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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王成龙、
通讯员王晓丽、张薇）12月 21
日，湖北省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
纪念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座谈
会在汉召开。会议透露，湖北正
广泛动员民营企业、爱心人士、
社会组织助力西藏打造乡村振
兴示范村，示范村选址西藏山南
市乃东区结巴乡格桑村，并已于
今年9月启动建设。

格桑村人口827人，是结巴
乡重要的青稞产区，但由于三产
融合发展程度较低，导致该村未
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玖润阁（武汉）贸易有限公司
与西藏一家国企合资成立了西藏
雅莹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格
桑村投资打造葡萄酒生产基地。

“等到生产基地二期项目竣
工，我们将实现年产10万瓶葡
萄酒，吸纳当地120至150人就
业。”该公司负责人张坤说，葡萄
酒生产基地项目除了产酒，还计
划开发文旅功能，通过建设酒
庄，推出集品酒、住宿、林卡等于
一体的酒庄游文旅产品。

湖北省建藏援藏工作者协
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此次乡村
振兴示范村项目。协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广泛动员民营企

业、爱心人士、社会组织助力西
藏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时，相关
职能部门、国有企业积极发挥引
导作用。此次示范村建设中，中
南建筑设计院围绕产业发展提
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改
善、公共服务建设、防灾减灾5
个方面编制规划；省援藏办、省
民政厅、省工商联与山南市政府
签订相关合作协议，初步搭建起

“政府引导、协会组织、社会助
力、基层实施、全员参与”助力乡
村振兴新格局。

为充分鼓励社会力量瞄准
格桑村所需，省民政厅将社会组
织参与山南乡村振兴纳入年检
内容和等级评估；省慈善总会专
门设立援藏专项基金账户，规范
捐赠资金使用；省工商联发挥联
系各级商协会的优势，动员民营
企业积极参与。眼下，湖北已策
划了17个项目，这批项目将陆
续在格桑村落地。

省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相
关负责人说，按照规划，到2027
年，格桑村将实现乡村产业发展
壮大、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基础
设施面貌更新、公共服务效能提
升的目标，建成高原三产融合发
展村、山南文旅体验村。

湖北引导社会力量
进藏援建乡村振兴示范村

湖北日报讯（记者杨宏
斌、通讯员高裕）12月21日，武
汉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揭牌成
立，这是湖北首个实体化运行的
纪检监察研究院，将聚焦纪检监
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资政建
言三大任务，围绕全面从严治党
等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有组织科
研、高标准教学、高质量培训，助
推湖北乃至全国党风廉政建设、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
等为武汉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
揭牌。省纪委监委、省纪检监察
协会、省教育厅相关领导，来自
全国十余所知名高校、廉政研究
机构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出

席研究院成立大会。
武汉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

将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纪检
监察实务与学术交流的前沿高
地，培养纪检监察专门人才和后
备人才的重要阵地，服务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智库基地，
争做全国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
示范平台。

省纪委监委大力支持武汉
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建设，首批
选派3名副厅级干部担任研究
院实务导师，促进教学科研与纪
检监察工作实践互促共进。

据悉，研究院将从2025年
起招收监察法学专业博士、硕士
研究生。

武汉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成立
系湖北首个实体化运行的纪检监察研究院

12 月 21 日，“冰火之
旅”宜昌市第二届大众冰
雪季“昭君旅游杯”滑雪公
开赛在五峰国际滑雪场激
情上演，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 300 多名滑雪高手
参加冰雪巅峰竞速，1000
多名冰雪爱好者乐享冬日
冰雪乐趣。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松 通讯员 蔡亮 王
雷 摄）

五峰冰雪赛事
引爆冬日激情

（上接第1版）
在闵黑子的劝说下，妻子李桂茹在村里开起第一家

农家乐，主打“堰河味道”。第一年赔了，第二年保本，第
三年效益好起来。最多的时候，一天28桌。

村里人看到希望后，纷纷上门取经。李桂茹带头组建“巧
厨娘”妇女小组，结伴前往四川、武汉、山东等地学习。而后，村
里经营农家乐、卖土特产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游客多了，商户多了，矛盾也多了，宰客杀熟、恶性竞
争等问题相继出现。

如何把分散的商户统起来？
“组建村庄共同体，让大伙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赚在一

起。”闵黑子说干就干，成立村级生态旅游经济专业合作社，鼓
励村干部带头入股、村民跟股，让村民变成集体经济合伙人；实
施“统分结合”的经营模式，既有灵活经营，又有规范管理。

