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24.12.13 星期五
主编：李云清 版式：陈晖

咸宁观察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洋、通讯员黄兰芬、徐辉军）12月5
日，咸宁泰发锦绣城小区一名沈姓业主激动地说，他购买的房屋
终于有望交房了。

泰发锦绣城项目因资金链断裂，于2015年停工，成为远近
闻名的烂尾楼。近年来，咸宁高新投资集团“以购代建”筹集保
障房房源，一举盘活该项目。

2021年起，咸宁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局工作专班与湖
北泰发房地产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商讨清算重整事宜，获得债权
人支持。2021年6月，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复破产重整。

2022年8月，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成立保障房公司，启动该
项目收购工作。当年12月，该保障房公司与湖北泰发房地产公
司签订房屋购买协议。其中，121套新建住房获得保障性租赁
住房认定，总建筑面积6435平方米，单套面积40平方米至80
平方米不等，协议收购价每平方米3380元，总计约2182万元。

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泰发锦绣城保障房租
户已实际入住，目前运营情况良好，计划再购买该项目新建住房
15套，拟用作保障房，并购买配套停车位126个。

近几年，为解决咸宁主城区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及新市
民、新青年住房困难问题，咸宁高新投资集团响应当地政府号
召，通过“以购代建”方式筹集保障房房源，既解决房地产项目遗
留问题，也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统计显示，咸宁高新投资集团累计投资近2亿元，收购烂尾
项目8万平方米，其中保障房617套6.6万平方米，除泰发锦绣
城外，另有老卫校保障房42套、甘鲁片区保障房242套、置境贺
胜府保障房71套、北门华庭保障房141套等。

湖北青禾技工学校校长孟鹏说，学校通过咸宁高新投资集
团保障房公司租赁公寓30套，解决年轻教师住宿问题。一名李
姓市民通过“咸宁保租房”小程序，成功申请到甘鲁片区保障房，
解决学区房房价高、房源难找的问题。

“以购代建”盘活烂尾楼

湖北日报讯（记者夏中华、通讯员刘俊杰）12月10日获
悉，咸宁市公积金“新十条”发布一月效果渐显。当月新增建缴
人数1836人，环比增加34.8％，其中新增灵活就业人员579人，
环比增加144.3％。

11月1日，在去年“十条措施”的基础上，咸宁市住房公积
金中心经过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出台了《咸宁市住房公积金
惠民生促发展新十条措施》，针对公积金缴存、公积金提取、公
积金贷款等多个环节，进一步加大住房公积金惠民生促发展
的支持力度。

新政力度最大的是，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建缴。明确灵活就
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享受贷款后连续12个月的补贴，
每月补贴180元。并且，支持全日制高校学生（毕业生）建缴，高
校学生及毕业生（以灵活就业人员或非公企业职工身份），根据
学历以按月缴存的方式给予住房公积金贷款补贴。

咸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黄四生介绍，“新十条”发布一
月，新增归集额3.13亿元，环比增加17.21％；新增提取额2.76
亿元，环比增加10.23％；新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21笔，金额
9947.7万元，环比增加30.41％。

咸宁公积金“新十条”发布一月

新增建缴人数1836人

湖北日报讯（记者夏中华、通讯员王勃、黄沚瞻）11月29
日，崇阳县首届热塑性高分子材料功能性改性及应用产业发展
论坛举行，来自全国高分子材料领域专家学者、材料研发企业技
术人员、高校及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投资机构、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代表及创业者等嘉宾齐聚一堂，共话热塑性高分子材料功能
性改性及应用产业发展。

论坛以“塑就功能材料产业 振兴青山绿水崇阳”为主题，探
讨功能材料产业发展趋势、技术创新、市场应用等热点问题，献
计崇阳功能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其间，还集中签约新型环保热
塑性高分子复合板材、热塑性材料成型模具生产基地、高分子材
料资源循环产业园等12个新项目，总投资额24.4亿元。

新材料产业具有技术高度密集，研究与开发投入高，产品的
附加值高，生产与市场的国际性强，以及应用范围广，发展前景
好等特点。近年来，崇阳县聚焦产业链延伸和集群发展，着力园
区建设、招商引资、企业培育等，特别是围绕绿色高分子材料循
环产业园项目编制了产业发展规划，制定了相关配套政策，补齐
产业链条。

“将建设占地1000亩的高分子材料资源循环产业园，未来
十年计划年产值300亿元以上，打造未来支柱产业。”崇阳县相
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已悄然崛起新材料产业，目前该产业聚集规
上企业19家，今年前10月累计完成工业产值21亿元。就在12
月5日，该县四季度26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58亿元，其
中崇阳县绿色建材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就位列其中。

