以独特魅力引来各地游客。春节
期间，宣恩县伍家台贡茶文化旅游区“茶园
飞艇”“丛林飞车”两大项目投入运营，吸引
万余名游客前来，在空中俯瞰茶园美景。
巴东绿葱坡、恩施大峡谷、宣恩灯会、恩施
刨汤入选省文旅厅“游购乡村 欢聚荆楚”
春节推荐旅游线路。咸丰县活龙坪乡晓溪
村的村民们点亮近两万只路烛，祈福新年
好运，欢庆元宵佳节。恩施洞下槽、巴东土
店子、鹤峰木耳山等乡土气息浓郁的乡村，
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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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曲《渔家乐》、鹤峰柳子戏《同结相思
扣》、三棒鼓《龙跃新春》、民歌组合《黄四
姐》……这是恩施土家女儿城非遗剧场的节
目单。

恩施女儿城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刘陈介绍，非遗剧场的八大主题非遗
节目，观赏时长60分钟，今年已成为游客来
到女儿城必打卡的民俗文化项目。

2023年9月，土家女儿城景区创办室内
非遗剧场，将“非遗+旅游”深度融合，集结18
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系统展示恩施州各地
山歌民歌、曲艺、戏曲三大类非遗项目。整
个剧场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最多能容纳
500人同时观赏。

“以前的非遗节目多是在街区表演，掺
杂有演艺，现在进入标准化剧场，在保留非
遗项目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加入舞美、灯光
等现代元素，拉近非遗文化与观众的距
离 。”刘陈说。

南曲《渔家乐》由巴东堂戏代表性传承
人谭文署演奏二胡，用方言演唱，时长8分钟
至10分钟，很多游客反映听不懂。大家商量

决定，在演出前增加节目文化背景介绍，提
炼曲目精华部分，调整节奏，增强旋律，将时
长压缩至4分钟以内。

表演形式多样、互动性变强，力争让非
遗文化更接地气，雅俗共赏。此外，景区还
对众多文化节目进行改版升级，在街区分点
式进行演出。从正月初一到初十，山歌对
唱、民族乐器、传统舞狮、茶艺表演等轮番上
演，共吸引游客13.72万人次。

春节以来，一系列丰富多样的年俗活动
在恩施州各地轮番上演。宣恩依托仙山贡水
旅游区连续8年举办新春灯会，从正月初一至
正月十五，推出斗狮舞龙、烟花秀、“蹦仙迪”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吸引游客211万人次；
利川龙船天街举办灯歌拜年、民谣品茗等系
列年俗活动，舞龙、彩龙船、龙船调“三龙”聚
会相继登场；元宵节期间，建始县举办金龙贺
岁舞龙巡游活动，12支盛装出席的非遗民俗
队伍，摆起长龙，沿着县城主干道一边巡游，
一边展演，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前来观赏；鹤
峰风情街的舞狮舞龙、猜灯谜、品汤圆、赏非
遗等活动同样吸引了大量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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