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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武穴市农产品加工园、电子信
息园2个市级工业园区，建有冯秀莲
子、机车下草莓、魏高邑柑橘、王胜祖水
蜜桃等22个特色产业基地。

这就是黄冈市武穴市石佛寺镇的
独特标签：既是工业重镇，也是农业大
镇。

一头连着园区，一头连着乡村，石
佛寺镇如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
民增收？怎样推进新型工业化？

石佛寺镇的答案是：以强县工程和
乡村振兴为主攻方向，立足自身资源禀
赋，以党建引领赋能美丽城乡建设，以
园区建设为基础奋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打造产城融合示范镇、乡村振兴样板
镇、平安稳定和谐镇、乡风文明幸福镇。

靠前服务 推动园区经济扩能升级

以一流营商环境涵养产业发展沃
土。瞄准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
点、堵点问题，石佛寺镇党委政府持续
擦亮“部门办事不看人、企业办事不求
人”的“石好办”营商环境品牌。

今年以来，石佛寺镇完善党委成员
联系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包保制度，实
行“一对一精准对接，一对一服务跟
进”，及时解决企业急难愁盼；推行贴心
周到的政策入企专项服务，帮助德恒科
技、聚智科技等多家企业累计获得惠企
资金超过300万元；收集并帮助企业解
决用水用电用气用地等难题31件，解
决企业用工缺口100余人；正在谋划武

穴经济开发区农产品加工科技园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争取专项债资金，
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

2021 年以来，落户重点项目 52
个，华电新能源风光储一体化、高益管
业塑胶制品等项目均实现当年招商签
约、当年开工建设、当年投产运营。今
年上半年，全镇规上工业总产值7.96
亿元，同比增长10.58%；新签约招商引
资项目5个，总投资14.21亿元。

一村一品 激活农业转型强力引擎

盛夏时节，走进石佛寺，莲花是这
个地方最迷人的风景。莲，赋予这个工
业小乡镇与众不同的魅力。

紧盯“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建设，
石佛寺镇将特色种植产业作为带动环
武山湖周边村增收致富的有效举措，持
续拓展葡萄、柑橘、桃、梨、莲子等优质
品种种植，形成武山湖环湖六村乡村振
兴联建示范带、临湖千亩莲子产业振兴
示范片、城塘湖稻虾连作农业和渔光互
补农产业示范区，推动农业种植向文
化、旅游等多元发展。

同时聚焦生猪屠宰、菜籽油加工、
大米加工等特色产业，发挥联建品牌效
应、资源优势，构建生产、加工、销售闭
环，延长产业链条，助力农业脱胎换骨。

今年，石佛寺镇在原有优势产业的
基础上，引进本土传统品牌王雪芬精品
酱菜加工产业，有效带动本地萝卜、辣
椒、黄豆等农作物的深加工，后期可带

动周边600亩蔬菜种植。

提颜增质 绘就美丽城乡幸福底色

“沥青路铺到家门口，晚上有路灯，
街头还有小游园，镇区越来越干净漂
亮。”8月20日，石佛寺镇居民陈军说。

2023年 5月以来，石佛寺镇投资
1400万元对老街全线道路两侧改建及
刷黑，新设停车位 568 个，安装路灯
104盏，修建树池72处，沿线绿化面积
3723平方米。

“小城镇居民也应享受城市生活品
质，只有小城镇活起来、强起来，才能更
好地统筹城乡发展。”石佛寺镇党委政
府一班人形成共识。他们成立以镇党
委书记、镇长为双指挥长的工作领导
小组，同时组建8个攻坚行动小组，以
现场拉练揭短亮丑，开启美丽城乡建
设暨城镇管理百日攻坚行动，统筹推
进风貌管控、厕所革命、垃圾治理、村
庄绿化、移风易俗，抓好水、电、路、气、
网等基础设施提标升级，系统提升流域
环境品质。

2023年初，该镇启动武石大道提
档升级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运用共同
缔造理念，采取群众出料、村集体出工
的方式发动沿线961户居民，筹集资
金 350余万元。目前，已建设“四小
园”300余个，打造官桥集镇、樊哙城、
杨林邻里空间、石松线路口等节点12
个。

（吕旭鹏 胡波）

武穴石佛寺镇——

咬定工业园区不放松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美丽的石佛寺镇。

陪读妈妈同桌4年
守望“追星星的孩子”

