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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崔逾瑜、通讯员黎子罡）“党的托
底政策好，种棉花有收入保障，我们再没有后顾之忧
了。”4月3日，公安县孟家溪镇黄堤村棉农张元收到42.6
亩棉田的理赔款3466元，喜出望外。我省在全国率先实
施的棉花“保险+期货”收入险县级试点，目前全面进入
理赔阶段。

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湖北作为传统
产棉大省，将保险、期货等金融资源导入到棉花产业链
条，探索稳定棉花种植面积、重振内地棉花产业的可行
路径。

2022年，我省在公安县实施棉花“保险+期货”价格
保险，按照约定价格理赔后，参险棉农每亩赔付近47元。

2023年，托底政策再升级，变“保价格”为“保收
入”。省农业农村厅与郑州商品交易所合作，在公安县
首次开展棉花“保险+期货”收入保险试点工作。

据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棉花“保险+期
货”收入险直接针对每亩收入预期，最大限度地保障棉
农利益，风险覆盖更全面、保额更高。在试点期间，中国
人保、中国平安、中国太平洋等保险机构采用期货价格
作为承保和理赔依据，分散种棉收入下跌的风险；长江
期货、新湖期货、永安期货运用期货市场工具为保险公
司分散价格风险。

公安县棉花种植面积、产量均居全省第一，素有“银
公安”美誉。此次，棉花“保险+期货”收入险在公安县实
现全覆盖，涉及27084户棉农、13.19万亩棉花，共提供
1.28亿元棉花收入风险保障。项目总保费1134.17万
元，其中省级统筹资金补贴比例69.4%，郑州商品交易所
补贴比例30.6%，农户无需缴纳保费。

该县种棉大户向培春种植棉花812亩，2023年棉田
实际收入为902.49元/亩。根据参保时约定的每亩目标
收入983.85元/亩，棉花“保险+期货”收入险将弥补“收
入差”，赔付66064元。“与2022年相比，每亩增收八九十
元。”向培春充满信心，表示今年继续种棉。

据悉，全县棉花“保险+期货”收入险赔付率为
94.6%，预期实现赔付 1072.92 万元。棉农户均赔付
396.15元，亩均赔付81.35元，比2022年“保价格”每亩
高出34元。

近年来，湖北加大和放活支持棉花产业政策，棉花
综合生产能力呈现恢复态势。2023年，全省棉花种植面
积稳中有增，棉花品质和单产均好于上年。

双柳长江大桥邾城西互通桥面铺装现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悦 通讯员 刘若梅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乐克、通讯
员李伟、徐昆鹏）4月4日至5日，国家
消防救援局湖北机动队伍派出170
名指战员分赴湖北省各重点林区景
区，展开森林防灭火巡护和应急救援
备勤。这是国家消防救援局湖北机
动队伍正式进驻之后，扛起应急救援
主力军、国家队重任，首次全面参与
我省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各防线
布控，加强野外用火管控，排查消除
森林火险隐患，守护荆楚绿水青山。

进入防火期后，国家消防救援局
湖北机动队伍积极与湖北省各地应急
部门沟通对接，本着立足驻地、辐射周
边的原则，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根据执
勤区域火险形势，向火险隐患高、人流
量大、力量防控薄弱的点位调整充实
执勤力量，确保遇有火情及时处置。

清明节期间，湖北机动队伍在武
汉市东湖景区、青山区、江夏区和神农
架、武当山林区开展森林防火工作，实

行24小时值班备勤，重点以“机动巡
护、机动宣传、机动检查、机动处置”等
方式排查火灾隐患。截至4月5日，队
伍累计携装巡护143公里，清理林内
可燃物约9吨，劝导制止吸烟游客46
人，协助应急部门收缴火种62个。

在景区入口，湖北机动队伍通过
定点宣传、科普宣教、装备展示等方式，
向游客宣讲防火条例，普及防火常识，
不断提高辖区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全
民参与森林防火，才能共同构建‘群防
群治、覆盖全域’的社会化防火网。”一
位参加防火专项行动的指战员说。

2023年9月12日，国家消防救
援局湖北机动队伍正式进驻。通过
强化“进驻即备战”思想，截至目前湖
北机动队伍多次参与我省重大自然
灾害救援救助和关键时期森林防灭
火巡护等重要任务，全力当好湖北人
民群众的守护者、保卫者，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理略、通讯
员张大伟、鄂文旅）4月6日，2024年
清明小长假结束。携程平台数据显
示，假期里以湖北为目的地的旅游订
单量同比增长162%；武汉位列全国
出行目的地榜单第8位。

