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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由浙江蓝城集团、利川市谋道镇
长坪村共建的“蓝城·长坪数字经济产业园”在
长坪村开园，标志长坪产业发展将迭代升级。

长坪村是恩施州税务局驻点帮扶村，也是
恩施州乡村振兴示范村。近年来，该村党支部
坚持党建引领，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
键，让昔日古老山寨焕发青春活力。

“稻油”轮作 激活“美丽”经济
“村里成立集体经营公司，流转村民土地，

种植优质水稻与黄油菜。既盘活土地资源，也
助村民增收……”谈到特色产业，长坪村支部书
记马进喜笑颜开。

过去，长坪因缺乏产业支撑，村民大多外出
务工，就连悬崖上迷人的指纹梯田也被撂荒。

2020年底，村支部和驻村工作队听取群众意见
后，决定流转近千亩梯田进行稻油轮作。

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时，长坪举办梯
田稻谷拍卖会，3万余斤稻谷“一抢而空”。此
后，长坪村集体营收年均超20万元，连续两年被
利川市委组织部授予“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优秀
集体”。

同时，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村集体经营公
司用好贫困户劳动力，先后支付土地流转费和
务工工资70多万元。“稻油”轮作后，长坪“春赏
菜花、夏赏秧苗、秋赏稻谷、冬赏雪景”的四季观
光游悄然兴起，每年游客有2万多人次。

选贤任能 带动产业“遍地开花”
产业发展，靠一家独大远不够。长坪村党

支部采取党建引领培育致富能人，让产业大户
“遍地开花”。

村民马正文曾在沿海从事建筑业且颇有建
树，村支部2020年动员他返乡发展。他投资上
千万元成立农业开发公司，办起养牛场，成为利
川数一数二的养牛大户。经村支部考察培养，
他去年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如今，长坪村像马正文这样的养殖大户有
13户，涵盖中蜂、土鸡、生猪和梅花鹿等。生猪
养殖能手胡红平发挥致富带头作用，2022年被

选举为村委委员。
养鸡能手郭孝峰身残志坚，村支部和驻村

工作队多方筹资为他家修通了一条长1.1公里
的连接路。销路不畅时，大家又联系恩施市义
工协会促销。

迭代升级 文商农旅融合发展
“村里要持续发展，必须发挥支部堡垒作

用，变自然优势为发展优势，瞄准产业新业态。”
马进思路清晰，整合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力
量，寻找合作伙伴到长坪投资兴业。

去年6月，蓝城集团与利川市政府签订“长
坪乡村振兴建设项目”，总投资76亿元，分三期

完成，建设周期10年。
长坪村“乡村振兴”建设项目部总经理项军

介绍，“蓝城·长坪数字经济产业园”是长坪乡村
振兴建设项目第一期首开项目，集产业招商、电
子商务、科技孵化和商业运营管理于一体，是长
坪乡村振兴建设项目的基座。

“围绕文商农旅四大板块，将在长坪营造数
字经济产业园、农业产业园、文化部落产业园、
康养体验产业园和狩猎娱乐园，探索乡村振兴
的长坪模式。”浙江蓝城隽源房产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袁二涛表示，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
年产值可达10亿元，年税费总额近亿元，可提
供就业岗位2000人。

（徐福群 邓莉）

利川长坪村：党建引领产业迭代升级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晶、通讯员
王俪颖、雷安琪）8月15日，湖北第十
五届晒谱活动在省图书馆开幕。鄂
湘赣川渝五地公共图书馆收藏的98
种家谱及相关展品，汇聚“共饮一江
水——长江流域四省一市家谱文化
展”，全景呈现长江流域的家谱文化
与迁徙记忆，通过珍贵家谱文献的视
角，阅见长江文明源远流长。

本次晒谱活动是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年度晒书活动
组成部分。国家图书馆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王晓东在开幕式上表
示，家谱作为记载家族来源、世系和
祖先生平事迹的历史文献，既是历史
书写的重要形式，又是了解中国历
史，特别是基层社会的资料宝库，蕴
含着极高的历史人文信息以及家国
叙事情怀。收集、保护、研究、宣传家
谱文化，是激活中华传统家风生命
力，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滋养的重
要抓手与有效实践。湖北省高度重
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工
作，在地方文献保护利用和宣传推广