理解、相信、接纳，奇迹正在发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倩倩 通讯员 李季 王亚娅

为“星星”点灯，
妈妈成了他的同桌

豆米1岁半被确诊孤独症。6岁前，一家
人辗转武汉、北京、青岛各大特教机构进行康
复训练。3岁半，豆米终于开口说话，却都是
重复性语言，无法跟人有效沟通。

出门在外，豆米只关注地铁出入口，父母
追着他跑。在机构上课，豆米听不见集体指
令，5分钟情绪崩溃一次。

随着豆米长大，宓晓文渐渐认识到，孤独
症集多种障碍于一体，包括刻板思维、狭隘兴
趣、重复性行为等，孤独症儿童在听指令、配
合他人学习、社会交往方面异于常人。

6岁半时，宓晓文发现豆米沉迷敲击琴键
获得音乐的快感，便带领孩子开启钢琴学习
之路。“若能从他的沉迷物中激发兴趣，克服
障碍，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宓晓文说。

学琴的过程尤其艰难。豆米难以配合老
师上课，在家练琴也是5分钟“爆炸”一次。宓
晓文深入研究科学练琴方法，自己上课，再教
孩子，培养豆米“刻意练琴”的习惯，锻炼他的
安坐能力、配合他人学习的能力。“这是豆米
向社会靠拢的必经之路。”

豆米7岁半时，为了让他更好地学习社会
规则，宓晓文决定让豆米随班就读普通小学，
她辞去了收入可观的工作，走进校园，成了豆
米的同桌。

上课铃一响，豆米就躺在地上哭闹，需要
妈妈安抚；课堂或升旗仪式上，妈妈时时牵着
豆米的衣角，生怕他跑了。课间，豆米常常对
着空气说话，与同学们没有目光对视，同学们
想与他说话，也不知道如何开口，这时，妈妈
就成了他们之间的桥梁。

为帮助豆米与同学们和谐相处，宓晓文全
身心融入班集体，事无巨地细帮助老师、同
学。她每天打扫班级卫生，帮助孩子们收拾文

具、书本，帮助胆小的同学讲出自己的困难和需
求。渐渐地，全班都接纳了这位超龄“同学”。

班主任黄琳说，这4年来，豆米和妈妈与
同学们朝夕相处，结下深厚的友谊。“她照顾
了班上很多同学，像他们的第二个妈妈，让这
个大集体充满爱！”

太阳般的老师，
温暖了他的整个童年

对于豆米来说，融入班集体的道路困难
重重。在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校区，班主
任黄琳面对他的到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
败。

“他会莫名其妙地在课堂上走动或尖叫，
会哭闹着让老师帮他折纸飞机，丝毫不愿意
与他人交流，双眼总是茫然的。”黄琳回忆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黄琳看到豆米弹钢琴
时露出的笑容。“我仿佛找到了金钥匙。”她
向同学们介绍豆米是“钢琴小天才”，并在班
级各项活动中，鼓励他发挥音乐才能。

学校音乐老师钟洁的肯定和鼓励，成为
豆米成长道路上的重要支持。在学校里，每
次遇到豆米，钟洁总是主动微笑着跟他打招
呼，毫不吝啬地夸奖他，给他竖起大拇指。

四年级音乐课期末考试时，钟洁请豆米
为全班同学弹钢琴伴奏，特意让每个同学直
接与豆米交流考试曲目，给予全班同学和他
互动的机会。

不按常理出牌的豆米，一上台就弹起了
音乐课的“下课音乐”，全班同学捧腹大笑。
一旁的宓晓文尴尬地劝他停下来，他却又开
始弹脑海里的流行歌曲。

当豆米终于开始配合同学们弹伴奏时，

演奏也欠佳。这时，钟老师却对同学们说：
“有失误很正常，我有时候也会弹错，而且弹
伴奏需要相互配合，难度很大。”

在宓晓文的回忆里，豆米这样不配合的
场景经常上演，而钟洁每次都会包容、鼓励
他，甚至安慰宓晓文：“一切都需要等待和希
望，春种秋收，是一种等待；十月怀胎，也是一
种等待；十年磨一剑，更是一种等待。它需要
耐心，需要厚积，更需要坚守。”

感受到老师的爱与鼓舞，课后，豆米回家
主动练习。第二次课上的伴奏，他弹得流畅
又优美。去年年底，在钟洁的推荐下，豆米参
加武汉市艺术小人才比赛，荣获全市一等奖。

“豆米的喜报贴在学校最显眼的墙上，我
们真为他感到骄傲！”同学们说，文艺活动中，舞
台上的主角非豆米莫属，他是班上“最靓的仔”。

“他从老师的期待中获得了融入社会的
动力。”宓晓文说，孤独症孩子的无障碍环境，
就是友爱、包容的环境。在平常的琐事中，老
师对他的全盘接纳，让他感受到真情。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我们不仅要认
可独特性，更要认可闪光点。”钟洁发现，因为
豆米的变化，班上的孩子们集体感更强，尊
重、平等、接纳意识也更强。“融合教育，不仅
对特殊孩子重要，也会反作用于普通孩子，让
他们成为更具包容性、合作性的人才。”

