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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观察

8月5日，在随州中院诉讼服务中心“法院+工会+人社”
诉前调解工作室，某专汽公司同意向徐某支付拖欠工资及经
济补偿金。“不用打官司，诉前调解也能维权成功。”徐某感慨
道。

2020年底，长期从事焊接工作的徐某入职某专汽公司装
配班组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今年3月，徐某在工作中
与同事发生争执，该公司负责人到场处置后，徐某认为遭受了
不公对待，遂离开岗位回家休息。两天后，徐某向该公司负责
人咨询返岗事宜，被告知其工位正在调整，返岗需等通知。

然而，徐某始终没有收到返岗通知，公司也未就解聘及工
资等给其明确答复。

“一直不让我返岗，拖欠的工资也不付！”徐某为此向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并由某专
汽公司支付其工资、经济补偿金等。

5月20日，经劳动仲裁，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
系自2024年3月解除，某专汽公司需向徐某支付工资、经济
补偿金。

“他与同事纠纷后不来公司上班，为什么还要我们支付补
偿金？”该专汽公司不服仲裁结果，遂向曾都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曾都区人民法院接收起诉材料后，经双方同意，并根据随
州中院、随州市人社局、随州市总工会共同建立的劳动争议多
元解纷、调裁诉衔接等机制，7月17日，该案件被委派至随州
中院“法院+工会+人社”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进行诉前调解。

“这个案子既要说理也要容情，要引导双方心平气和地坐
下来，算清经济补偿账。”调解员陈仁安曾在人社部门长期从
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接受委派后，他迅速查阅案件材料确
定争议焦点，然后分别与双方沟通进行背对背调解，细致解释
劳动用工规定。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某专汽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及
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双方随后进行司法确认。

随州中院立案庭庭长王琼介绍，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随州市通过建立“法院+工会+人社”劳动人事争议调
裁诉衔接机制，吸纳一批退休法官、人社系统老干部担任调解
员，并探索打通层级限制，共享调解资源，最大限度发挥专业
调解优势，今年以来共调解劳动纠纷案件543件。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钰杨、通讯员陈楚豫）“自己村的卖
完了，现在还帮着邻村卖！”8月20日，位于随州市曾都区南
郊街道邓家老塆村的涂个安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直播基地
里，公司负责人涂娇在田间地头边走边介绍起邓家老塆的土
特产。去年，共有价值700万余元的农产品从这个直播间

“飞”抵全国。
2019年，因销售渠道不畅，涂娇夫妻俩经营的家庭农场

生意下滑。不甘心就此放弃，涂娇试着借助短视频和电商平
台，给自家农场涨涨人气。

在她发布的视频中，身姿健硕、羽翼鲜亮的土鸡三五成
群，在草地上自在地踱步，有几只“战力”十足的公鸡一跃腾
空，飞到一旁的树上斗个不停。

“这鸡还能上树，养得真不错！”视频发出后，上千名网友
涌入涂娇的网店。不到一年时间，直播间就卖了2万多只
鸡。2021年，该直播间在湖北网络主播带货大赛中获得“十
强店播”称号。

去年，随着产品种类增多，当下场地已不能满足公司直播
需求。得知这一情况，曾都区邓家老塆村村支书邓东向他们
发来了合作邀请。

“村里老人没法走太远，好多瓜果蔬菜卖不出去都浪费
了。”邓东介绍，邓家老塆村拥有水果采摘、蛋鸽养殖、精养鱼
池、吊瓜种植等产业，但一直为销路发愁。去年，该村将闲置
的100多亩荒地用于直播基地建设，与涂个安心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实现“双向奔赴”。目前共建设16个直播间，可供70
多人同时直播。

今年5月，涂个安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邓家老
塆，一落户便帮助该村6组村民卖空了滞销的农产品。仔细考
察村里情况后，曾经“土鸡上树”带来的流量红利给了她灵感：
能不能将直播间搬到田间，突出乡村质朴有趣的生活化场景？

“我们准备建设一批与田景相结合的多功能直播间，在村
里招募村民出镜当主播，不仅真实展现乡村生活，还能带动村
民们就业。”邓东说，今年建成后，网友们将在直播间里看到蔬
果从采摘到发货、土特产从制作到打包的全过程，真正做到买
得安心、吃得放心。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钰杨、通讯员张成友）8月4日，随县
淮河镇西游记漂流景区游客人数达到12453人，单日门票收
入突破160万元。“因为离得近，我每年都带家人一起来漂
流。”室外气温高达35℃，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游客王先生专程
自驾来到淮河镇避暑。

