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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观察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杨、通讯员熊文
婷）“我可以提供疏通工具，还有小推车。”

“我们年轻人负责清理和疏通。”赶在梅雨
季来临前，天门市侯口街道陈方安置小区
居民合力解决了下水道堵塞问题，居民王
女士长舒一口气。

陈方安置小区地势较低，大雨暴雨天
气积水较深，居民出行十分不便。陈方社
区召开整改会，居委会借来维修设备，居民
和志愿者分工合作，很快将下水道疏通。

2022年以来，天门先后确定6个共同
缔造省级试点和24个市级试点，因地制宜

优化治理单元，不断激发群众参与活力，办
成了一批好事实事，探索了一批制度成果，
形成了一批典型经验。

今年3月，天门召开共同缔造试点扩
面工作推进会，选定219个共同缔造试点
村（社区），涉及203个村民小组、60个居民
小区。同时，建立市领导领办机制，统筹安
排市直单位包保，整合镇村干部和乡村振
兴工作队力量，全市273个工作组近700
名队员全部进村入户。

在多宝镇兴场村，乡贤理事会广泛动
员，乡贤能人捐款，群众投工投劳，安装路

灯110盏，全村实现亮化全覆盖；在马湾镇
邹湾村10组，村民乱拉乱晒影响通行安
全，湾组会商定、党员带头、群众响应，统一
安装的晾衣架既美观又实用……

“践行‘四个一线’工作法，开展蹲点
式调研和现场办公，党员干部村村走到、
企企走到、户户走到、人人问到，主动察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今年以来，累计下基层
1.4万余次。”天门市共同缔造实践工作专
班负责人张北平介绍，坚持系统谋划，将
共同缔造与工业倍增、就地城镇化、鼓励
生育、集体经济作为今年市委市政府五项

重点工作，一体安排部署、一体推进落
实。目前，共同缔造试点扩面工作提质、
成势、见效，到年底覆盖到30%的行政村、
50%的社区。

通过优化试点单元，该市鼓励和支持
试点村组（小区）创新探索，推广积分制，广
泛动员群众、乡贤能人和社会力量参与共
同缔造，支持有一定条件的地方开办“积分
超市”“幸福食堂”，满足群众需求。建立以
奖代补机制，确保2024年每个试点村（社
区）不少于5万元的资金支持，打造一批示
范带动点。

近700名工作队员进村入户

天门共同缔造试点扩面提质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杨、通讯员陈飞）6月6日，
天门市召开个体工商户帮扶推进会，正式启动个体
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工作。

据了解，天门市个体工商户达10万余户，量大、
点多、面广，具有利益诉求多元化、发展水平差异化
的特点。为助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市市场监
管局联合市发改委等15个部门，印发《天门市个体
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提升发展质量工作实施方
案》，成立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培育和精准帮扶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个体工商户发展监测、分型分类工
作、分型分类帮扶等机制。

同时，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将个体工商户大致分
为“生存型”“成长型”和“发展型”三个类型，并根据
分型结果，对纳入“成长型”“发展型”的个体工商户
按一定标准和比例进行比选，将被选中的个体工商
户划分为“知名类”“特色类”“优质类”“新兴类”四
类。对“名特优新”四类发展前景好、经营状况优、特
色鲜明的个体工商户，定期开展选拔认定、建立数据
库、进行重点培育，为经营主体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

下一步，天门市将多渠道全方位宣传帮扶政策，
提高个体工商户的知晓度和参与度。通过实地走
访，了解个体工商户经营状况，深入开展“问情服务”
活动，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深入推进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工作，
做好动态管理，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帮扶效果，
为个体工商户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天门分类帮扶
个体工商户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杨、通讯员谢红艳、叶晗
露）“屋顶光伏建成后，无噪音无辐射，屋顶光伏板能
隔热防雨，还为我家带来了经济收入……”近日，在
天门市多祥镇陈洲村，村民熊四姣开心地说。

市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熊四姣家屋顶面
积大，安装了近200块光伏板以及光伏并网等设施，
每年可发电约6万度。今年，力争该村屋顶光伏全
覆盖。

农村能源革命是加快农村地区能源清洁低碳转
型、实现农村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去年12
月，天门以湖北省县域第一的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
60%的绿电消纳率等突出优势，跻身全国首批15个
县级试点。为形成可实现、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能
源革命建设典型经验，去年以来，以多祥镇能源革命
建设为试点，并在陈洲村打造首个农村能源革命示
范村。

为实现“零碳村”建设目标，确保试点工作取得
更大成效，市供电公司、国电投湖北公司将试点建设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民增收、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等工作一体推进，在该村建设了光储停车场等
设施，蹚出农村能源革命新路。

在陈洲村胜利公园，村民们在长约100米的光
伏长廊拉着家常。村道两旁，10盏风光互补、23盏
光伏路灯成为一道风景。在村头村尾，还建有光储
停车场。天仙公路旁，8.5MW 渔光互补池塘、
20MW分散式风电场正在建设中，将为该村提供源
源不断的新能源电力。