记者在村里看到，所有土特产明码标价，张榜公示。比如，灰
鸡蛋1.5元一个、山茶油120元一斤等；经营农家乐的商户，菜品
统一价格，开发特色菜需要向村里打报告，同意后才能上餐桌。

“炭锅腊蹄118元、堰河土鸡汤98元……价格家家
户户都一样，开发的新菜不能高于市场价。”经营农家乐
的村民祝勇说，他家推出的新菜烤全羊，在村里组织多轮
试吃后，才被允许上桌。烤全羊标价40元一斤，色香味
俱全，成了他家的“镇店之宝”。

“个体经营户，我们引导错位发展，差异化竞争；合作
社接待的团队游客，吃饭、住宿都是轮流派单到各经营
户。”闵黑子说，“一起干一起赚”的村庄共同体将村民与
集体紧密联结，实现人人有股，年年分红，抱团发展。

乡村建设“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随着乡村旅游越做越火，堰河村成长为乡村振兴的
“模范生”。

但游客多了，又面临接待能力跟不上的烦恼。
有村民建议，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引入更多信贷资

金，大干快上谋大项目；也有村民建议，要随城市化步伐，
建公园建广场，打造一个洋气时尚的堰河村。

是引进大项目，还是保持乡村风貌？
堰河村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鄂州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为堰河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
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
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闵黑子态度鲜明：“农民是过日子的、养家糊口的，有
多大脚穿多大鞋，不能搞华而不实的，不能借债做形象工
程，更不能盲目照搬，把乡风乡韵搞没了。要让农村更像
农村，保持原生态、乡土味，让村里人乐享、城里人向往。”

2016年，堰河村启动民俗园建设，留住村民的乡愁。
村里统一外部建筑风格，村民设计内部装修，一栋栋

黄土墙、花窗、青砖灰瓦的小楼拔地而起，茶楼、民宿、餐
馆、书画室、豆腐坊、土特产店纷纷开张，浓郁的民俗文化
让园区一下子火了起来。

堰河村一跃成为湖北旅游名村，先后捧回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绿色示范村、中国最
美休闲乡村等金字招牌。

眼下，民俗园三期正加紧建设，52户农户将经营首
饰制作、根雕等非遗项目，将传统老手艺发扬光大，为游
客安放乡愁、治愈心灵提供新场地。

村里也积极引入新业态，打造“山野农场”特色民宿，提
供露营烧烤、村咖等服务，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打卡”。

成立“1+7大堰河共富圈”

“售卖乡愁”的蛋糕越做越大，如何分好蛋糕成为闵
黑子思考最多的问题。

在合作社每3年一次增资扩股的制度下，2022年，
堰河村实现村民全部入股。没有收入来源的困难人群、
易地搬迁户，享受无偿配股。

“当初入股2000元，现在按照55%的分红比例，每年可
以领取1100元。”“鸡蛋换坦克”的经营户冯毕建给记者展示
一张银行卡大小的红利卡，卡片内存着村集体分红。村民
拿卡到村里的生态旅游经济专业合作社“刷”生活物资。

“现在的分红比例是55%，会逐步提升至100%。入
多少就分多少，年年有、年年增。”闵黑子底气十足。

这份底气来自一组硬核数据：全村旅游综合收入超
过1亿元，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2.02亿元，村集体经济纯
收入达到320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8万元。全村
连续17年无上访、20多年没有小偷小摸和刑事案件。

看到家乡日新月异，八成在外打工的堰河人都回了
家，“00后”大学生也纷纷回乡创业，老村庄焕发新生命。

2023年，带领乡亲们致富的闵黑子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他更忙碌了。

“乡村旅游要破解旅长游短，必须从单打独斗到区域联
动，形成小气候。”在闵黑子的推动下，堰河村联合周边7个
村，成立“1+7大堰河共富圈”，共同打造“茶旅小镇”，推出书
香茶旅、浪漫茶旅、寻根茶旅、诗酒茶旅、红色茶旅等五大乡
愁产品。今年，这7个村的村集体收入均突破20万元。

“今天的堰河，不是理想的堰河，堰河的发展还会更好。”闵
黑子说，2025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施行，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的认定，将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维护
村民根本利益。“堰河探索”有了法治护航，共富的后劲更足了。

有人问闵黑子，做乡愁生意实现共富，这么好的点子
咋想出来的？

闵黑子嘿嘿一笑：“听总书记的，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上接第1版）
从土河起步，道观河、三庙河、