西游记漂流景区于2012年正式开漂，随后成功创建4A
级景区。作为“12岁”的老牌景区，面对设备折旧、路线单一
等问题，如何让“客流”变“客留”？近年来，在随县文旅局和淮
河镇政府引导下，景区提升硬件设施，建起三层综合候漂大
楼，同时升级水上游乐设备，将两人船改成四人船，并在沿途
两岸设置西游文化相关剧情，增强互动体验。

7月中旬至8月中旬为景区营运高峰期。为避免人群扎
堆，今年，该景区将转运大巴增至40余辆，引导上万名游客分
散在游客中心、转运车辆、候船楼及漂流路线上。“现在正是旺
季，生意好得忙不过来。”景区门口是龙泉村，不少村民和刘红
霞一样开起农家乐。当天，该村农家乐、民宿及生态庄园几乎
爆满：近10户农家乐当天餐饮及漂流用品销售收入过万元，
最少的一户也超过3000元。

随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淮河镇党委书记秦学介绍，为了
填补西游记漂流的季节性短板，桐柏山淮河源竹筏漂项目将
在今年国庆假期“上新”。该项目是“鄂豫共融”的示范型文旅
项目，总投资达1亿元，除了打造主题性静水漂流，项目还规
划改造一河两岸两省四个村庄共500余农户房屋，两岸分别
修筑4公里5米宽沿河生态通道，实现“一年四季皆可漂”。

8月6日，广水市骆店镇双塘村的稻田
里，一根根稻秆挺直了腰，新抽出的稻穗在
田里翻起绿浪。

“这就是我们育秧工厂最好的‘广
告’！”喜看稻菽千重浪，双塘村村支书周传
华信心更足：“今年育秧12万盘，二期工厂
建成后，明年将突破20万盘！”

两年前，双塘村还是个产业基础薄弱、
经济发展落后、乡村治理乏力的落后村。

秧好一半稻。2022年2月，瞄准骆店
镇发展香稻种植的机会，双塘村9个小组
的村民一致决定——开办乡村合作公司，
建设育秧工厂。

今年上半年，双塘村乡村合作公司经营性
收入突破300万元。而开办乡村合作公司前
的2021年，该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万元。

两年多时间，双塘何以飞速“生长”？
周传华“晒”出“三本账”——

一本满是泥土的“产业账”

翻开“卖秧日记”，一笔笔沾着泥印的

签字分外醒目。
“棵棵长到10厘米，我们村的秧都在

这买。”联合村村支书彭祖国道出了“下单”
原因。

双塘村乡村合作公司成立后，流转村
里600亩荒地，规模化种植水稻。随后，建
起3000多平方米的育秧工厂。

先进的“智慧大棚”接上物联网，让工
厂育出了高质量秧苗，很快，附近乡镇甚至
孝感安陆的客户纷至沓来。

一期工厂土地正在平整，即将利用育
秧间歇期种上羊肚菌；二期工厂正在施工，
9月建成后先种一波蔬菜；中药材基地，丹
参、白芍长势正好，村民正在锄草……放眼
望去，夏日的双塘村，多产业齐头并进，到
处热火朝天。

一本按着手印的“致富账”

“老吴，过来按手印，发工资了！”接到
电话，73岁老人吴秉松骑着电动三轮车连
忙赶到村委会。工资表上，这个月结算工

钱的村民有40多名。
去年，合作公司招工，吴秉松家里不忙

时就去务工。育秧、排盘、浇水、打药……
一年算下来，在合作公司挣了 15000 余
元。“种了一辈子地，没想到这个岁数了还
能领上工资。”

在家门口务工，有时挣得比外地打工
还多。4 月份工资表显示，育秧高峰期
时，53 岁村民周建华每天有 260 元收
入。“现在我在中药材田里帮着除草，每
天也有100元收入，还能照顾自己家里的
农活。”

今年上半年，双塘村乡村合作公司已
向村民们发放劳务报酬15万余元。

一本暖在心里的“民生账”