聚光灯下，
他成为“最亮的星”

去年8月，豆米作为孤独症儿童，与15个
普通小演员合演的青少年儿童原创公益舞台
剧《追星星的孩子》上演，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今年8月，武汉广电文体频道邀请豆米参
演《追星星的孩子》第二季，剧本根据豆米的真
实经历改编，还邀请了其他4名“星宝”参演。

和普通孩子朝夕相处，对“星宝”来说是
一个难得的融合机会。导演韩丽轩表示，在

排练过程中，他们不会过多处理“星宝”们的
表演，让观众看到他们的本色演出，对这个群
体有更多了解和接纳。

但对于豆米来说，这次演出的戏份增加
了，台词也变多了，演出时间也由去年的20分
钟，延长至37分钟。排练过程中，原本晚上8
点前可以结束的录音，因为更换场地，按照台
词、唱歌、乐器的顺序录音，延迟录到12点
多。其间，豆米“震怒”过，也耐着性子坚持了
下来。

开场，编导特意安排豆米展示钢琴伴奏
《夜空中最亮的星》。弹奏前，编导会播放一
段“宣传片”，但其中的配乐让感知觉障碍的
豆米感到不适，他无法睁眼打开琴盖。

“那一刻，豆米进入了自己的世界，强行
让他弹奏钢琴，只会让他情绪更加失控。”宓
晓文看出了豆米的不适。她教导豆米在“宣
传片”播出后，再来到钢琴面前开启琴盖。

演奏前，豆米还需要倾听一段“暖场话”后
再开始弹奏，对于“听而不闻”的“星宝”，找准
弹奏时机的难度加大了。排练时，豆米始终
在出状况，但正式演出时，他适应了舞台节奏。

演出后台，融合教育也在悄然发生。宓
晓文难忘的一幕是，剧场后台只有一条长椅
供休息，仅能容下三个人，十几个小演员挤在
狭窄的空间站着候场，却不约而同地给“星
宝”让座。

与“星宝”合作，带领他们出场，小演员也
不是一上来就轻车熟路。最开始，小演员并
不了解“星宝”接收到指令才行动的特征，经
常会把他们“遗忘”。经过排练的相处与磨
合，孩子们更加懂得如何与“星宝”相处，互动
配合渐入佳境。

“这是爱的力量，也是相信的力量。”舞台
剧发起人、江汉区“桐星守护”公益项目负责人
王春梅说，关爱孤独症儿童，需要家庭、学校、
社会共同努力，当孤独症儿童感受到自己真正
地被理解、被相信、被接纳时，奇迹就会发生。

8月23日下午，舞台剧《追星星的孩子》在武汉市硚口区公演。谢幕时，扮演“星宝”的

小演员反复地举起双手鞠躬，可爱模样逗笑了台下观众。

这名演员叫黄子辰，小名豆米，今年11岁，是一名孤独症患者。

在这部根据他自身经历改编的舞台剧中，他在台上坚持了37分钟，演奏2支曲子，讲了

5句台词，完成了“动作戏”。

距离豆米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演奏仅过去两年。那时，他开场对着钢琴鞠

躬，弹到一半开始脱外套，演奏结束时，又对着大白墙谢幕，一举一动错漏百出。

这些外人看来憨态可掬的表现，在豆米妈妈宓晓文眼里，却是豆米迈出

的一大步。多年来，她全职陪伴在豆米身边，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一个“星星

的孩子”如何与自己的特质共存，努力成长，融入社会。

8月23日，舞台剧《追星星的孩子》第二季公演，豆米（前排左二）吹着
口风琴，与其他小演员演奏《夜空中最亮的星》。（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9月2日，新学期第一天，豆米与班主任黄琳分享暑期生活。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畅、通讯员孙小雪）香喷喷的热
干面不仅是武汉市民的最爱，也成为江城迎接外地游客的
美食名片。为让生产流程更加规范，近日，武汉市市场监
管局出台首个热干面生产标准，让热干面既好吃又安全。

一碗螺蛳粉年赚600亿元，火遍大江南北，其背后有
柳州市政府近10年努力，制订的行业标准达百余项，建立
起了一整套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在柳州，螺蛳粉生产经营
主体必须按规范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和出厂检验记录制度，
凭证保存期不得少于保质期满后六个月。