崇阳悄然崛起新材料产业
今年前10月产值21亿元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尹航）“我以为要三四天时间，没想
到当天申请当天用电。”12月1日，咸宁市咸安区官埠村村民
李志安在“网上国网”app上申请新增一块三相四线表，网格员
完成现场勘测、安装电表等工作，让他体验了“一次都不跑”的
办电流程。

为落实数字化转型要求，国网咸宁供电公司营销部加快推
进数字化供电所建设。在咸宁74家供电所中，以咸安官埠、崇
阳石城和赤壁赵李桥3家供电所为试点，打造示范型数字化供
电所，其余供电所打造标准型数字化供电所。

所务管理，应用指标看板和绩效看板，实现经营指标“可视
化”展示、员工绩效“可量化”评价；业务执行，应用工单看板，实
现任务工单“跨系统”融合、专业知识“随身式”共享；现场服务，
应用手机i国网，实现移动作业“一终端”应用、现场服务“一站
式”办结。截至目前，标准型数字化供电所已实现全覆盖。

在深化数字转型赋能行动中，国网咸宁供电公司营销部
积极组建数字化团队，每季度集中三天开展课题研究和讨论，
选取与基层工作实际联系较紧密的需求进行项目开发，目前
已有两个RPA应用上传省公司共享组件平台。同时，针对一
线班组、供电所，定期开展推广培训，激发基层员工对数字化
应用的热情。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营销部介绍，将持续聚焦数字技术与
营销业务深度融合，赋能业务、服务基层、引领创新，提升人工
智能、RPA等数字技术实用化应用，以数字化手段不断提升供
电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更坚强
的电力保障。

数字化供电所鄂南实现全覆盖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振求 夏中华
通讯员 胡剑芳 熊虎

忙时耕田地 闲来著诗文

这首《鹧鸪天》获得该镇第十届农
民诗联大赛一等奖，作者是横沟桥镇农
民诗社社长、长岭村61岁的村民钱立
根。8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寻访到他
时，他正在油茶园里除草。

满坡茶花如雪开放，诗意盎然；
但花丛中忙碌着的，却是一位地道的
农民。

钱立根读过高中，作文很好，但偏
科严重，高考不第，只好回乡务农。为
了生存，他什么活儿都干，挖土方、做小
工、拉砖坯，后来又从事水电门窗安装、
电焊等。他把自己磨炼成一个谋生的
多面手，但唯一不能赚钱的那点爱好却
始终没有放弃，那就是写诗。一路打
工，他节衣缩食，订阅了《诗刊》《星星诗
刊》《长江文艺》《萌芽》《芳草》等众多期
刊，并购买了大量书籍，目前，他家的书
籍已有几千册。

在生活最艰难的1993年，他出版
了处女诗集《钱立根诗选》，至今已出版
个人诗集共 4 部，收纳诗词 5500 余
首。在最新出版的诗集《听月楼诗稿》
扉页上，他自题一首七绝《小草》，仿佛
是写给自己的一幅自画像：终生努力把
头抬，却被他人作怪胎。野火锄头都用
尽，依然不碍我登台。

在农民诗社里，能把坚硬的生活过
成诗意的，还有鲁敦喜。鲁敦喜小钱立
根10岁，也上过高中，当过民办教师，
现在家附近一家工厂上班。每当夜幕
降临，他都要赶往当地一家报社，与编
辑记者为伍，他在那里负责校对工作已
有10多年了。鲁敦喜以写小小说见
长，作品常见于《微型小说选刊》《小小
说月刊》等。而今，他在家里办起了农
家书屋，偌大书房藏书数千册，还被辟
为咸宁市小说学会创作培训基地。

零门槛入社 高起点培训

依托横沟桥镇文化站，农民诗社每
月举办一次诗词培训课，一年八次。50
岁的余德华一次都不舍得落下。他家
住在十几公里外，乘公交辗转需要1个

多小时，他都风雨无阻。
就像香菱学诗一样，农民诗社招

收学员无学历门槛，全程免费。只要
能识字，会说顺口溜，会作打油诗，都
可以入社培训。培训期间，文化站提
供一次免费午餐，没有固定收入的还
可以领取5元交通补助。不仅如此，像
钱立根、鲁敦喜这样省、市作协的注册
会员，只要是农民身份，其会费由文化
站报销。文化站还将培训课开进学
校、企业和村湾。依靠这样的精耕细
作，近10年来，已先后有1.3万人次学
员入社培训。至目前，全镇共有农民
诗人300余人，楹联能人200来人，先
后有1016幅诗联作品被国家、省、市、
区级刊物采用。

农民诗社培训以讲格律诗写作
为主，青龙山高中退休高级教师黄
钟为诗社授课已有10来年了。他告
诉记者，格律诗除了要懂格律，更要
讲章法，其谋篇布局起承转合与作
文一样。一名学员写了一首咏鹦鹉
的讽喻诗：