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今年，省图
书馆创新举措，联合四省一市公共图
书馆和家谱存藏机构举办晒谱活动，
结合“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
历史脉络，展示长江流域的迁徙与根
脉传承，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人文精
神和历史价值，推进长江流域文旅
事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湖北晒谱活动首创于 2009
年。2023年，湖北第十四届晒谱活
动升级成为首届华夏晒谱节，湖北
省图书馆联合全国部分省级公共图
书馆和家谱存藏机构举办晒谱活
动，开全国先河。晒谱活动已经成
为湖北省重要文化品牌活动之一。

本次晒谱活动由国家图书馆、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湖北省
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主办，江西省
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
馆共同参与，黄冈市图书馆、麻城市
图书馆、麻城孝感乡文化园、英山县
图书馆、武穴市图书馆、思绥草堂等
积极参与，家谱文化展将持续至9
月中旬。

“在这本监利朱氏家谱里，找到
了我爷爷的祖辈的线索，对我认识
朱氏先祖会有帮助。”8月15日，杨
振华在湖北省图书馆第十五届晒谱
活动现场，高兴地捧起杨氏家谱与
朱氏家谱拍照留念。

杨振华姓杨，为何要查阅朱氏
家谱？“我爸爸是跟我奶奶姓杨，我
爷爷姓朱。”杨振华出生于监利，从
小就从父亲那里知道杨氏一族是因
清代长江岸线“崩江”，由石首迁徙
而来，但更早的杨氏渊源就只有老
一辈传下来的只言片语。“我父亲从

我出生的1985年起，开始寻访杨氏
迁移的路径，我成年后也加入了，前
前后后杨氏大概有4代人寻访，最终
在2023年，我们厘清了先祖的来历
和迁徙路径。”

杨振华利用现有族史信息，结
合明清史志等文献进行考证，认为
他所在的这支杨氏，起先居住在石
首市小河口镇东北端，因当年杨氏
人丁兴旺，居住地被称为“杨发
堂”。杨振华说：“‘杨发堂’既是地
名，也特指杨氏一族。”寻访中发现，
杨氏因清代后期长江岸线发生崩塌

被迫迁徙，留在原地的杨氏人少，居
住地名为杨波坦村。杨振华继续向
上追寻，与石首南杨杨氏确定为同
宗，均为明代“三杨”之一杨溥后裔；
向下追寻，则发现“杨发堂”杨氏已
散居到石首、监利、公安以及湖南岳
阳等地。

追寻到名人先祖自然骄傲，
但更令杨振华兴奋的是对民间记
忆的打捞：家族迁徙故事里的“柴
山”“杨发堂”等地名，与现今地点
有所对应；追寻过程中发掘了清
代“岳州之战”末期石首柴山附近

运粮船队溃散的史料；填补了杨
波坦村大约 270年间的村史。杨
振华记录下 4 代人寻访的故事，
获得 2023 年首届华夏晒谱节征
文二等奖，家族故事汇入到民族
叙事中。

杨振华表示，现在人们对家谱
的认知视角不再固守于父系血统，
而更注重姓氏背后的渊源与文化，

“我的孩子随我妻子姓，但我一样会
给孩子讲杨氏的来历。作为明代

‘三杨’的后人，祖先奋斗的历程是
家族的财富，要传承下去。”

“给你送锦旗了！”接到通知，黄石
市铁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若龙下
楼查看，发现是新近办理的一起案件
的双方家属相约前来致谢——一方送
上一面锦旗，一方送上一封感谢信。

“就这样出乎意料地一下收获了
两份谢意。”8月15日，陈若龙接受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说。

3月28日傍晚，当事人栗某驾驶
的货车撞上了过马路的吴某，栗某随
即停车查看吴某伤情，并打了报警电
话和120急救电话。吴某因伤势过
重，经抢救无效于当晚去世。

几个月过去，双方就上门道歉及
赔偿等问题，一直没有达成一致。今
年6月，该案被移送至铁山区检察院
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陈若龙审查发现，栗
某系过失犯罪，属初犯偶犯，案发后主
动报警并积极配合救治伤者，其社会
危害性并不大。