中午时分，不少老人戴着草帽，沿着村
里崭新的柏油路，结伴去村里的幸福食堂
吃饭。

“70岁到 80 岁一餐 5元，80岁以上
老人不收费。”周传华说，开办幸福食堂

主要是方便留守老人用餐，餐费虽低但
菜品标准不低，补贴费用来自村集体收
入，这些都得益于乡村合作公司的红火
经营。

硬化、刷黑村里公路，安装路灯，新建
文化广场……全村1000多名村民，感受到
了开办乡村合作公司带来的实惠。

“以前排倒数，现在是标兵。”说起双塘
村的巨变，骆店镇镇长周剑很是感慨，今年
全镇乡村合作公司预计收入4000万元以
上，其中双塘村预计达到800万元，大约是
去年的5倍。下一步，镇里将重点扶持双
塘村等五家乡村合作公司，带动全镇合作
公司发展。

广水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段
功伟介绍，2023年，广水市211家村级合作
公司营收从2021年的0.26亿元增至2.15
亿元；利润从508万元增至4121万元；带
动村集体收入从 248 万元增至 2137 万
元。今年，预计完成全年经营收入3亿元，
经营利润4500万元。

“法院+工会+人社”
多元化解劳动争议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钰杨 通讯员 李海波 任奇 张立

乡村实景直播间
落户邓家老塆

随县生态漂流
引来万名游客

乡村合作公司带来新变化

双塘村半年经营性收入突破300万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董凤龙 刘钰杨 通讯员 程仁涛 程淇

随县澴潭镇龚家湾村的油茶产业示范园。（湖北日报通讯员 郑道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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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沿着洛府路从曾都
区洛阳镇驶向府河镇，全长17.7公
里的旅游公路两旁，树木苍翠，村庄
如画。

这条公路起于洛阳镇外环、止
于府河镇仙城山，途经骆畈、易家
湾、紫石铺等村落，由曾都区投资
5300多万元，于2021年9月建成。

“再过几个月，等秋天银杏黄了，
这条路上的外地车将会络绎不绝，全
是来自驾游的。”府河镇紫石铺村村
民皮明进、冯明秀家的房子就建在洛
府路边上，他们亲眼见证了家门口这
条“泥巴路”变身“观光路”的过程。

洛阳镇文旅资源丰富，有千年
银杏谷、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等景
点和特色民宿集群。府河镇与洛阳
镇相邻，境内的仙城山是随州市民
观赏日出、野餐露营的热门景点。

多年来，连接两镇的主路仅有
327省道，但327省道不经过仙城
山，不少游客对错失这条赏秋登高
的旅游线路感到遗憾。

为串联起两镇文旅景区景点，
2020年10月，洛府路改扩建项目
正式动工，2021年9月建成通车。
如今，从银杏谷自驾至仙城山，车程
不到1小时。

旅游观光的客流增长不仅为两
镇景区带来收入，也让道路沿线村
民的生活悄然改变。

洛府路沿线护栏齐整，标线清
晰，曾都区交通运输局还与两镇携
手，在路两旁栽下红叶石楠、桂花
树，安装太阳能路灯，将自然生态、
风土人情等一体化融合，使路域环
境进一步绿化、亮化、美化。

洛阳镇易家湾村里，合家河在
任家拱桥下形成了漂亮的弯道。“旅
游公路修好后，我们打造了月亮湾
露营基地，让游客在中途歇歇脚。”
易家湾村村支书陈家远介绍，该村
整合资源，清理河道，将沿岸空地变
为草坪，打造洛府路上的休闲驿站。

洛阳、府河串联成线，镇内路段
也在不断更新延伸。“洛阳镇梓溪桥
至九口堰公路改建项目已在今年7
月底正式完工。”曾都区交通运输局
基建股负责人孙小苓介绍，该路段
紧邻新五师纪念馆，既承担了区域
中长途过境交通量，又承担了景点
旅游交通量，交通功能较为复杂。
改扩建后的道路可有效分离景区内
部交通与过境交通，避免旅游高峰
期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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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水，一座铁城山隔出了两个
铁城村，一边是依山傍水的关庙镇铁
城村，一边是桃林成片的郝店镇铁城
村。

“过去从麻安高速关庙出口到郝
店铁城，得绕远路，至少要一个小时。”
广水市交通运输局通村公路办公室负
责人毛小立介绍，通村公路修好后，如
今仅需20多分钟。

如何破解同名不同镇、相邻不相
通的窘境？

8月19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驱车
驶入郝店镇铁城村，路上不时能碰见满
载桃子的货车驶向高速入口方向。

