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6日傍晚，荆州市荆州区李埠镇
新垸回族村一排排小洋楼整齐排列，村民
们在广场上踢球、健身、聊天，一幅热闹、
和谐的美丽乡村画卷。

新垸回族村是一个还迁小区，2018
年因荆州区临港工业园建设需要整村搬
迁至此，从自然村落分散式居住转变为社
区集中居住。

“搬家不易，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更
难。”老支书田传滨说，以前在农村习惯
了，有杂物顺手就堆在门口，树上扯根绳
子就晾衣服，瓜果皮等垃圾随手丢，许多
居民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凌乱无序不
说，还经常导致地界纠纷。

2022年，村民议事会决定成立“红石
榴”志愿服务队。对村民们来讲，志愿服
务是件新鲜事，一番动员下来，只有田传
滨和两名老党员参加。

“整治菜地是个好机会。”院坝会上，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决定“前栽花、后种地”，并
约定了花坛与菜地的统一规格。村民们看
着整齐的花坛、菜地，爱惜之心开始萌发。

村两委趁热打铁，再次动员村民加入
志愿服务队。退休教师周荣主动报名，成
为一名环境保护志愿者。现在，他每天花
1小时左右的时间，巡查各家房前屋后农
具整理、院落清洁等卫生情况。

加入志愿服务队的村民渐渐多了起

来，不到两年时间，队员便从3人增加到
98人，阵地建设也摆上日程。

2023年，新垸回族村利用门面房和
村级用房打造750平方米的“红石榴家
园”，设置老年人康养活动中心、儿童乐
园、四点半课堂、金豆超市、村史馆、幸福
食堂等功能区，村民全程参与规划、设计。

村里6组、7组门前有条主干道，不少
村民在路边修建了钢构棚，导致错车难、
停车难，村民要求拆除违建的呼声越来越
高。今年4月以来，在“红石榴”志愿服务
队的参与下，一共拆除了42个棚子、7个
鸡窝。“群众劝群众，志愿者作表率，拆起
来基本没什么阻力。”村支书徐佳说。

每年寒暑假，红石榴志愿者尤其忙
碌。村里一位墨姓老师擅长书法，去年暑
假，得知村里要免费开设学生托管班，他
第一时间来到村委会报名。“通过这些事，
村民们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越来
越高。”徐佳说。

如今，红石榴志愿者服务队建立起“1+
6+N”志愿服务体系，即1个“红石榴”志愿
服务品牌，文体活动服务队、共同缔造宣传
队、美好环境监督队、义务巡逻队、爱心互助
服务队、打工服务队6支志愿服务小分队，
以及社工站、爱心企业、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志愿者等N个社会力量，志愿服务也从村里
延伸到社区，打造出“10分钟公共服务圈”。

“红石榴”红了新垸回族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萌叶 通讯员 谭娇洲 刘飞虎

自动上料、自动加工、自动下线，全程无须工人
操作，一分钟可锻造3根转向器柱管。6月21日，
位于荆州经开区的湖北唯思凌科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由该公司研发的旋锻机运转不停。

“柱管是汽车转向系统的重要零部件，连接着方
向盘和转向机，直接关系到驾驶体验。”唯思凌科公
司总办主任黄枝国说，过去生产柱管的旋锻机主要
靠德国进口，一台进口设备600多万元，价格昂贵，
付款后还要排队。更头疼的是，由于核心技术都在

“洋专家”手里，设备出了故障后公司束手无策。
2022年，由唯思凌科自主研发的XD40型旋

锻机投产。经检测，这台国产旋锻机加工精度、
圆度、锥度、无屑环保加工等指标达到德国进口
设备同等水平，生产成本却降了四成。如今，该
公司新研发的XD90型旋锻机已完成设计，近期
便可投入试生产，管柱孔径将扩大一倍以上。

旋锻机只是唯思凌科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唯思凌科是由汽车转向器龙头企业恒隆集

团孵化出的子公司，主要从事智能装配线、非标
设备、试验设备的设计制造，产品包括各种数控
专用机床、各类自动化装配线、专用试验检测设
备、自动压装设备等，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1993年，恒隆集团从沙市久隆公司起步，成
为国内转向器产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此后
10年间，恒隆转向器迅速打开市场，先后成为一
汽解放中重型车、金杯海狮面包车、奇瑞轿车等
配套厂商，订单与日俱增，然而零部件却主要靠
其他厂家供货，核心生产设备更是被国外垄断。

“核心设备必须用自己的。”2004年，唯思凌科
应运而生，从七八个工程师、十几台设备艰难起步，
次年便研发出第一台加工齿轮的数控高速插齿机。

第一台自动打销台、第一台数控挠槽机、第
一台自动调间隙专机、第一套内外弹道测量仪、
第一套齿条磨齿夹具……唯思凌科不断突破“卡
脖子”关键技术，实现转向器装配线智能设备国
产化。截至2022年，唯思凌科主导产品转向器
生产用智能装备全国占有率达18.6%。