“该案案情明了，证据充分，直接
起诉很快就能办结。”陈若龙考虑，如
果一诉了之，极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
盾，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经过多方沟通了解，承办检察官

发现，栗某和被害人家属同为在外务
工人员，并以此切入，做双方的工作。

“栗某一直在四处筹钱，赔偿的态
度非常积极，只是碍于人生地不熟，担
心贸然上门，不仅沟通不好，还会激化
矛盾。”

“现在伤害已成既定事实，积极赔
偿，诚恳道歉，才有可能取得对方谅解
……”

与此同时，检察官邀请村干部、人
民调解员到被害人家属家中劝解。多
方共同努力，僵局被打破，双方达成和
解。

“调解现场，栗某向被害人家属鞠
躬道歉，并将赔偿金交给了被害人家
属，矛盾就此化解。”陈若龙介绍，铁山
区检察院随后组织召开了公开听证
会，邀请政协委员、听证员、人民监督
员、办案民警等参加。听证会后，铁山
区检察院依法对栗某作出相对不起诉
决定。

“承办检察官解法结、化心结，定
分止争，将涉案矛盾成功化解在检察
办案环节，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黄
石市铁山区检察院检察长朱志军表
示。

黄石铁山区检察院将矛盾化解在办案环节

检察官办理一案收获两份谢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寿江 通讯员 蔡明仪 王萌

从移民脚步看长江流域根脉传承

鄂湘赣川渝同讲家谱故事

4代人38年寻根访祖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竺佳怡 李丹

读者在家谱树上盖上自己的姓氏章。（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摄）

“体操+”画出仙桃全民健身同心圆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时龚 通讯员 匡一鸣

三面劈叉、倒立、压腿……经过半
小时的拉伸，8岁的昌诺依上了平衡
木，反复练习着单足立转、站立支撑、
跳步、转体等动作。

7月16日下午，仙桃李小双体操学
校训练房内，完成了女队上午3小时的
训练后，昌诺依又和男队一起开始下午
3个小时的训练。体操夏令营时间宝
贵，她不怕辛苦，就想多学点东西。指
着墙上昌雅妮的照片，小丫头说：“我也
希望像昌雅妮姐姐一样为国争光！”

一座城
体操荣耀赓续传承

昌诺依的教练杨飘和跳水奥运冠
军昌雅妮都师从于刘芬，从李小双体
操学校走向竞技体育大舞台。

李小双体操学校大名鼎鼎，从原
沔阳县业余体校至仙桃市业余体校，
再到分离出仙桃市幼儿体操学校，最
终更名为李小双体操学校。这里培养
出大批体操苗子，输送的李大双、李小
双、杨威、郑李辉、昌雅妮、郑九源等近
90位优秀运动员，在奥运会和国内外
大赛上斩获无数荣誉。

代代传承的体操基因，让仙桃的
全民健身运动以李小双体操学校为圆
心，向外拓展形成了篮球、游泳、柔力
球、广场舞、太极拳等“体操+”群体项
目巨大外环……

“仙桃人对体操、对体育的热爱，是
带着强烈荣誉感的。我们以擦亮‘中国
体操之乡’名片为抓手，以‘共同缔造’

为理念，深入实施新全民健身示范工
程，积极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发展。”
仙桃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郭勇说。

万分力
“体操+”绘就新画卷

或三步上篮，或“泳”往直前，或多
姿广场舞，或沉稳柔力球……入伏夏
夜，仙桃汉江奥运公园呈现出全民健
身各有所乐的热闹景象。

该公园今年5月开放，集汉江度汛、
生态修复、休闲观光、运动健身功能为一
体，是市民健身网红打卡地。目前，仙桃

已形成以城北全民健身中心为核心区
域，东有6号运动公园，南有仙桃市体育
馆，西有李小双运动城，北有仙桃汉江奥
运公园的“4+1”全域运动健身网络。

正在全省深入推进的新全民健身示
范工程，给仙桃的全民健身运动带来了
更科学规范和引领性的改变。目前该市
单项体育协会组织发展到24个，各类体
育俱乐部16个，培训各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4000多人次，社会体育指导员总量达
到5000多人，占人口总数的3‰。