沙河、少潭河等纷纷入列，同频共
振，武汉市首个以区为单位的小流
域全覆盖治理样本呼之欲出。

撂荒地成为香饽饽

种粮大户纷纷来“抢”田

水是农业的命脉，小流域
治理带来的不仅是一方平安，
更是金灿灿的粮食。

“听说旱包子变成历史，我
们从钟祥赶到新洲，一口气流
转7000亩土地种水稻和油菜。”
12月15日，新洲区潘塘街，湖
北勤发种植合作社的股东们正
忙着为来年春耕准备种子和肥
料，10余台大型农机蓄势待发。

闻讯赶来的武汉夯实农业
公司流转2600亩撂荒地，湖北
裕金农农业专业合作社一口气
流转1.3万亩田地。一股“抢”
田旋风正在新洲刮起。

“小流域连接着一方水土，
照应着一方百姓。”新洲区区长舒
基元介绍，在小流域治理中，新洲
区将农民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选
项。这一思路得到了广大农户欢
迎，纷纷扛起锄头，投身行动，成
为小流域治理的坚定拥护者。

在率先试点的潘塘街叶家
里，记者看到，作为土河水系治
理的中枢，一座中型泵站已基本
成型。每年干旱之季，利用泵
站，将土河河水从地势较低的水
域抽入最高点，然后沿着地势，
从高到低，流向四通八达的干
渠，最终抵达千家万户田间地头
的毛细血管，滋养每一寸田地。

“过去因为缺水，收成有一
茬没一茬，很多乡亲痛别耕地外
出打工。”潘塘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杭说，眼下，尝到甜头的农民
们争相回乡，参加沟渠的清淤劳
动，挖出的大量肥沃河泥堆积入
田，成为上好的肥料，“沉睡田”
被彻底唤醒，成为抢手的香饽
饽，流转租金也水涨船高。

好山好水出好粮。荃银、

北大荒等全国粮食龙头企业对
土河沿岸的土壤进行了多次化
验，这里不含重金属，生态与小
气候俱佳，土质肥沃，非常适合
播种香稻等优质水稻。

目前，这两家龙头企业正与
新洲农投平台合作，统一技术、统
一种子、统一回收，统一品牌和销
售，将小田归并成大田，彻底解决
谁来种田和大规模科技种田的难
题。新洲区复制这一模式，在全
区推广建设10万亩优质高产水
稻制种与示范种植区。

好山好水变聚宝盆

一街一品解锁乡村振兴密码

由水改入手，新洲区全面
布局，对乡村环境进行深度治
理。如今，水清岸绿，水鸟蹁跹，
白鹭成为“常客”，河里的鱼也多
了起来。古老乡村有“颜值”更
有“气质”。“水质监测站的最新
数据，大部分河流已跻身水质较
好的阵营。”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新洲分局局长张涛介绍。

“一到这就闻到了满街的
香味，真鲜！”冬日的汪集街，吸
引上千名游客前来品尝鸡汤。
汪集鸡汤是汪集街道的传统特
色美食。当地以优质水源为原
料，倾力发展壮大汤食产业，规
划120亩，总投资2.3亿元的汪
集汤食文化产业园已开工，带
动2万土鸡养殖户链上产业链。

三店街宋寨村，5000亩的
桃园里，桃农们正忙着采摘、晾
晒、分拣桃胶。优质水源培育
出的桃胶富含胶质蛋白和纤
维，养颜健体，被称为“土燕
窝”，深受女性欢迎。新洲区从
这个小切口发力，培育桃胶产
业，基地日加工桃胶达8000斤
左右，通过电商平台出口到新
加坡、尼泊尔等国家。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
样。”新洲区正努力将小流域综
合治理试点与乡村振兴有机融
合，打造成超大城市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重要样板。

闵黑子的乡愁共富路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三春、实习生江婉婷、通讯员
刘秋娥、王思奇、吴申畅）澳门人喜欢吃美味的葡式蛋
挞，制作葡式蛋挞需要新鲜鸡蛋。一枚枚小小的鸡蛋牵起
澳门和江汉平原。12月20日获悉，在荆州市荆州区，仅湖
北宇祥畜禽有限公司一家，每周发往澳门的鲜鸡蛋就达到
100万枚以上，成为内地与澳门经贸合作的一个缩影。

