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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师傅，今年小麦和油菜都亏本
了，我找几个人刚凑齐2万元，你的账总
算还清了。”

6月29日，武汉市黄陂区江秀蔬菜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卓秀给河南农资
商张师傅发去微信后，长吁一口气：“8年
了，终于还清了这笔20多万元的欠债！”

今年58岁的李卓秀皮肤黝黑，看起来
比同龄人略显苍老。说起这些年还债的故
事，她脸上更多的是如释重负的坦然。

2012年，李卓秀和丈夫潘世江成立
江秀蔬菜专业合作社。2015年底，潘世
江患胃癌去世，留下2000亩流转土地和
160多万元的债务。李卓秀毅然扛起责
任，守住还债的承诺，从家庭妇女成长为
种粮大户，还带动50多名村民富起来，
成了当地诚实守信的模范人物，乡亲们
称其为“信义大娘”。

丈夫离世
留下160多万元欠债

“信义大娘”的出现，并非偶然。
7月3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到李

家集街。车行至李家集街，即看到十分
显眼的路牌“信义街”。

李家集街，道德群星璀璨，先后走出
“信义兄弟”孙东林，“孝悌兄弟”刘培刘
洋等全国道德模范。

来到江秀蔬菜专业合作社，周边是
成片的高标准农田，集中栽种的水稻长
势喜人。

听闻记者到来，李卓秀放下手头的
农活，骑着三轮车风风火火赶回合作社。

谈吐麻利、热情朴实，是李卓秀给记
者的第一印象。

“刚去田里送了秧盘，今年水稻长势
不错，忙得很！”哐当喝下一瓶冰水，李卓
秀笑着说。

李卓秀和丈夫潘世江，都是黄陂祁
家湾人。2010年，潘世江考察发现李家
集街宋家集村水土条件好，便来到该村
流转了1300多亩地，种植玉米、小麦等
作物，后又承包了周边的朱铺村600亩
地，种植面积扩大到近2000亩。

2015年10月，潘世江被查出患了胃
癌晚期，短短两个月后不治离世。

留给李卓秀的，是一个烂摊子：欠土
地流转费近80万元，外债80多万元。

爱人突然离世加之债务轰然压顶，
让一直在家里“主内”的李卓秀感觉，“天
一下塌了下来”。

8年时间
靠勤劳与坚韧还清债务

安葬完丈夫，李卓秀整整闭门在家
“躺”了6天。

她说，起初她想外出躲债。后来想
明白了，“老公走之前一直嘱咐我要把田
种下去，不要把地丢了。最起码，也要把
债还了，不然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当时的李卓秀，对农业一窍不通，
“田怎么种，哪块田是我家的、不是我家
的，我都不知道”。

2016年春节前，李卓秀找亲戚朋友借
了40多万元，先还完了欠农民的土地流转
费，然后从头学起，开始了种地还债之路。

一年365天，李卓秀每天泡在农田
里。有些农田旁有老坟，她也不在意，夜
里照样在田里干活。有村民问她：“你一
个女人，不怕吗？”她说，自己一门心思想
着还债，根本没考虑那么多。

玉米和小麦收成不好，2016年底，李
卓秀根据区农业专家建议，开始大面积
种植水稻，将旱地改水田。

流转的农田大小不一、高低不平，李卓
秀投资平整土地、开挖渠沟、整修道路，并
添置农用机械和无人机，开启规模化种植。

2019年，在黄陂区政府扶持下，李卓
秀在合作社内建起了烘干中心和冷库中
心。同年，她还改造农田引进瓜蒌进行
种植，合作社收入逐年稳步上升。2020
年，儿子也辞掉城里工作回到合作社，与
李卓秀一起还债。

一头黑长的秀发，剪成齐耳短发；曾
经白皙的皮肤，也晒得黝黑；以前在家洗
衣做饭、打麻将、跳广场舞，现在天天扎
在田里。勤扒苦做加省吃俭用，李卓秀
一点一滴向债主还钱，手头紧先还2000
元，卖了粮一次性还3万多元。