参考螺蛳粉的成功经验，武汉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武汉
市标准化研究院、武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历时2年编制，
成功推出了首个热干面地方标准。对各类型热干面的环
境卫生、厂房布局、生产工艺、关键控制环节、包装、检验、
储运交付、人员健康等环节进行了统一规范，填补了国内
热干面食品生产管理标准的空白。

首个地方标准将武汉热干面细分为生干型、生湿型、

半熟型、速冻型及方便型干面、方便型湿面等6个种类，对
每一种类的生产工艺流程、关键控制环节进行了详细规
定。生湿型、半熟型需在10℃以下冷藏保存，速冻型则是
将生湿型、半熟型面条速冻定型，需在-18℃以下冷冻保
藏。

武汉市民最爱吃的是半熟型热干面，街头餐饮店多采
用此面，顾客来了只需下锅一烫，装入碗中，加上芝麻酱等
作料就可上桌，但这种热干面在高温天气下容易遭遇细菌
污染。记者看到，武汉市几家大型半熟型热干面生产企业
已按刚出台的规范标准统一配备了强力鼓风机，避免加工
现场受潮霉变，生产标准也已上墙，便于随时参照。

标准化生产是否会影响热干面的风味？据武汉市标
准化研究院工程师介绍，该标准研制团队多次深入热干面
生产企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要保存
热干面的传统风味。标准在发布之前邀请众多市民参与
品尝，搜集反馈意见，证明口感与风味基本没有变化。

向年销600亿的柳州螺蛳粉取经

武汉热干面首个生产标准出台

湖北日报讯（见习记者沈早慧、通讯员何莉莉、李娟、
杨玲欢）在北京时间9月4日凌晨0时30分（巴黎当地时
间9月3日18时30分）举行的巴黎残奥会男子50米仰泳
S5级决赛中，“无臂飞鱼”、湖北残疾人运动员袁伟译以32
秒47的成绩摘金，为我省再添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代
表团在本次残奥会上获得的第49枚金牌。

本场比赛，袁伟译位于第4泳道，一度被其他选手超

越，但他奋起直追，顽强拼搏，最终实现反超，将对手甩在后
面。这是袁伟译在本届残奥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现场
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说：“袁伟译这几天连续发烧，今天稍
好一些，他坚持比赛，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此前，在8月30日进行的男女混合4×50米自由泳
接力20分决赛中，袁伟译与队友勇夺金牌，并打破世界纪
录，实现中国队在残奥会该项目上的三连冠。

“无臂飞鱼”袁伟译为湖北揽获残奥会第二金

湖北日报讯（记者曾莉、通讯员沈君）今年上半年，湖
北全省药品不良反应报告52142份，较上年同期上升
14.58%，每百万人口平均报告数892.2份。其中，新的和
严重的报告占同期报告总数的37.77%。

“我省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逐年增多，不是说过
去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比现在少，而是说明我省药品
不良反应的监测和预警能力提升了。”9月3日，在黄石
举办的全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省药
监局药品相关人员介绍，目前,全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网络基层机构用户数量持续增加，报告覆盖面越来越
广，全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报告覆盖率达95.29%，在
线实时报告监测数据的总体质量和可利用性不断提
高。

此外，针对部分居民自我药疗主要凭经验、医药知识
匮乏等问题，“药品安全宣传周”还对安全用药科学理念和
实用知识进行重点宣传，纠正家庭过度使用抗生素和注射
剂、盲目轻信进口药和高价药、混淆保健食品和药品概念
等行为，引导居民遵医嘱、合理用药。

我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能力提升
报告覆盖面越来越广

湖北日报讯（记者时龚、通讯员伍美菱）9月1日，为期
四天的2024年全国皮划艇静水锦标赛在辽宁省水上运动
训练基地收官，经过激烈角逐，湖北队斩获3金4银3铜。

此次，湖北队共派出29名队员参赛。其中，湖北划艇
队收获2金1铜：女子单人划艇1000米项目角逐，蒋希娜
以4分32秒305的成绩摘金；此外，蒋希娜又与队友滕安
硕合作，摘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冠军和200米季军。

皮艇队收获1金4银2铜。巴黎奥运选手孙悦雯所在
的国家联合队与湖北队（田盛芳/杨銮/张倩/张晓婉）分获
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和银牌，田盛芳/孙悦雯获得女
子双人皮艇200米银牌。孙悦雯在巴黎奥运会女子四人
皮艇静水500米决赛获得第五名，她表示：“通过比赛，更
加认清自己的短板与不足，今后一定加强训练，争取明年
大湾区全运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皮划艇全锦赛鄂军斩获3金4银3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