“这台摆碾机可加工饼类、环类、齿类等异形
零件，过去主要从瑞士进口。”黄枝国在车间指着
一台形似“胖墩型火箭”的设备说，公司花了8年
时间，不断试错，不知碾坏了多少模具，终于在
2023年研发成功，设备成本降了近一半。

“国产设备占比已经达到97.89%。”黄枝国说，
公司正在向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迈进，努
力叫响汽车零部件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国有品牌。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丙全、通讯员王文初）6
月22日，位于公安县的速力复材（湖北）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碳纤维复合材料被加工成各种形状
和尺寸的材料，它们用于生产水翼、冲浪板、桨板
等水上运动器材。

速力复材是一家专业从事碳纤维等复合材料
水上运动器材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该公司曾为
2021年东京奥运会赛事供应器材。2022年，速力
复材湖北项目落户公安县青吉工业园区后，快速
建成投产，今年作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新增的风
帆水翼赛事唯一指定生产商，将再度亮相赛场。

“水翼器材是公司的主力产品，年产量可达五
万套，产品远销欧洲市场。”速力复合材料（湖北）有
限公司总经理严再兴自信地说，截至6月，公司总
产值约7500万元，预计全年可达到1.5亿元。

“公安造”水翼器材何以走出国门？严再兴说，
公司生产的每个水翼都需经过裁布、预成型、精密雕
刻加工、研磨、检验等生产流程，整套生产环节大约需
要一个月。以铺层图案为例，贴合精确度控制在0.5
毫米以内。为进一步拓展市场，企业还新聘请了十余
名海外技术人员，助力企业产品研发设计。

近期，该公司成功推出一款新的水上运动器
材——龙舟。相比传统龙舟，该产品结构设计更
加优化，所用材料及工艺更加先进，不仅外观更
美，而且性能更高、重量更轻。下半年，速力复材
还将进一步增加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以满足不
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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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思凌科公司研发的旋锻机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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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魏萌叶、通讯员周栎）6月
24日，荆州市人民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称，2024
年中国龙舟公开赛（荆州站）将于6月29日至6月
30日在荆州古城东门外九龙渊举行。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中国龙舟协会、湖北省体育局和荆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荆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来自全国各地
的25支代表队，近8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
员参加。赛事共设3个竞赛组别，分别为男子公
开组22人标准龙舟、女子公开组12人龙舟、大众
组22人龙舟（荆州市各县市区、经开区组队参
赛），其中男子公开组参加直道100米、200米、
500米及3000米绕标赛四个项目，女子公开组参
加直道100米、200米、500米三个项目，大众组
参加直道200米、500米两个项目。根据赛程安
排，第一天进行预赛、复赛环节，第二天待开幕式
结束后随即进入决赛、颁奖环节。

本次赛事开幕式节目分为《舞龙醒狮》《追梦
少年》《荆风楚韵》三个环节，在舞美、音效、服装、
道具、视觉等多个维度进行创新，将献上一场独具
荆风楚韵的视听盛宴。

解“急难愁盼”旺人间烟火
——共同缔造民生实事的荆州故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丙全 通讯员 梅五松 肖勇军 黄毅

6月19日上午9时，松滋市
寄递物流共配中心门口，一辆辆
邮政运输车满载包裹，陆续开赴
200多个乡村网点，70公里开外
的卸甲坪乡服务点一片忙碌。

卸甲坪乡地处松滋西南边
陲、湘鄂两省接合部，这里山岭
遍布、川谷崎岖，过去取件远、取
件贵。一些快递公司委托超市
老板带快递回乡，每件加价 5
元，群众多有怨言。

“以前收发快递要坐班车去
县城，来回得花3小时、20多元。”
在当地开农家乐的谭青青说，山
里农产品出不去，外面消费品进
不来，做电商寸步难行。

2023年，松滋作为荆州市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试点市
之一，以“邮快合作”模式探索建
立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
目前已建成1个市级公共配送
中心、16个乡镇（街道）集镇服
务站点、235 个村级综合服务
点，快递进村实现全覆盖，入户
时间平均缩短1天左右。

在卸甲坪乡天星堰村服务点，
货架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
一些村民将土特产送到网点寄往
外地。松滋市邮政分公司卸甲坪
支局经理李爱桥说，快递进村后，
全乡每年至少可节省120万元。

“山里货”飞到城市餐桌，成
为农民增收的“金疙瘩”。据统
计，2023年松滋有160款农副
产品搭上“电商快车”，交易额超
过60亿元。

松滋市邮政事业发展中心主
任黄艳华说，2023年松滋快递业
务上行量1100余万件，下行量
3200余万件，日进村快递超过1.1
万件。今年将进一步优化网点，并
加快建设县级寄递物流综合体，以
满足未来发展所需。

时近中午，荆州市沙市区中
山街道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里，
快递小哥正在沙发上休息、吃
饭，给手机充电。近80平方米
的服务驿站内，桌椅、空调、冰
箱、液晶电视、充电排插、应急药
箱、图书柜等设备一应俱全。