场地来到群众“家门口”，组织深入
到群众中间，通过举办各类体育赛事和
活动，营造体育运动及健身氛围，仙桃

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品类丰富，涵盖人
群广泛。从少儿体操夏令营、仙桃市青
少年U系列联赛、首届仙桃马拉松赛、
连续两届中国龙舟公开赛，到全市全民
健身运动会、全国健身大赛柔力球比赛
（华中赛区仙桃站），每一项赛事都有众
多拥趸。全市每年举办百人以上的基
层群体赛事活动数量呈成倍增长趋势，
推进了全民健身活动常态化、生活化。

随着由体操出身转项跳水的昌雅
妮登顶巴黎奥运会，仙桃“中国体操之
乡”的城市名片，正绽放出新的光芒，
以“体操+”为笔，这座活力之城正在绘
就全民健身新画卷……

昌诺依在平衡木上练习。

湖北日报讯（记者许应锋、通讯
员李君、杨婕、李镇海）8月13日，十堰
市中级人民法院、竹溪县人民法院会
同十堰市林业部门，共同为竹溪县新
洲镇楠木寨古楠木群发布《司法保护
令》。

古树名木被誉为珍贵的“绿色文
物”和“活的化石”。十堰全市现存古
树7429株，其中树龄在300年以上的
超过三分之一，代表性的有珙桐、红豆
杉、银杏、楠木等。其中，金丝楠木是
我国特有的珍稀树种，被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名录》《湖北省珍贵树木
保护名录》。竹溪县新洲镇楠木寨古
楠木群是我国目前现存最大的野生楠
木群落，占地面积约8亩，有楠木152
棵，单棵树高15米至40米不等，最大
树龄超650年，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和生态价值。

此次发布的《司法保护令》，针
对保护竹溪金丝楠木种群，提出六
项禁止事项：禁止对楠木林内楠木
实施砍伐、刻画、涂污、剥皮、掘根等
活动；禁止占用楠木林内林地从事
养殖种植活动或者从事其他生产经
营活动；禁止在楠木林林地内实施
爆破、钻探、挖掘、取土作业或者其
他方式破坏林地资源；禁止在楠木
林地楠木枝干上架设线缆或者缠
绕、悬挂物体；禁止在楠木林内倾倒
污水、燃放明火、排放烟气、使用或
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和对树木有害
的其他有害物质；禁止其他破坏楠
木林内林木的违法行为。

当天，竹溪法院楠木寨法官工作
室在新洲镇烂泥湾村正式揭牌。该法
官工作室将开展法治宣传、以案说法、
巡回审判、环资审判“回头看”等活动，
监督楠木保护《司法保护令》落实。

为我国最大野生古楠木群出台《司法保护令》

竹溪金丝楠木有了护身符

湖北日报讯 （记者张宵祎、通
讯员邓正群、李涛）一棵棵五六米高
的树上，一簇簇白色小花点缀在翠
绿的枝头。8月 14日，位于谷城的
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
布，保护区内“国宝”七子花数量超
过5000株。

七子花是国家首批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花期为每年的7至9月，因
野生资源极少，先后被列入中国被子
植物关键类群中高度濒危种类和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优先保护
物种。

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在
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七子花。此后的
115年，在原产地再未发现该物种。
2022年8月，与模式标本一致的七子
花群落在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发
现。

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局长邓婕介绍，2017年，谷城县启动
保护区内核心区和缓冲区的生态移
民工作，近2000人移出大山，保护区
森林覆盖率增至 97%。2020 年 12
月以来，南河保护区联合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专家持续开展资源本底调
查和科研监测工作，七子花群落得以
重现。

此后，南河保护区成立专班对七
子花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七子花保护
规划，对发现的七子花进行编号挂

牌。今年，南河保护区还与华中农业
大学合作，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对七子
花进行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
种群数量。

5000余株七子花
绽放谷城南河保护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