清明节期间，赏花踏青游成为出
游消费热点，赏花景区门票订单量同
比大幅攀升。3天假期，武汉花博汇
接待近 5万人次，相较平时增长约
30%的客流量。为了丰富游客赏花游

体验，荆州方特提供了别“楚”心裁的
花朝盛宴，游客们在景区内日看花样
巡演，夜赏花朝限定演艺。咸安向阳
湖花海内，花海音乐会、花田摄影大
赛等活动赢得好评。

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18至 25
岁年龄段旅客占比超过20%，是清明
假期最活跃的出游群体。大批外地
大学生来到武汉，前往粮道街、山海
关路体验早餐文化，在黄鹤楼、湖北
省博物馆、中华路码头打卡。

清明时节，省内多地自发组织
前往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清明祭扫活
动，表达对先烈的崇敬之心、感念
之情、传承之志，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举办

“初心之光——中国共产党创建时
期入党的雨花英烈”展览；红安黄
麻纪念园、麻城烈士陵园、英山烈
士陵园等面向市民、游客，举办红
色课堂活动。

相关报道>>>第2版

党建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黄冈市始终直面问题，坚

持党支部引领（1）、确认群众主体（1）、
带动多元参与（N），以“1＋1＋N”的方
式推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由政府自上
而下单向“管理”，向政府与群众上下结
合、双向互动“治理”转变。

黄冈持续的探索表明，实现新时
代乡村振兴首先得振兴基层党组织，
办好农村的事情根本上还得靠农民自
身，同时调动多方力量共同建设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

近日，就这“1＋1＋N”党建赋能乡
村振兴的“黄冈密卷”，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在黄冈进行了初步探访。

一座桥梁，畅通了干群之间
的心灵沟通

——党员干部身心沉下去，
涣散的人心重新凝聚起来

黄梅县北部山区的五祖镇渡河村，
有7个村民小组，日常在家368户1068
人，以老人、儿童为主。该村1组一座
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程塆桥，因年久
失修，一直给50多户跨河劳作的群众
带来诸多不便。

去年9月，渡河村1组举行塆组夜
话。在群众家门口，围着八仙桌，坐着
长条凳，省工作组、村“两委”干部与群
众拉家常、话家事，大家这才慢慢敞开

心扉。原来，以前群众也向上面反映
过，但一直没有启动改造。因此，工作
组刚开始入户走访时，群众抱着看热闹
的心态，闭口不提危桥的事。

第六轮塆组夜话上，村民最终选择
拆除危桥，修建一座净宽4米、长24.6
米的新桥，预计造价35万至40万元。
但造桥钱从哪里来？黄梅县完善“以奖
代补”机制，探索群众“参与式预算”，对
符合“以奖代补”的项目实行集中受理、
竞争性评审；确定为“以奖代补”项目
后，先拨付30%的启动资金，建成验收
合格再拨付剩下的钱。

就资金缺口，该村党支部书记陈浩
说，工作组引导群众成立桥梁修缮理事
会，每家每户筹一点，乡贤捐一点，在家
的劳力投工投劳捐物，分担一部分。

程塆桥新桥迅速动工建设，去年
12月底建成通行后，该村党员干部与
百姓之间的“心桥”也畅通了。

就再造程塆桥，黄梅县委组织部部
长宋德友说，这背后，最关键的是干部
身与心要真能沉下去，打开群众心扉，
走进群众心里。

据统计，去年以来，黄冈各级领导干
部累计下基层5.9万人次，累计收集人居
环境、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心的问
题4.1万个，解决问题3.9万个，从“解决
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形成一套
制度机制，让更多的群众从中受益。

一家食堂，让乡村老人吃饭
不再凑合

——老百姓真正唱主角，再
大的难题也有解决的办法

腊肉炒大蒜、白菜、豆腐，三菜一饭
端上桌，4月1日这顿午餐，72岁的村
民陈念贵，只花了3元钱。

（下转第2版）

订单量同比增长162%

清明假期湖北旅游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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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变治理 乡村添活力
——党建赋能乡村振兴的“黄冈密卷”初探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利华 通讯员 汤锐 陈军 何再雄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

移风易俗“立起”旅游名村
——巴东土店子村殡葬改革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泉 鲁腾 通讯员 谭凤珍 李石