黄家塘社区属于沙市区
中山街道，小店铺、小餐馆多，
人流量大，是当地最具烟火气
的片区之一。2022年11月，
这里建成沙市区首家新就业群
体服务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
供饮水歇脚、消暑纳凉、避雨取
暖、手机充电等服务。

李聪是美团外卖片区站
点负责人，每天一早，他会召
集小哥在驿站里开晨会。“过
去开会只能在街上找一块空
地，遇到刮风下雨或者炎热天
气时，很不方便。”李聪说，驿
站24小时开放，大家都觉得
心里暖暖的。

建成投用以来，驿站不断
改进完善服务。门口摆放着

“骑手地图”，涵盖沙市区43个
居民区的楼栋分布情况。墙壁
上的“小哥留言板”，贴满了黄
色的便签纸，这里成为小哥与
社区的沟通桥梁。前不久，一
位小哥留言“没地方放雨衣和
雨伞”，社区很快便在驿站里添
置了雨伞架、挂衣架。

共享服务激发了小哥的
共管热情。目前，已有150名
小哥加入社区“网格啄木鸟”
志愿服务队伍，担负起安全隐
患巡查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等
职责。黄家塘社区党委书记
陈淑娇说，根据小哥的意愿，
驿站还开通了“小哥入党直通
车”，目前已有多名小哥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

“以后上楼再也不用爬楼
梯了！”6月21日上午，公安县
农行小区，70岁的业主罗会斌
买完菜回来，打开新安装的电
梯，刷卡、按楼层、关门，不一会
就到了七楼。

罗会斌是公安县农业银行
退休职工，小区里住的大多是
曾经的同事。县里加装电梯工
作启动后，高层住户们欢欣鼓
舞，没想到在征求意见环节就
卡了壳。“一部电梯30多万元，
分摊到每户不是小数目。”他
说，一楼、二楼反对，六楼一户
业主在外地务工，也不愿装。

单元里一些热心业主上门
做工作，无功而返。牵头工作最
终落到顶楼的罗会斌头上，他带
领业主代表前往湖北高捷电梯
有限公司和其他小区考察，确定
电梯品牌、型号和价格。

经过在单元群里反复讨
论，分摊方案得以确定：一楼不
出钱，二楼每户自愿分摊5000
元，三至七楼每户分摊1.3万
元至 6.3 万元，每层间隔 1万
元，后期维护费共同均担。

其间，罗会斌多番打听，和
六楼住户互加了微信。“这个房
子你住或不住，都是你的家。”

“加装电梯后，房子会升值，出
租也更容易呢！”一连好几天沟
通，终于说服了对方。

公安县住建局总工程师陈
政兴说，住建、质监等部门和电
梯公司、社区、住户等相关方面
多次召开听证会听取意见，共
同推进安装工作，目前已收到
55件申请，有32部已完工。

据统计，荆州市已为老旧
小区安装电梯160部，预计今
年安装416部，尽快解决高层
住户上楼难题。

道路干净敞亮，摊点整齐
划一，车辆停放有序。经过改
造后的石首笔架山农贸市场，
面貌焕然一新。

笔架山农 贸 市 场 建 于
1986年，商住一体，总面积2
万多平方米，商户、住户近
2000人。石首市城管执法局
市场服务中心主任徐月明说，
过去市场配套不全，污水四溢，
安全隐患、矛盾纠纷时有发生。

2022年改造工作启动时，
市场服务中心召集商户、住户
代表商议。“怎么设计既美观又
实用？”“通道宽敞一点，要划专
门停车区。”代表们踊跃发言。

市场里的水产摊位，原计
划建成两排，统一大小。经讨
论后，改成“前排小、后排大”，

“小池卖，大池养，鱼更好存
活”。过去一些菜农提着篮子
进来“抢生意”，经过商议后，市
场里开辟自产自销区，和固定
摊主互不打搅。

改造完成后，笔架山农贸
市场分门别类成立了蔬菜、鲜
肉、水产、豆制品等行业协会，
住户之间建立“十户联防”机
制，共同参与市场管理。

环境卫生历来是农贸市场
管理的老大难。市场服务中心
通过调研，统计重点位置，发放
定量垃圾桶和分类垃圾箱，市
场管理员、商户、住户全部责任
到人、到片，每天统一清运，确
保垃圾不落地。

菜 市 场 关 系 大 民 生 。
2023年，荆州全面完成中心城
区19个菜场改造，一个个脏乱
的老市场，升级为信息可控、源
头可查、去向可追的智慧化市
场，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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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松滋市卸甲坪乡地处湘鄂两省接合部，曾经收发快递很不方便。（湖北日报通讯员 权柳沁 摄）

连日高温，荆州市沙市区中山公园旁的红色驿站开足了冷气，

附近10多名保洁员每天忙碌之余，都会进来纳凉。

类似的户外工作者驿站，在荆州中心城区已建成 160 多处。

近年来，荆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入推进美好环境和幸福

生活共同缔造，偏远山区收发快递、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农贸市场

升级改造、户外工作者驿站等民生事项得以快速推进。

近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荆州各县市区，感受这些民生事

项带来的可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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