拣选、清洗、杀菌、喷码……在宇祥畜禽有限公司的
蛋品加工车间，全自动化的保洁蛋生产线每日繁忙运转
不停歇。公司负责人冯林介绍，宇祥公司自2004年成
立以来，凭借严格的质量控制和不断创新的产品线，赢
得了澳门市场的广泛认可。如今，该公司每周都有大量
鲜鸡蛋和皮蛋从湖北发往澳门，其中鲜鸡蛋的市场份额
高达90%，成为澳门市民餐桌上的常客。

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冯林表达了对澳门同
胞的深情祝福。他说，25年来，内地与澳门之间的经贸
合作不断深化，作为一家内地企业，是参与者也是见证
者。能为澳门市场提供优质蛋品，他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将持续创新、不懈努力，将这份来自内地的心意
与关怀，完美地送达澳门同胞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冯林说。

澳门鲜蛋九成来自湖北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通讯员 白磊

“我在澳门读书深造，在湖北创业追梦，希望鄂澳
之间珍贵的友谊历久弥新，为两地人民带来更多福
祉。”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武汉纳视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贾雪源表达自己对湖北与澳门的
祝福。

该公司落户于湖北首个鄂港澳青创园，是一家专
注于高精度微纳检测设备和显微加工技术的科技公
司。贾雪源是该公司大力引进的高端人才，她的本科
及研究生阶段均就读于澳门科技大学，主要研究半导

体芯片检测，利用人工智能检查制造工艺的合规性，
致力于将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产品和服务。

“我与湖北缘分匪浅。”贾雪源说，自从加入湖北
的创业企业，就被这片土地上涌动的创新创业热潮所
感染，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行业内搭建起交流平
台。一方面帮助公司寻求与澳门企业、科研机构的合
作，共同开展科技创新项目；另一方面也将澳门的科
技创新资讯带回湖北，促进前沿技术交流。

企业所需，就是鄂港澳青创园的服务所在。据
介绍，武汉市武昌区以服务鄂港澳三地青年发展作
为切入点，创新打造了全省首个鄂港澳青创园。园

区由武昌区团委牵头实施，定位打造鄂港澳青年创
新创业示范点、鄂港澳青年交流中心和鄂港澳青年
服务驿站，形成六大“青创+”（青创汇、青创投、青创
库、青创训、青创赛、青创星）服务体系，出台租金装
修补贴、人才住房补贴、鼓励融资奖励以及赛事活动
补贴等专项政策，并针对鄂港澳三地在校大学生创
业提供免费空间及辅导，持续为鄂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赋能助力。

鄂港澳青创园自今年4月开园至今，已通过链接
政府、高校、知名企业，开展了各类“双创”交流活动数
十场，服务惠及超百名澳门相关背景的青年，为他们
提供了在鄂创业、实习、就业等各方面服务。

湖北首个鄂港澳青创园的创业者

“我在澳门读书深造，在湖北创业追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左晨 通讯员 张启山

12月20日10时许，澳门横琴口岸出口，人来
人往，许多市民、旅客选择乘坐澳门轻轨横琴线往
来澳门和内地。

以前，从内地来澳门的旅客从横琴口岸过关，
只能坐巴士或的士经过莲花大桥进入澳门。横琴
线开通后，旅客能直接从口岸坐轻轨到氹仔，非常
方便。当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通过与铁四院澳
门项目部项目经理邵翔视频连线，亲眼看到了这
一幕。

今年12月2日，由在鄂央企铁四院参建的澳门
轻轨横琴线开通运营，这是连接澳门特别行政区与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重要纽带，也是澳门特区政
府重点打造的民生工程及澳门回归25周年的献礼
工程。项目全长约2.2公里，设有“莲花站”和“横琴

站”两个车站，全程行车时间约2分钟，班次约6分
钟一班。

“我参与设计的轻轨让澳门人生活更便捷了，
对此，我心里十分欣慰。”邵翔说，横琴线开通以来，
每日高峰客流量达到1.6万人次，成了连接内地与
澳门的重要通道。

25年来，铁四院的设计师们修桥架隧，从澳门
回归时的莲花大桥，到2013年澳门大学海底隧
道，再到澳门大学连接横琴口岸通道桥和澳门轻
轨横琴线，一项项重点工程让澳门与内地紧密相
连。

眼下，邵翔和同事正参与澳门轻轨东线工程的
设计建造工作。

“今年是我来到澳门的第6个年头，作为来自
武汉的澳门建设者，我愿意为澳门发展贡献更大的
力量！”邵翔说。

来自武汉的澳门交通建设者

“我参与设计的轻轨让澳门生活更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