陈洲村
向“零碳村”迈进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杨、通讯员刘银斌、刘恒
超）“经过反复尝试，我们摸索出稻田小龙虾机械化
捕捞技术，这对虾稻共作帮助很大。”近日，在天门市
卢市镇天之泓源合作社虾稻共作基地，负责人曹云
肆向参观者展示捕虾船。

随着推进轮快速转动，捕虾船灵活行驶在稻田
里，工作人员一边操控方向一边起获地笼，短短几分
钟，就完成了5亩水面的捕虾作业(如图)。“采用人工
起虾，4个小时只能完成80亩，捕虾船1小时可作业
100亩，效率提升了5倍。”曹云肆说。

2018年，曹云肆回到天门老家，在卢市镇、净潭
乡、干驿镇等地流转土地6000多亩发展虾稻共作。
小龙虾养殖虽说不难，但捕虾过程却让他头疼不已。

他说，采用传统捕虾方式，作业者需要穿着水
裤、拖着小船，一直在水中行走，碰到寒冷的早春，长
时间水中作业更是难受。

为了解决小龙虾收获难题，曹云肆经过几年摸
索，先后投入近50万元，自行研制小龙虾机械化捕
捞船和专用的开放式地笼，作业者只需在船上工作，
不用下水，能够大大降低劳动强度，提升捕虾效率。

5月底，曹云肆带着这项技术，参加天门市乡村
振兴实用技术大赛，获得二等奖。他告诉记者，下一
步将联手科研院校，对捕虾船进行改进，增设机械臂
协作功能和无人驾驶模块，实现自动化捕捞。

1小时可收100亩

“土专家”造出
机械捕虾船

“幸福食堂饭菜干净又卫生，一
天花不了几块钱，就能准时吃上热乎
的饭菜。”6月17日中午，吃着可口的
饭菜，天门市彭市镇前河村84岁的简
定钧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老人介绍，他一个人吃饭随便应
付，一盘菜吃不完反反复复热好几
顿。幸福食堂开放后，菜品不重样，
营养均衡，吃完饭还可以跟大伙聊聊
天、唠唠家常。“每顿三菜一汤，我中
餐、晚餐都在这里吃，好得很。”

随着高龄、失能老人增多，他们
的“吃饭难”问题日益凸显，前河村将
其作为“头等大事”提上日程。

和群众充分商量后，前河村决定
按照“上级扶持一点、镇里解决一点、
村里投入一点、社会捐助一点、个人
承担一点”的方式筹措资金，建设幸

福食堂，为65周岁以上的老人提供
“低盐、低油、低脂”爱心餐。

去年11月，占地300平方米的幸
福食堂正式营业，空调、冰箱、消毒柜
等设施一应俱全，还配备了象棋、纸
牌、麻将等娱乐设施。

“幸福食堂建设运营过程中，村
民们积极参与，7组村民钟上丕捐献
了2台麻将机。”前河村综治委员、食
堂负责人钟碧波说。

“幸福食堂建在村委会旁的荒地
上，位于前河村正中心，大家过来都
方便。”前河村党支部书记刘明堂介
绍，对65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只收取
200元的餐食费，平均下来每餐只要3
元多一点。

同时，幸福食堂还实行积分制管
理，村民通过参与村级事务或公益活

动获得积分，凭积分可以到食堂就
餐。

部分老人行动不便，不能到食堂
就餐，村里成立志愿服务队，安排专
人上门送餐。“村里为我们创造了这
么好的条件，帮忙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也是应该的。”中午12时许，村民
钟楚玉骑上电动车，为老人送去爱心
餐。

幸福食堂为幸福“加码”。近年，
天门广泛动员群众、乡贤能人和社会
力量参与，支持有条件的村（社区）开
办幸福食堂，共同缔造幸福“食”光。
目前，拖市镇何场村、黄潭镇七屋岭
村、多宝镇铜架山新村、九真镇子文
村、蒋场镇孙岭村、竟陵街道鸿渐社
区、岳口镇金湾社区等地建有幸福食
堂，全市还有20多家正在筹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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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旅游花开朵朵

遛娃、赏花、野炊、采摘、钓虾
……入夏后的知青农场合作社，游客
一拨接着一拨。特别是节假日，理事
长姚蓉从早忙到晚。

“我的梦想是把知青农场建设成
天门的后花园。”姚蓉说，围绕采摘、
旅游、观光，推出月季迷宫、紫藤长廊
等文旅项目，引入草莓、桑葚、樱桃、
葡萄、火龙果、猕猴桃等特色水果，采
摘期长达8个多月。

