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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童壁 肖熠

在英山，谁不知道邹倩？她是党的
二十大代表，17岁进入孔家坊乡农村福
利院（以下简称“孔坊福利院”）工作，一
干就是29年。可很多人不知道，不仅照
顾孤寡老人是把好手，她对管理福利院
也“门儿清”，还探索出了“互助养老”的
新模式。

一床难求的福利院

“邹院长，这是我爸爸12月的代养
费，请查收。”11月10日，“叮”的一响，邹
倩又收到一个微信转账。

孔坊福利院现有床位94张，全部住
满，除了五保户，还有社会代养53人，其
中七成是失能老人，最远的来自安徽霍
山县。由于子女多在外打工，手头不宽
裕，只能一个月一个月地缴费。“他们不
会操作对公账户，只好微信转账。”邹倩
解释说。

我国建立农村福利院的初衷是为五
保户养老兜底。邹倩清楚地记得，从
1995年的土砖房，到现在的电梯房，院

里的硬件每隔几年就上个台阶，费用保
障也越来越好。特别是2005年国家取
消农业税后，五保户由村集体保障改为
国家供养，生活费、护理费更是逐年上
调，“农村孤寡老人真是逢上了好日子”。

让邹倩没想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农
村老人在子女的陪伴下，找上门来。

“论社会化服务，乡村赶不上城里。
农村人老了，养老是个大问题。”邹倩说，
子女在外的，由于住宿不便、生活习惯不
同等原因，老人很难随住。如果身体不
好，更让一家人左右为难。

2014年，在邹倩争取下，孔坊福利
院开始试点社会代养服务，并坚持至今。

在这里，社会代养老人和五保户一
起同吃同住，享受同样的照顾。福利院
参照国家兜底标准适当收取代养费，每
月从2000元到2800元不等。由于集中
供养的规模优势，年底还有一定结余，
用于设备更新和给老人添置衣物、改善
伙食。 （下转第2版）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巍巍、通讯员胡纯
波）“38元/斤，比市场价高出1块多。”12月
25日一大早，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养殖户
刘永伍麻利地将600斤刚出水的黄鳝装
箱。经过原产地检测，这批仙桃黄鳝坐上物
流快车，直供四川、山西两家连锁酒店。

“一部手机连接全国大市场。”几天前，
刘永伍登录黄鳝供应链平台，发布“大量鲜

活仙桃黄鳝出售”信息，足不出户订单就找
上了门。

仙桃是“中国黄鳝之都”，全市养殖面
积25万亩，黄鳝年加工产能近2万吨，全产
业链综合产值达100亿元。过去，产地与
市场间信息不对等，好鳝卖不出好价格。

今年10月，仙桃市国有投资平台和市
场主体共同出资，成立仙桃市黄鳝农产品

供应链有限公司，搭建“仙鳝链”平台，让养
殖塘与大市场对接零距离。

“不止黄鳝交易上链。”仙桃市黄鳝农
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传宝介绍，
该公司供应链平台围绕“种养加销安”全产
业链条，上线种苗繁育、幼苗培育、养殖设
施、投喂饲料、金融服务、物流运输、市场交
易等不同应用场景。目前，该平台已入驻

800余户黄鳝养殖户、100余家上下游关联
企业，以及多家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

“平台集中采购投喂料，质优价廉，送
货上门，让养殖户省时省心。”朱传宝算了
一笔账，该平台通过联合采购饲料，每斤减
少支出0.5元至0.8元。由于出货量大、单
多，头部物流公司给出的价格更加优惠。
据测算，每单物流成本下降10%。此外，银
行、保险等为仙桃黄鳝开发专属信贷和保
险产品，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黄鳝产
业的每个环节。

目前，仙桃黄鳝已跨省“拱”上浙江、上
海、重庆、成都、山西等地市民的餐桌。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翻译的《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日文版，近
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
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日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

文、俄文、阿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
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展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强国际社会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认
识，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宇、实习生李姝羲）在宜昌市五峰
土家族自治县十二生肖主题口袋公园，健康步道上画着十二
生肖的卡通形象，憨态可掬，趣味横生。每个生肖卡通形象
还对应一个相关的神话传说，通过扫码即可聆听生肖故事。

在湖北，像这样高颜值、有内涵，能健身还能学知识的口袋公
园还真不少。近日，湖北省住建厅公布湖北省2024年度“最美口
袋公园”名单，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十二生肖主题口袋公园、江夏区
美好儿童公园、黄梅县人才书香园等50个口袋公园入选。

今年初，我省十大民生实事清单提出，新建嵌入式城市口
袋公园220个。全省各级园林绿化部门以口袋公园建设为抓
手，办好民生实事，努力实现“出门见园，推窗见景”。截至目
前，全省共“上新”口袋公园260个，完成年度任务的118%。

各市州纷纷利用城市边角地，将口袋公园打造成展现城市
魅力、彰显城市历史文化的窗口，通过高颜值、聚巧思，让居民
走得进、坐得下、玩得开。不少地方积极打造“口袋公园＋”模
式，在惠民生、创场景、营业态等方面下足功夫，畅通两山转化
路径，积极传播城市文化，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福利。

截至目前，湖北省共有1330个口袋公园。省住建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抓住“一老一小”重点人群需求，充分
利用城市边角地，打造更多功能齐全、风景宜人的口袋公园，
提升口袋公园的辐射广度和服务质量。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日文版出版发行

英山孔家坊福利院探索互助养老

近百位老人其乐融融一个“家”

左图：邹倩和福利院的老人在一起。右图：福利院的老人们已习惯互相照顾。

出门见园 推窗见景

湖北50个口袋公园
入选“最美”名单

“仙鳝链”入驻百余家关联企业

仙桃800多养殖户家门口拿订单

用汗水
为梦想加冕

——郑钦文成长之路
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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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宇