清明时节，细雨霏霏。
巴东县信陵镇土店子村梨花初绽，

美如画卷。
回乡扫墓的村民，三三两两，手捧

雏菊，来到偏居一隅的村级2号公墓，
祭奠亲人先祖。绿树掩映的墓园内，近
200个墓位整齐划一，每个墓位，以两
丛低矮的翠柏隔开。在这里，既有从村
民房前屋后迁移过来的旧坟，也有最近
一年多来新葬的逝者。无论旧坟新墓，
墓碑统一为40×60厘米的青石板卧
碑。墓园内，亦无五颜六色、各式各样
难以降解的“清明吊子”。一股现代文
明的殡葬清风，吹拂着这个地处武陵山
深处的小山村。

曾经，遍布村民房前屋后的一座
座高碑大墓，严重阻碍着这个小山村
的发展。从 2020 年开始，一场移风
易俗的改革与千年旧俗的角力在这
里展开。

“散葬乱埋”成乡村发展“拦路虎”

土店子村距离巴东县城仅半小时
车程，海拔1200米，山林茂密，气候宜
人，因茶马古道上一处土家族驿站而得
名。千年以来，村民坐拥绿水青山和良
好区位却世代受穷，2014年被纳入深
度贫困村。土泥巴路、土坯房、村民土
里刨食，成为人们对“土店子村”这四个
字的另一种解读。

2016 年，村里发展了 500 亩梨
园。此后，每年清明节前后，梨花盛开，
吸引不少游客自发前来踏青赏花，带动
农产品销售，土店子村渐渐摆脱贫困，
2019年正式脱贫摘帽。

“土店子村的脱贫经历，让我们更
加坚定了要走农旅融合的发展之路。”
土店子村党支部书记张文灿说。

但随着土店子村“美丽乡村示范
村”建设的推进，一个新的问题出现
了。“很多游客反映，走两三步就有一座
墓。拍一张照，总有那么几位‘老祖宗’
在里面。”张文灿介绍，亲人去世后，在
房前屋后选块“风水宝地”，就近安葬，
是土家族自古以来的传统，也是武陵山

区的普遍现象。村民身在其中，不以为
然，但在外人看来，就显得特别扎眼。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通村公路和产业发
展，一些原本处于偏僻地段的坟墓，便
凸显出来。加之村民相互攀比，墓修得
越来越大，碑立得越来越高，与周边环
境更加格格不入。

最早在村里投资的老板周凯介绍，
在他农家乐及研学园地方圆100米范
围内，就有六七座坟墓，其中一座就在
农家乐入口处，墓碑2米多高。“对前来
吃饭的客人和参加研学的小朋友影响
特别大。”不得已，周凯用篱笆对部分过
近的坟墓进行了遮挡。

（下转第3版）

守护荆楚森林多了一支国家队

双柳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桥面开铺

湖北日报讯（记者林晶、通讯
员刘若梅）4月 6日，历经3个小时
浇筑，新港高速双柳长江大桥及接
线工程在邾城西互通顺利浇筑桥
面，标志着工程的桥面铺装施工正
式拉开序幕。

新港高速双柳长江大桥及接线
工程项目是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的
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35公里，
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中铁十
一局承担实施的双柳长江大桥1标项
目主线全长14.87公里，包括路基、桥
梁、绿化及全线房建、路面等工程。

桥面铺装是桥梁施工最后一道
关键工序，该工程首次进行桥面铺装

的是邾城西互通主线桥左幅第9联。
为提高施工效率和保证施工质量，项
目部采用了桥面钢筋保护层台车、激
光三维摊铺机、桁架磨光机、全自动
拉毛机等自动化工装设备。摊铺后，
项目部将对混凝土表面进行二次收
面，保证平整度，并及时覆盖洒水养
生，使桥面达到内实外美的效果。

新港高速双柳长江大桥及接线
工程连接武汉新洲区和鄂州华容
区。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增强过江
通道通行能力，优化武汉都市圈环线
高速公路路网结构，对推动沿线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和武汉都市圈一体化
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4月3日，宣恩县一中的师生们在万寨乡伍家台村的茶园里徒步，感受家乡特色贡茶
的种植、采摘、加工、茶艺等茶文化。 （视界网 宋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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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市民游客在武汉
市沙湖湿地公园乘船游玩。清
明时节，江城湿地绿意盎然，吸
引各地游客前来赏春踏青。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摄）

4月4日，清明小
长假，黄石天空之城
景区人气爆棚。
（视界网 徐巧 摄）

4月4日，游客在
襄阳唐城景区游玩。
（视界网 杨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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