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武汉经开区军
山新城，华中科技大学军山校
区、武汉理工大学军山校区建
设如火如荼，均已进入冲刺阶
段，确保9月如期开学。

华科大军山校区由武汉
经开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
共建，创新设立先进制造与新
材料、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应
用、碳中和与环境保护、生命
科学与医疗卫生等四大交叉
学部。今年9月，华科大军山
校区将迎来首批 3000名学
生，华中科技大学国际联合学
院、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等机
构将率先入驻。目前，博士后
公寓、总务后勤和安全保障楼
两栋建筑已投入使用。

武汉理工大军山校区由

武汉经开区与武汉理工大学
合作共建，规划建设人工智
能产教融合示范学院、新能
源汽车工业技术研究院和人
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打
造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
件、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智能
交通技术等七大创新平台。
目前，项目一期实训基地、超
算中心、国际交流中心、食堂
与文体中心等建筑已基本建
设完成，计划 8月底全面完
成设备调试，迎接首批 500
名研究生。届时，武汉理工
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筹）也将入驻校区。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
武汉经开频道 作者 郑奇悦
李岿 赵前润 李昱曌）

7月3日，仙桃市杨林尾
镇兴隆村庭院前，金黄色的黄
蜀葵花，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
耀眼。三五成群的村民挎着
布袋穿梭在花田中忙着采摘
黄蜀葵花，一派忙碌景象。

“黄蜀葵种植不仅美了
庭院，每亩还能增收 8000
元。”村民郭家福兴高采烈地
说，黄蜀葵的亩产效益是种
植普通农作物经济效益的4
到5倍。

兴隆村是仙桃市杨林尾
镇重点打造的共同缔造示范
村。近年来，通过“农户自筹、
镇村帮扶”的方式，该村村民
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种
植豇豆，发展庭院经济。但豇
豆种植过程中存在打理困难、
销路不畅、效益不高等问题，
制约着庭院经济的持续发展。

市政协杨林尾委员组调
研发现，旺吕公司有推广种植
黄蜀葵的意向。黄蜀葵是一
种中药材，根、叶、花和种子都
能入药。加上投资小、周期
短、见效快，更适合兴隆村长
远发展。委员组会同村“两
委”商议，动员村民利用零散
地块、房前屋后种植黄蜀葵。

但村民心存顾虑，普遍持
观望态度。杨林尾委员组与
旺吕公司、村干部及部分村民
代表前往天门市马湾镇，学习
黄蜀葵种植及加工技术，了解
黄蜀葵的生产经营状况和市
场行情。

“我们先后开了3次座谈
会，围绕种植、生产、销售和利
益分配问题充分协商。”村党
支部书记谢长华介绍，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实
行订单种植，统一提供种苗，
免费提供种植技术指导，统一
市场价回购，群众种植热情高
涨。

5月种下了第一批黄蜀
葵，7月便迎来第一季花期。

“大家尝到了黄蜀葵花带来的
甜头，好多村民主动要加入种
植行列。”村民谢美新说。

目前，兴隆村已有30余
户村民种植黄蜀葵。同时，在
杨林尾委员组的协调下，镇政
府通过产业奖补、能人带动等
方式鼓励更多村民开垦房前
屋后闲置土地种植，让更多农
户在家门口就业致富。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
仙桃频道 作者 鹿丹丹）

7月11日，来凤县三胡乡石桥村“转转工”为该乡三堡岭村
果农采摘蜂糖李。

农忙时节，武陵山区农民有互相帮忙、跋山涉水当“转转工”的
传统。5月，来凤县8个乡镇189个（农村社区）村以党建为引领，成
立“转转工”村民自治组织。“转转工”组织成员包括驻村工作队、村

“两委”、社工和村民。截至目前，该县农活帮帮团、爱心妈妈团、爱
心子女团等189支“转转工”队伍活跃在千家万户、田间地头。

（视界网 向相辉 摄）

炎炎夏日，南漳县城关镇，
一场夏季公厕管护行动正在进
行。加装纱窗、安装门帘、设置
灭蚊灯……在日常管护的基础
上，南漳县城管执法局对城区
92座公厕进行“体检”。

“入夏以来，我们加大保
洁力度，对水冲管道、洗手器
具、照明灯具等设施进行了检
修，通过使用除臭香氛、燃烧
檀香、延长通风时间等扩散异
味。”南漳县城管执法局二级
单位——南漳县环境卫生服
务中心公厕管理股股长夏泽
军说。

走进华新水泥（襄阳）有
限公司外的公厕，保洁员正对
公厕进行清洗。“干净清爽，没
有蚊虫和异味儿，还有点儿清
香。”说起如厕体验和变化，双
挂大货车司机肖波连连称赞。

就在去年，“方便”之“急

事”对这些货车司机们来说，还
是个棘手问题。这里每天有上
百辆货车排队，周边没有公
厕。肖波指着不远处的草丛、
大树说：“憋急了，只有就地解
决。现在好了，非常方便！”