“充分挖掘资源禀赋，流转土地
1300多亩，打造‘景业共进’农旅融合
示范区。”在杨国雄看来，产业发展是
深化共同缔造的关键支撑。

走进三军菊花合作社种植基地，
菊花幼苗满目青翠，几名农工正在苗
圃里浇水。2015年，在外打拼的张三
军回到七屋岭，投资数百万元，进军
菊花经济。

起初，他以鲜切花种植为主，培
育菊花七色花带，每年卖出600多万
株。后来，他繁育的菊花品种达到

3000多个，逐步从“卖花卉”转向“卖
种苗”。张三军说，种苗培育是个精
细活，聘请的5个村民顾不过来，最忙
时还要再雇10多个工人。

以知青农场、三军菊花和采丰岛
基地等为依托，七屋岭村连续多年举
办乡村文化旅游节，每年接待游客超
过20万人次。

5公里产业带联农富农

6月13日大清早，3组村民杨容
丽将儿子送上校车，然后赶到村里的
农家乐上班。

4年前，杨容丽在外地打工，一家
人聚少离多。“如今就在家门口工作，
挣钱顾家两不误。”

穷乡村蝶变旅游景区，5公里产
业带串起10多家经营主体，越来越多
的村民坐享红利。

仅知青农场，长期务工的村民就
有35人，高峰时一天150多人，去年
发放劳务工资150万元。

“在七屋岭村党总支之下成立农
旅融合发展党支部，将党支部建在产

业链上，开展共产党员户挂牌行动，
让党员走在产业发展前面。”黄潭镇
党委书记周勇介绍。

周勇说，共产党员户示范引领，
共议片区大事、共享发展经验、共解
疑难问题，有效解决产业布局、经营
主体培育和农民增收等问题，村级集
体经济由“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
转变。

党员当大户，群众快致富。如
今，七屋岭村6名党员带头创建农业
合作社4家，5名党员参与创建旅游
专业合作社1家，引领服务群众发展
种植养殖业，掀起创业新高潮。

8组村民刘中发今年69岁，是村
里的传统手艺人，做了几十年手工油
面。“以前买的人不多，村干部牵线搭
桥后，知青农场帮助销售，每天上门
取货，做出的油面基本不愁销，一年
增收2万多元。”

刘中发说，在缺吃少喝的年代，手
工油面是走亲访友的馈赠佳品，现在
很多人怀念这个味道。“我准备招收学
徒，传承老手艺的同时，扩大生产规
模，让更多人吃上地道的手工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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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天门市佛子山镇王场
村百姓大舞台上，持续了10天的花鼓
戏汇演落下帷幕，这场由乡贤出资回
馈乡亲的文化惠民活动，让当地村民
过足了戏瘾。

年近七旬的老戏迷董毛志连续
多天来此“追剧”。他是该镇沿湖村
村民，为了看戏，他与村里5个“老戏
迷”每天骑行10多公里，一场不落。
董毛志说，种田大多实现了机械化，
有着大量闲暇时间，确实需要这样的
文化活动。

此次花鼓戏汇演是王场村百姓
大舞台建成后的首场演出。村支书
付君华说，为了办好这次活动，村里
多方筹资15万元，邀请地方花鼓戏
剧团上门，场均观众达到 1300 余
人。

近年来，王场村以共同缔造活
动为抓手，村“两委”和乡贤理事会
带领群众一起，采取向上争取一
点、企业捐赠一点、乡贤出资一点
的办法，筹集100多万元，引导群众
以志愿服务、出资出力、投工投劳
等形式，修建村级小游园、健身广
场、群众文化中心，完善了村级公
共基础设施，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
显改善。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渔薪镇朱
文台村。得知村里在外成功人士要
给村里送戏，不少村民主动到村委会
捐款，被婉拒后，他们腾出自家闲置
房间给演员居住，自掏腰包买来食品
送给演员，低保户李大爷买来烟花为
活动助兴。

朱文台村党支部书记王义方感

叹，这次花鼓戏汇演活动虽然只有4
天，演出费用还不到2万元，但村民的
热情让我们感动，“每场演出结束，总
有村民意犹未尽，聚在一起聊天品戏
不愿离开，大家希望村里多多开展此
类文艺活动。”

这几年，朱文台村秉承“实事办
实、好事办好、难事办成”的原则，紧
紧围绕共同缔造，用活“五共”理念，
在修路筑桥、村级亮化等村级公共设
施建设方面集群众之力，实现了乡村
公路的通组入户，村庄环境也得到显
著提升。

王义方说，下一步，该村将继续
以村民需求为导向，不断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开展贴近乡村实际、喜闻
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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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河村共同缔造幸福食堂。

王场村花鼓戏汇演现场人山人海。

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天门市
黄潭镇七屋岭村民吴蝶经营的小卖部
和游乐场十分火爆，单日营业额达到
5000多元。

“嫁出七屋岭后，没想到又回来
了。”她感叹说，家乡翻天巨变，农旅产
业兴旺，大家尝到了共同缔造的甜头。

去年底，七屋岭跻身湖北旅游名
村，创成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此前已
捧回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国
字招牌。

“我们以共同缔造理念共创富民
产业，共享发展红利，画出最美‘同心
圆’。”村党总支书记杨国雄说，村里全
力建设5公里农业产业经济带，带动区
域产值突破1亿元。

七屋岭村月季迷宫。（湖北日报通讯员 刘银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