郝店镇铁城村是远近闻名的“彩
桃之乡”，种桃历史悠久，全村桃树占
地3000余亩，涵盖鲜蜜桃、胭脂红、苹
果桃、秋雪等20多个品种，年产鲜桃
354万斤，产值达1800万元。

前些年，郝店镇探索农文旅融合
发展，计划举办桃花节、共享桃园认购
会，让游客赏桃花、品彩桃，进一步做
大“桃经济”，但道路不便成了村民们
的一块心病。

“上坡靠爬山，下坡朝下滚。我外
婆就是关庙镇人，以往走亲戚真是‘无
路可走’。”郝店镇铁城村5组村民陈
昌贵对打通两村道路盼望多年。

为方便村民来往，带动产业发展，
广水市决定劈山凿路，建起一条连接
两村的致富路。

“这条路可不好修，最陡的地方硬
是把坡度降低6米，才能继续施工。”
毛小立说，该道路按照标准乡道建设，
全线刷黑，于2022年6月正式通车。

“以前去镇上买化肥，要绕个把小
时的路，现在方便多了。”看着宽敞的
村道，郝店镇铁城林果专业合作社社
长程军脸上满是笑容。

赏过千亩桃园，5公里通村公路
的另一头便是关庙镇铁城村。临近傍
晚，不少游客将车停至专用停车场，沿
着登山步道，享受户外风光。

“这里特别适合露营，来之前还担
心路不好走，没想到设施这么完善。”
孝感市游客杨先生一家三口趁着暑期
出游探亲，“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关庙
镇铁城村让他们眼前一亮。

一路畅通两村，“双城”共享人
气。2022年，关庙镇铁城村联合相邻
两村举办了油菜花节；去年，该村承办
了广水市首届帐篷节。为更好服务游
客，关庙镇铁城村投资96万元建设接
待中心和游客服务中心，能容纳150
人同时就餐。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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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县澴潭镇龚家湾村的油茶产
业示范园里，一丛丛整齐的油茶树
间，观光道路盘山而上，直达山顶的
观光台。

“这条道路规划兼顾产业发展
和旅游观光需要，可以说是量身打
造。”随县交通运输局农路管理股负
责人胡松介绍，从前，龚家湾村沿线
的公路只有3.5米宽，且修建时间
较久、山路崎岖难行，村点分散，村
民出行、农产品运输都有一定困难。

2015年，岳雄丰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在此流转12000多亩荒山，发
展油茶种植。

“油茶是木本油料作物，头年种
树，8至10年进入丰产期，丰产期
可长达百年。”随州市岳雄丰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加玉杰介绍，油
茶果可以榨油，油茶树具有防火隔
离功能，油茶花更是清新好看。油
茶开花季节为10月至11月，秋冬
季节漫山遍野的白色小花，是一道
颇具特色的亮丽风景。

2022年以来，澴潭镇通过争取
农村公路升级改造项目，修建了武
家河—高家冲—龚家湾油茶产业路
14.33公里。环线为沥青路，路基宽
6.5米，刷黑5.5米，将3个自然村串
联成线。

经过精心设计规划，在油茶基
地内，油茶观光路和休闲步道同样
连缀成网。去年11月10日，随县
澴潭油茶文化节热闹举办，不少游
客专程赶来龚家湾村，在油茶花丛
中拍照留念。

随州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郭
东介绍，在全省2024年上半年的

“四好农村路”建设评价中，曾都区
获得全省一类县的第四名，广水市、
随县分别位于全省二类县第一位、
第四位，全部被评为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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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先修路。

曾都洛阳镇、广

水铁城村、随县龚家

湾 村 …… 随 州 乡 村

里，一条条宽阔平整

的农村路，不仅让田

间土特产“跃”上城里

餐桌，也让城市居民

驱车直达诗和远方。

十年间，随州市

农村公路路网密度翻

倍，所有自然村通硬

化路，所有行政村通

四级以上公路。

随州市交通运输

局公路科负责人康威

介绍，截至去年年底，

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

达12356.6公里，占全

市公路总里程的九成

以上。

曾都区洛府路。
（湖北日报通讯员 宋晶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