去年，南漳县深化公厕建
管体制改革，县财政投入480
万元资金新建8座公厕，县城
管执法局筹资820万元对18
座公厕进行升级改造，将原本
由社区居委会管理的63座公
厕移交县城管执法局一体化
管理。

“公厕建管体制改革后，
城区的92座公厕统一由县城
管执法局管理，每年可为社区
减轻资金负担185万元。”南
漳县城关镇副镇长秦峰说。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
南漳频道 作者 南融媒 龚良
杰 方荩娅 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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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科大军山校区、武汉理工大军山校区

“进度条”刷新 9月开学

黄蜀葵美了庭院鼓了荷包

“转转工”活跃田间地头

城区92座公厕全面“体检”

一场马拉松，沸腾一座城。一场“村BA”，打出精气神。如今，体育赛事不仅仅是运动员挥洒汗水、追逐梦想

的舞台，它是竞技，也是经济。赛事热风，劲吹荆楚。体育赛事的出圈，点燃县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阅读提要

62场“村BA”
点亮乡村夜经济

7月4日18时，大冶市茗山乡茗香广场，距离比赛
还有1个小时，篮球场看台上已是人头攒动。自5月1
日开赛以来，2024年茗山乡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在大冶火爆出圈。

屋檐下、围栏边、舞台前、赛场旁……处处是期盼
的背影和热切的目光。这场比赛由老杨桥黄牛队对
战鹤桥、西洪兄弟队。

2022年8月，茗山乡对茗香广场篮球场进行提档
升级，投入资金280余万元，增设了1000个观众席、
120个停车位和一个32平方米的大型电子显示屏，并
开设“村BA”抖音直播号，着力打造茗山“村BA”体育
品牌。

今年，当地创新“村BA”运营方式，开展村级联赛，
全乡30个村（社区）共25支篮球队依次参赛，95场激烈
比赛从5月开始贯穿全年，“香菇队”“辣木队”“白茶队”
等闪亮登场。奖品也非常接地气，将对冠亚季军球队
分别奖励一头牛、一头猪、一头羊。截至目前，已打了
62场比赛。7月21日，小组赛即将收官。

在距离篮球场不远处有一个双面电子显示屏，一
面对着球场，一面对着文化广场。千余名观众除了观
看球赛，还可以逛农特产品展、品特色美食。本次“村
BA”设置农特产品展位20余个、美食摊位10余个。

“看比赛的间隙还能逛一逛农特产品展，品尝这
里的特色美食，感觉很好。”游客刘元武平时喜欢打篮
球，专门驱车前来观赛。

“我以前也在外面摆摊，但人气不足，挣得少。”烧
烤摊摊主张细丽笑着说，以往一晚上只有几十元的营
业额，现在有了“村BA”，生意翻了好几番，最多的时
候一晚上营业额达800元。

“从‘看球赛’到‘吃特产’的生态体验，让观赛村
民和游客获得了视觉和味觉的双重满足。”茗山乡党
委书记朱忠炯介绍，将以“村BA”为媒介，培育乡村文
化、体育休闲、赛事旅游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助力乡村振兴。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大冶频道 作者 但超 费
丁香）

2024 年茗山乡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人气爆棚。（湖北日报通讯员 但超 摄）

大冶

山水变金银“漂”来好日子
兴山

一条河，一条艇，一项国际赛事，让兴山县大
山里的山水资源“流金淌银”。

7月6日，刚刚举办的第十一届宜昌朝天吼自然
水域漂流大赛热度犹在，朝天吼光影隧洞漂流又启
动，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游客体验首漂。景区
当天收入110万元，当地农家乐爆满，民宿一房难求。

2172名选手
在绿水青山间竞速漂流

朝天吼漂流景区位于宜昌市兴山县高岚大峡
谷。漂流河段全长6公里，落差148米，跌宕起
伏，风光旖旎。2007年7月，朝天吼漂流作为一
种新业态，开门迎客。

6月22日，第十一届宜昌朝天吼自然水域漂
流大赛开赛，来自国内外的2172名运动员和漂流
爱好者、1100余支参赛队挥桨开赛，在绿水青山
间竞速漂流。

从省赛到国赛，再到国际赛、升级版国际F1
大赛，从普通漂流艇到龙舟文化漂流艇，尝到甜头
的朝天吼景区坚持以赛促宣、以赛促旅。截至目
前，累计吸引了6万多名运动员参赛观光，并积累
了丰富的赛事经验。

此外，景区不断解锁漂流“新玩法”。“夜漂、白
漂、河道漂、隧洞漂，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
的。”7月6日，体验隧洞漂的武汉游客王亮笑着说。

“举办了这么多届漂流大赛，知名度是有了，
但传统的漂流还是不能满足全龄段的人群。”朝天
吼漂流景区总经理沈学勇介绍，新启动的朝天吼
隧洞漂流全程4.7公里，落差88米，包含3.3公里