从 2016 年初到 2023 年底，整整 8
年，丈夫留下的债务李卓秀已基本还清。

李卓秀说，丈夫当时承包的土地本

身就是天然良田，较为平整，且周边河流
沟渠密布，土地肥力好，加之近年各级惠
农政策多，化肥、种子和农业机械等都有
国家补贴；农田改造后，合作社又采用机
械化种植，人力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
升。得益于这些原因，合作社才能良性
运转、迅速还债。

目前，江秀蔬菜专业合作社资产总额
达1000多万元，年产160多万斤水稻。

农业“小白”
变成农业“专家”

播种机、撒肥机、旋耕机……李卓秀
的合作社里，摆着大大小小五十多台农
用机械。

合作社一个铁皮书柜里，《现代水稻高
产优质栽培技术》《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等
几十本农业书籍上，密密麻麻做着笔记；田
地里，新款“大疆T60”无人机起起落落。

还债的8年，也是李卓秀成长蜕变的
8年。如今的李卓秀，俨然成了一名农业
专家。

乘着农业科技的东风，李卓秀的合
作社越做越大，还吸纳周边50多名村民
就业，年人均增收2万多元。

村民彭华清，之前在北京和深圳做
泥瓦匠将近40年，如今回到村里，在合
作社里负责管理水电。

“年龄大了，外面打工也不易。在合
作社工作，性价比很高。”彭华清说，合作
社管吃管住，一个月收入净5000元左
右，还能照顾老人小孩，他十分满足。

不仅带动村民致富，李卓秀还把自
己种植水稻的成功经验，无偿输出给周
边农户。

“前几年，都是李大姐向我们学习怎
么种田。现在，周边的种植大户都纷纷
向李大姐学习。”李集街村村民李昌说，
李卓秀爱学习、肯吃苦，短短几年间，就
从农业“小白”，变成了农业专家，让乡亲
们刮目相看。

完成丈夫的嘱托，守住还债的承
诺。李卓秀说：“这些年，村干部和乡亲
们对我都很关照，也没有债主上门催债，
我打心眼里感激大家，本本分分做人、清
清白白不欠债，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丈夫离世后欠债160多万元，“信义大娘”耕耘8年全部还清

“本分做人才对得起良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黄磊 通讯员 黄宣 余康 实习生 汪达 聂天依

全省8个革命老区
累计争取国家彩票公益金3.689亿元

湖北日报讯（记者崔逾瑜、通讯员王代聪、胡
曼）3年来，团风县通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5800万元，整合资金9200
万元，实施73个项目，推动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
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社会公共服务、农业产业化
等领域快速发展，打造牛车河乡村振兴示范区，惠
及3个乡镇9个村5.96万人。牛车河水库接待游
客量实现“三连跳”，从不到1万人次到10万人次、
30万人次、50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牛车河水
库接待游客超55万人次，旅游收入6200万元。

“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通过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革命老区探索具有老区特色的全面乡村振兴

路径。我省团风县、罗田县、恩施市、秭归县、谷城
县、竹山县、崇阳县、神农架林区等8个革命老区累
计争取国家彩票公益金3.689亿元，示范区总量位
居全国前列。各示范区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支持政
策和红色资源，高起点高水准打造一批农业高质高
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老区样板。如
竹山县坚持数智赋能，打造“产业大脑+数字工厂”

“乡村大脑+未来乡村”，形成以龙井高香型生态绿
茶为主线、深沟现代生猪养殖为主导的立体生态循
环产业发展先行区。罗田县坚持药旅融合，推动中
药材产业从“卖药材”向“卖文化”转变，不断提高产
品附加值。

我省大力培养现代服务业领军人才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丽琼、通讯员李诗松）6
月24日，湖北省现代服务业领军人才第六期培训
班在武汉大学顺利开班，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00位
现代服务业领军人才参加培训。在接受专家授课、
现场学习后，他们于28日顺利完成第一次省内培
训。

实施现代服务业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是我省现
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工程的战略重点和重大举措。
为持续深化领军人才培养，第五期培训班于2023
年12月结业后，省发展改革委即启动了第六期领
军人才的遴选工作，创新采取了“两上两下”方式，

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遴选中
增加了创新项目内容，更加注重优秀人才所在企业
在行业创新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经组织申报、专家
评审、媒体公示等环节，最终有100名优秀企业管
理者成功入选。本期学员呈现出学历高、年纪轻、
业务能力强、统帅人物多、民营企业占比高、生产性
服务业占比高等特点，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们将
分别完成6次省内外集中培训。