此刻，在中东地区某港口，一艘货
轮正在装船，即将载着3万吨硫黄驶向
中国，预计2个月后抵达镇江港。

不远万里买到它的，是湖北国发供
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公
司”）。而它的最终买家，是湖北宜昌的
一家磷化工龙头企业。

国发公司，正是湖北磷化工供应链
综合服务平台的运营方。这条链，串起
磷化工产业上下游，锁定原料采购成
本，确保稳定货源供给，提高供应链的
稳定性和韧性。为磷化工产业增势赋
能，降本增效。

狙击“狂飙”的硫黄
半年时间打通海外直采

“一个月内，价格涨30%，仍一货难
求。”谈及今年下半年的硫黄价格，国发
公司副总经理邓梦智用了一个词：狂
飙。今年6月，该公司正准备启动硫黄
海外直采业务，就遇到了硫黄价格突然
上涨，不少有意合作的磷化工企业开始
不淡定了。

硫黄和磷化工有什么关系？邓梦
智介绍，硫黄价格是磷化工产品价格的
决定因素之一。

磷化工产业链的上游原料相对单
一，主要是磷矿石和硫黄。我国磷矿石
资源比较丰富，自给率相对较高；硫黄
资源比较少，进口硫黄数量占到近一
半。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硫
黄需求量增长，全国硫黄市场长期处于
供不应求状态。

在下游磷肥、磷酸铁等产品中，硫黄
原料单耗较高，成本能占到产品总成本
的20%左右。这就意味着短期内硫黄成
本的波动对产品成本、利润影响较大，给
产业链相关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

以磷酸铁锂电池生产厂家为例。它
既是磷化工产业链的下游，也是汽车产业
链的上游。眼下，正处于汽车行业降成本
的大背景，一边是一路上涨的原料价格，
一边是要尽力压缩的生产成本，行业供应
链的每个环节都会显得更加紧绷。

如何缓解这种紧绷？邓梦智团队
给出的答案是：产地直采。

此前对湖北当地磷化工相关企业
进行调研时，该团队发现，湖北地区的
磷化工龙头企业多达七八家，硫黄年采购总量在七八百万吨
左右，规模优势明显。但企业采购方式传统，都是各自找渠
道采购，九成是采用现货贸易方式。 （下转第5版）

导 读

白鸭垴村2000多人，上到105岁，下至10岁，人人都会讲故事

故事村里的新中国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泽牧

“空气中弥漫着果香，山里挂满了青色
的柑橘，美丽的姑娘一边采摘，一边品尝甜
津津的橘子……”

12月28日下午，在宜都市高坝洲镇白
鸭垴村，74岁的村民熊洪仁通过微信语音，
给外地朋友讲述《青橘姑娘》的故事。

白鸭垴村有2000多人，上到105岁，
下至10岁，人人都会讲故事，还有166位

“故事能手”。
熊洪仁是宜都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

故事分会副会长，讲了一辈子的故事。
《糊涂官打百姓》《兄弟学艺》《金龙秘

洞》《清江渔嫂》……小小山村里，一个个民
间故事，也传诵着时代变迁。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们的故事一
直在变，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他感慨。

12月24日，白鸭垴村被授予“湖北省
民间故事村”。

《兄弟学艺》：小故事里的时代之变

早在清朝道光年间，白鸭垴村就有围
炉讲故事的传统。《张公子赶考》《掺水的酒
老板》……从各地民间传说、奇闻轶事，到
田间地头、婚丧嫁娶，都是村民津津乐道的
故事素材。

熊洪仁说，旧社会，白鸭垴的故事主要
都是对当时吏治腐败、虚伪礼教、科举弊端
进行的嘲讽。有个故事叫《糊涂官打百
姓》，讲述的就是糊涂县官断案，导致村民
有冤难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吹响

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上世纪八十年代，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村经济发生空前变
革，农民热情高涨，家庭收入大幅增加。白
鸭垴不少村民走出山村，去外地谋生学艺，
村里涌现了很多致富能人。

当时，村里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叫

《兄弟学艺》。讲述的是村里两兄弟，老大
选择当瓦匠，老二去广州进货卖衣服。爹
妈一致反对老二做生意，认为是投机倒把，
但他坚决要搞。老大每月给家里交几百块
钱，老二因货不对路，亏损了。后来，老二
转变思路，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村里第一个
万元户。

“这个故事是根据两兄弟的真实经历
改编的。”熊洪仁说，这些故事，一是为给乡
亲们壮胆，二是帮助大家打开劳动致富的
门路，“只要思想的路子打开了，就不愁富
不起来。”

架电线、修水管、彩电进村……村里的
巨变，都在《老五买酒》《大彩电进村》《美好
姻缘》等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中，传唱开
来。

《金龙秘洞》：老故事里的发展之变

穿行在林间的柏油路上，若不是村党
支部书记熊爱民提醒，真看不出这错落有
致、山水和美的现代村，是当年深沟大壑里
的“白鸭垴”。

“我们这里有句民谣：‘从前是山高石
头多，挑水要下河。天干就扎口，下雨裹成
泥巴坨。’现在早已变成水泥路到家，机械
化喷药。”熊洪仁笑道。

（下转第9版）

白鸭垴村农家故事会。 （资料图片，受访者供图）

11月4日至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北考察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
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11月25日，省委
召开专题会议，要求“针对城市和农村的
不同实际，因地制宜找准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探索可复制、可
推广的模式”。英山孔家坊乡农村福利
院经过多年探索，走出了一条经济上良
性运转，管理上卓有成效，社会各方满意
的“互助养老”农村福利院管理模式。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