峡谷漂流和1.4公里光影隧洞漂流。隧洞漂流舒
缓平坦，可两人一船，也可四人一船。

门前的那条河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赛事倒逼的不仅是漂流形态的转型，随着郑
渝和宜兴两条高铁在兴山交互设站，兴山“水陆
空”立体交通格局全面形成，更助推景区向全域全
季旅游转型。

景区以漂流运动为龙头，发展至今，已延展至
研学旅行、国防教育、峡谷飞索、房车露营基地等
多元化旅游项目，形成集多种旅游项目于一体的
综合性景区。作为国家4A级景区和省级旅游度
假区，实现了春赏花、夏漂流、秋冬研学和拓展的
四季游发展格局。

隧洞漂首漂当天，坐落在漂流景区樱花园内
的樱花山庄开门迎客，可同时容纳1000人住宿。

“忙不赢，家里老少全上阵了。”随着漂流进入
旺季，景区所在的高岚村，年轻人在厨房炒菜，老
年人烤苞谷，放假的学生帮忙收钱，农家乐和民宿
里，男女老少齐上阵。

“依托漂流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高岚村68
家民宿、48家餐饮店、50多家销售门店迅速发展，
全村553户全部吃上了旅游饭。”高岚村党支部书
记李明介绍。

村民罗晶晶的景源乡村酒店可同时容纳130
人就餐，每年收入20多万元。“之前从来没想过，
门前的那条河能让我们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兴山频道 作者 乔长姣）

跟着赛事去旅行“森马”跑活一座城
咸丰

6月30日，2024咸丰森林马拉松激情开跑，
近万名马拉松运动员和跑步爱好者迎着晨雾，奔
跑在城市、乡村、森林，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城市干净美丽，人也很热情，在森林里奔跑
的感觉非常棒。”来自贵州遵义的选手张珊珊说，
在咸丰看到的不仅仅是城市的风景和历史文化，
更是感受到这座城市浓浓的人情味和烟火气。

尽管已是全国各类马拉松赛的“常客”，来自
福州的刘钟看到报名公告时，还是被这次比赛的

“森林跑道”所吸引。
激情奔跑，燃动全城。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赛

选手和游客纷纷涌入，县城众多酒店、民宿一房难
求，大坝美食街、南门美食街生意红火。比赛期
间，唐氏杂粮饼摊主唐艳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晚上
10点。“平时100元左右的营业额，6月30日当天，
就飙到1000多元，忙得都顾不上吃饭。”

同样，“森马”赛道沿线的农家乐、民宿生意
也十分火爆，许多跑者和游客前来品尝土家美
食、避暑度假。

“店内的土家腊肉、土家合渣等特色美食很
受欢迎，日均接待300人左右，营业额较平时增
长了5倍多。”坪坝营镇张家坪村玖玖农家乐老板
肖回面带笑容地说。

咸丰县乘势出台旅游优惠政策，推出3条避
暑康养精品旅游线路，涵盖自然风光观赏、民俗
文化体验、生态农业参观。

“在免门票、酒店住宿5折的优惠下，景区旅
游人数超1万人次，实现综合营收50多万元。”咸
丰县坪坝营景区副总经理张皓锐说。

此外，咸丰县还通过举办美食文化活动、农
产品展销、长桌宴等系列活动“引流”，宣传推介

“咸丰白茶”公共品牌，带动当地的土特产销售。
据统计，赛事期间，全县共接待游客9万余人

次，酒店入住率100％，土特产销售额400万元，
实现综合收入4000余万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咸丰频道 作者 杜
迪纳）

赛旅一体 弈趣无限
郧西

近日，2024年“七夕杯”全国新闻媒体围棋精英
赛在郧西县举办。赛事之余，150余名棋手和媒体嘉
宾们走进五龙河景区邂逅自然景观、品读七夕文化。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部以牛郎织女故事
为创作主线的七夕巡游剧，在郧西城区上演。百
余名演职人员身着华丽的服饰，和着悠扬的旋律，
向游客演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今年以来，七
夕巡游剧已演出10余场。

“观看了郧西非遗文化巡演后，郧西深厚的文
化底蕴让我感到震撼，也体会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魅力。”参加“七夕杯”全国新闻媒体围棋精英赛
的贵州广电队队员胡勇说，浪漫郧西给他留下了深
刻印象，他将发挥媒体记者的优势，大力宣传郧西传

统文化，让更多的游客了解郧西、走进郧西。
“早就听说郧西是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发源

地，这次和女朋友休假来这个‘爱情圣地’，没想到
这么好运碰上非遗演出。如今，非遗文化圈粉无
数年轻人，希望像这样的传统文化能代代传承下
去。”来自陕西的游客张志勇说。

近年来，郧西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
力打造“天上七夕·人间郧西”“天子渡口·古塞上
津”两大文旅IP，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先后荣获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
力百强县”“中国最具魅力文化旅游名县”等称号。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郧西频道 作者 邹景
根 高玲）

6月30日，2024咸丰森林马拉松激
情开跑。 （湖北日报通讯员 谭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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