据悉，2012年我省启动现代服务业领军人才
培养工作以来，已先后培养了468名领军人才，正
在发挥着引领带动全省服务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武汉“暑假学堂”
公益托管班开班

7月8日，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青少年空间内，老师带着孩子
们一起学习制作非遗漆画扇。当日，2024年武汉市“暑假学堂”公益托管
班正式开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通讯员 韦芳 周璇 摄）

决堤近77小时后，7月8日22时30分许，湖
南华容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决口完成合龙。

连日来，“决战”洞庭湖的进展牵动人心。
长达226米的洞庭湖一线堤防决口，在争分夺
秒的抢险救援工作中被一点点“缝合”。

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以来，南方多地出现
极端强降雨过程，一些地方降雨量大、持续时
间长，不少江河湖泊出现超警戒水位，堤坝受
水侵蚀时间过长，容易出现管涌等险情，防汛
形势严峻。

脚下是守护生命的堤坝，身后是赖以生存
的家园。充分认识堤防决口、堤坝管涌的危害
性，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好防大
汛、抢大险、救大灾的主动仗，是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必修课。对一些
地方来讲，虽然近期天气有所好转，但前期强
降雨带来的威胁尚未完全解除，丝毫大意不
得、马虎不得、懈怠不得。“风起于青蘋之末，浪

成于微澜之间”“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小洞不
补，大洞吃苦”……大问题常起于毫末、积于忽
微。防汛救灾是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每一个
节点都扣准、扣紧、扣到位，构筑的安全防线才
会更有力量。

念好“防”字诀，就是把功夫下在防御上，把
工作做在灾害来临前，以“一万”的措施防范“万
一”的可能，对各地超警堤段开展“地毯式”排
查，绝不放过一个漏洞、留下一个死角。念好

“抢”字诀，就是坚持抢早、抢小、抢住，抓好险情
早期处置工作，确保人员在位、全力以赴，物资
到场、供应充足，严防小险发展为大灾、险情演
变为事故。念好“救”字诀，就是及时转移并妥
善安置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帮助受灾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尽快做好各项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最
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防止次生灾害。

目前，湖北主要江河湖泊持续保持高洪水
位，极易发生散浸、管涌、崩塌、脱坡等险情。从

强化查险除险，密切关注水情、雨情、汛情、工情
变化，到重点巡查险工险段、砂基堤段、穿堤建
筑物、崩岸频发段等易出险区域，再到全面摸排
堤防防守高风险区域，提前做好应急抢险方案
预案和措施准备，省防办提出的各项要求细之
又细，关键是各个部门各个环节要紧紧拧成一
股绳，保持“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的
思想警醒，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把
岗位当“站位”，把任务当使命，严防死守防汛

“安全线”、筑牢“生命线”。
洪灾猛于虎，责任重于山。中组部印发通

知，要求受灾地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
土尽责、冲锋在前，积极投身防汛救灾抢险工
作。防汛救灾抢险就是试金石、磨刀石。广大
党员干部唯有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
担责，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将人民群
众放在心里、护在身后，直至取得这场硬仗的
最终胜利。

东湖评论东湖评论 视点视点

时事绘时事绘

7月7日晨，在武汉东湖凌波
门，众人拼抢“黄金3分钟”，接力
营救落水者的画面受到广泛关
注。

“快救人！”奋不顾身潜水救
人的游泳教练，纵身一跳游向落
水者的安保大哥，及时抢救落水
者、进行胸外按压的游客护士，帮
着抬担架、鞋子都跑丢了的大学
生、疏导社会车辆让道的热心群
众……一双双急切的眼睛，一张
张暖心的面孔，还有你一把、我一
把共同托举生命的双手，组成朝
霞映照下的动人画面。最终，落
水者获救。

炎炎夏日，随着东湖绿道三
期开放，东湖凌波门人气持续攀
升。亲水栈桥、日出打卡，改造后
的栈桥虽然进行了拓宽，但高峰
时段栈道上依然会人满为患。东
湖是一片天然水域，环境复杂，深
浅不一，水面看似静谧，水下并不
平静。人们在亲近自然的时候，
也要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对潜在
危险的警惕。