它本深林鸟，自由振翅飞。
只因贪恋起，永世不回归。
擒在笼中住，披着七彩衣。
一张乖巧嘴，没了是和非。
这首诗中的“只因贪恋起，永世不

回归”是全诗的警句，应该放到尾联才
好。即先写笼中鸟的生存状况，后追溯
警示原因。他建议改成：

口啄笼中食，身披七彩衣。
一张乖巧嘴，不论是和非。
原本自由鸟，翩翩振翅飞。
只缘贪恋故，真性不回归。
如此深入浅出的指导，让众多学员

受益颇丰。余德华本是写自由诗的，参
加培训后他又爱上了格律诗。他说，格
律诗用字精练，在韵律方面也更讲究。
当合适的题材遇上熟悉的词牌，诗意便
恣意流淌，产量也越来越高。在钱立根
收录进《听月楼诗稿》的词作中，《鹧鸪
天》和《卜算子》都多达100余首，应该
是对喜欢的词牌拿捏娴熟的缘故。

上可问唐宋 下可传子孙

年来六十白头新，性格刚强不信
神。但得朝朝吟雅句，何愁损失这青
春？在《听月楼诗稿》后记中，钱立根以

这首小诗作结。
当年没考上大学，真没有遗憾？钱

立根说，考上大学的那些同学现在都退
休了，打牌旅游带孙子，各得其乐，但我
有我的精彩。劳作挥汗之际，感慨杜甫
之际遇，体会东坡躬耕之辛劳，往往诗
兴大发，田中一禾一草，村中一事一物，
皆可入诗。“就连带孙子都跟他们不一
样，我会教他们唐诗宋词。”钱立根说，
正如那首《小草》，大家都退休了，但“依
然不妨我登台”。

余德华办有养鸡场，高峰时有五六
千只。乡亲们戏称他“鸡司令”，妻儿则
常笑他是“诗魔”，吟诗入魔时常忘记喂
食。家有诗人气自华，余德华的三个孩
子都爱看书，没有一个玩游戏的。

把自己的书房开放成农家书屋，教
孩子们写作，晚上到报社做校对，还兼
职湖北日报新闻客户端通讯员，农民鲁
敦喜不停地从土地中吸取营养，一直在
用文字记录和讴歌乡村的巨变。

农民们为什么爱学格律诗？诗社
培训为什么要教格律诗？“因为传统诗
词与乡村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黄钟
说，孟浩然把酒，苏东坡讨茶，辛弃疾听
蛙，写的都是农人农事。学好格律诗，
须熟读唐诗宋词，与古人对话，上可承
袭传统，下可传诸子孙，何乐而不为？

65岁的刘平退而不休，现在仍返
聘担任横沟桥镇文化站站长。历经多
年的亲手培育和耕耘，他亲眼见证了在
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农民诗社发
展壮大的不凡历程。在城市化进程不
断演进和乡村空心化加剧的背景下，横
沟桥镇以农民诗社为抓手，常态化开展
形式多样的诗词培训、交流和比赛，持
续坚持文化惠民进学校、进企业、进乡
村，迅速占领了广大乡村文化市场，既
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又能带
动孩子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习得
审美、陶冶情操。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镇委、
镇政府将继续加大投入支持诗社建设，
以文化振兴促进横沟高质量发展。”横
沟桥镇党委书记王威表示，希望农民诗
友用手中的笔为新生活泼墨，让诗联文
化的种子在横沟桥镇落地生根，枝繁叶
茂，共同守护和擦亮“中华诗词之乡”

“中国楹联文化镇”这两张文化名片。

300农民诗人竞诵《鹧鸪天》
——横沟桥镇农民诗社探秘

钱立根在油茶园里除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振求 摄）

“远望农村尽换装，家

家户户住楼房。如今机械

成帮手，不用连枷来打场。

天擦黑，摆音箱，门庭

正好舞霓裳。路灯蓄足正

能量，照得人心好亮堂。”

秋收已满仓，油菜已栽

田。12月1日，正是冬闲时

节，暖阳高照，咸安区横沟

桥镇东站广场人头攒动，

该镇的农民诗人们竞相登

台，诵诗词、对对联，好不

热闹。

海棠结社，菊花赋诗，

像大观园里公子小姐们那

般雅集赛诗；横沟桥镇的诗

联大赛已连办了十届，而他

们的农民诗社则已成立了

十六载，300 余农民诗人活

跃在这片热土。

鲁敦喜把自己的书房开辟成农家书屋。
（湖北日报通讯员 胡剑芳 熊虎 摄）

农民诗人表演三句半。

诗联大赛上，横沟桥镇中学学生朗诵农民诗人刘平创作的诗歌。（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湖北日报通讯员 胡剑芳 熊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