守住安全线，才有更美的风
景线。武汉东湖绿道是一条湖中
道，是集生态景观、人文景观、城
市景观于一体的城市风景线。为
了这条风景线的安全，有很多人
在默默守护。自东湖绿道三期项
目对外开放后，凌波门一带专门配了6至8名有救
援资质的专职安保人员候命。景观栈道附近竖有
安全警示牌，时时提醒着游客注意安全。东湖警
方也在加大巡逻力度、增强保卫力量，守护这片风
景和风景中的人。此外，还有一批热心肠、肯出
手、见义勇为的市民，也在增厚城市安全的基座。
把安全的地基打牢，把安全的防护网织密，才有安
全感的提升。

当前，不少地方着力打造人气景点、网红景
点。越是名气大、人员多的地方，越要把握好“大
流量”与“大安全”之间的关系。除了那些风险度
高、未开发、不适应大规模开放的区域，一座城
市、一个地方都会平衡安全与生活的关系，不会
一刀切把风景“锁起来”“关起来”。在全国，有
的知名景区采用 AI 智能预警系统，一旦识别有
人落水，三分钟就能成功营救；有的工作做得细，
制作带着摄像头、显示器的打捞杆帮游客打捞手
机、眼镜等落水物品；有的采用大数据分析，合理
控制人流量。结合传统的人防、物防，升级数字
化智能化装备，把“安全警囊”装进城市风景，把
安全举措、安全预案准备得更扎实一些，才能让
人们更加轻松自如地欣赏半城山水半城湖的美
妙风景。

据澎湃新闻报道，有用户反映中国移动资
费升级容易降级难，服务双重标准。办理资费
升档时直接拨打10086即可，降档却需由客服
登记后再由专员回电处理，有用户称因错过专
员电话，来回登记近一个月都未能办理资费降
档。

资费调整是消费者的基本权益，用户在办
理资费降档时陷入漫长的等待，体验感大大降
低。数字时代，服务应该更加便捷、高效，而不
是设置重重阻碍。运营商应秉承“用户至上，
用心服务”的理念，对各类资费服务一视同仁，
做到升级降级同样便捷。 （文/张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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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常起于毫
末、积于忽微。防汛
救灾是一根环环相扣
的链条，每一个节点
都扣准、扣紧、扣到
位，构筑的安全防线
才会更有力量。

扣紧扣准防汛救灾全链条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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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买的手机不慎遗失，联系上捡到
者后表示愿意支付 1000 元感谢费。然
而，对方却要求支付5000 元，在警察找上
门后仍然拒绝归还手机。7 月 7 日，贵州
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这起案例，因
捡手机者称手机已丢失，法院判决其赔
偿失主经济损失 8500 元。（7 月 8 日映象
网）

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小朋友从小就
被教育捡到东西要归还失主，不能据为己
有。捡到手机不还被判赔是一个强有力
的警示，告诫民众是否能做到“拾金不
昧”，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有可能是一个法
律问题。

在这一案例中，拾物者涉嫌不当得利，
并因未妥善保管手机造成失主财物损失，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最终被法院判赔8500
元。类似“拾物不还被判赔”的案件，各地
已经发生过多起，大多为拾物者捡到贵重

物品后不愿意归还失主，或者索要高额报
酬，最终失主都是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获
得了相应的经济赔偿。近些年来，各种“拾
物不还”纠纷时有发生，目前很多人已经认
可，在丢失物品后，可以给予拾物者一定额
度的感谢费。一些地方还推出“拾金不昧
有偿”的规定，鼓励失主拿出一定比例的酬
谢，用于补偿拾物者的时间成本和保管费
用。但是这些都是鼓励性质，并非强制性
的要求，如果失主不愿意支付感谢费，拾物
者依然要归还物品，不能扣下不还，更不宜
漫天要价。

失物有着明确的物权关系，只是暂时
遗失，物权并未发生改变。拾物者在捡到
遗失物品时，应当及时交还给失主或者送
交警察等，以便于失主寻回物品。拾金不
昧是诚信精神的重要体现和公民应当恪守
的基本道德准则，企图将拾得的财物占为
己有，可能触犯法律。

拾物不还被判赔是有力警示
□ 江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