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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观察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杨、通讯员吴江）12月12
日，湖北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天门专区产学研对接
暨科技金融对接活动举行，京晟生物科技公司等8
家企业与湖北大学等科研院校签订产学研合作协
议，天门市科技局等6家单位与邮储银行天门市支
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据介绍，天门市充分整合科创资源，推动湖北科
技创新供应链线上平台天门专区于4月 14日上
线。截至目前，天门专区入驻企业738家，共征集科
创需求893项，累计促成对接352项。

“入驻湖北科创供应链平台后，我们发布技术需
求，成功与湖北大学开展对接。”湖北九邦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俊峰说，与湖北大学合作过程
中，公司合理分配研发投入，研发实力得到快速提
升，针对下游客户的难点、痛点问题，找到了有效解
决方案。

今年，该公司与湖北大学共同建立研发平台，先
后获评省级实习见习基地、省级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和创客中国优秀奖等荣誉，高能锂离子电池特种电解
液生产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产学研合作方面，天门市政府联合武汉纺织大
学建设湖北现代纺织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省农科
院建设湖北蔬菜产业技术研究院，在武汉光谷建设
了武汉（天门）离岸科创中心，深度链接武汉都市圈
高校资源，有效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2024年，
市内各企业与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
院所达成产学研合作协议18项。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杨、通讯员熊文婷、胡擎
宇）全市各乡镇公交覆盖率达100%，公交线路运营
总里程达673.5公里……12月18日，天门市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全域公交建设相关情况。

近年来，天门市以构建服务优良、运行高效、群
众满意的城市公交服务保障体系为目标，加快推进
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和全域公交建设，行业结构更
加优化，设施设备更加完善。

今年11月底，天门城区至皂市公交专线开通试
运营，自此迈入全域公交时代。截至目前，该市建成
公交总站1个、公交首末站4个、公交候车亭117个、
灯箱站牌313个。今年完成2路、4路、5路公交沿线
59座公交候车亭和客运中心站无障碍设施改造，城
市公共交通适老化水平逐步提升。

“全域公交建设在12月上旬已接受上级部门评
估验收。”天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周柱
兵表示，2025年将3家公交公司整合为1家，由国投
集团国琪公交公司统一经营。

此外，该市将加快公交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城
乡公交线路，增设相关线路招呼站，满足广大群众出
行需要。利用智能公交调度指挥中心、公交视频监
控系统，加强公交运营的科学调度管理。完善公交
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提供优质、安全、经济、舒适的出
行方式。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杨、通讯员吴一篇）12月
13日，天门市中医医院新开设的养生堂内弥漫着淡
淡草药香，不少市民前来灸疗、拔罐，专业护理团队
忙着准备物料、器具。

养生堂负责人陈雅群介绍，该院新开设的养生
堂集预防、保健、养生于一体，于2024年11月中旬
正式运行，设有灸疗区、综合区、专家诊室、特需诊室
等，提供艾灸、拔罐、刮痧、火龙罐等40余种中医适
宜技术，能针对个人体质特点辨证施护，制定个性化
中医诊疗及护理方案。

环顾养生堂，墙上普及着各具特色的养生疗法，
走廊旁的展柜上陈列着丹参、甘草、石斛、白术、茯苓等
中药材，火龙罐、拨筋棒、葫芦灸等器皿和各种养生茶
包也罗列其中，尽显古朴典雅的传统中医元素风格。

正在进行平衡火罐的田阿姨说，自己身上湿气
较重，加上对中医药技术的信服，特地来这里拔火
罐，“经过这几天的火罐康养，感觉身体轻松多了。”

近年来，天门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注重中
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积极开展“中医健康夜市”
活动，举办膏方文化节，牵头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夜
校培训班、国医馆骨干人才培训，开展中医药适宜技
术进机关、社区、乡镇、老年大学等活动，打造融预防
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发展格局。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杨、通讯员陈飞、沈进飞）
12月10日，在竟陵街道西龙社区网格员和社区民
警的配合下，天门市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
作专班“一标三实”组，启用全市首张二维码门楼牌。

本次试点选择西龙社区，共制作大小门牌4320
张，其中户室门牌4294张，院落门牌26张。二维码
门楼牌是天门市“数公基”建设项目“一标三实”（标
准地址，实有单位、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门楼牌，可以就近联
系社区民警或网格员。二维码门楼牌还具有一键报
警、生成房屋电子二维码、查看此处标准地名等功
能，其中包括该处所在街道、社区、街路巷名称及门
牌楼名称等基本信息。

“如有群众报警，只要说出其所在门牌号，警方
就能立即锁定方位，提高接处警效率。朋友来家里
做客，不记得房屋号的，直接发个二维码给他，就一
清二楚了。有事情需要社区或者民警协助的，直接
扫描二维码即可联系。”专班工作人员说。

天门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门牌的建设严格按照相关信息安全保密要求
进行，门牌上的二维码仅包含公共的地址编码信息，
不涉及其他管理信息及住户隐私信息，居民不用担
心信息泄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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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养生堂全新亮相

今年以来，天门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摆在重要位置，统筹推

进，精准施策，相继探索资源开发、能人引领、招商带动、土地流转、入

股分红、服务创收等多元化发展路径，推动村集体经济与农户实现

“双增收”。

截至11月底，全市新增305个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过10万元的行政

村（社区），“10万元村”累计达到488个，占全市村（社区）总数的82.29%。

天门多元化做强村集体经济

一年新增300多个“10万元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杨 通讯员 吴一篇 陈铁健

“得益于清理整顿村级水库发包合同，现在高家汊
水库的发包终于规范了，水库5年的承包费用已经入
了账。”12月18日，天门市九真镇石李新村负责人石
云刚高兴地说。

2009年，该村对高家汊水库进行发包，承包期限30
年，每年承包费2000元，以此增加村集体收入。但由于承
包期限过长、承包费用过低等因素，近年常有群众投诉。

“过去，大家观念落后，不清楚这样签合同的后果，
其实损害了村集体利益。”石云刚说。

今年，在九真镇纪委指导下，该村与承租村民协
商，走“四议两公开”程序，终止原来的合同，重新丈量
水库面积，将承包期限缩短为5年，年承包费用增加到
5600元，并按照规范重新签订承包合同。

“村集体资源发包不规范，不仅会导致村集体收益
流失，还会让村民失去发展信心。”九真镇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龚承涛说。
为进一步规范村级发包合同，石李新村对全村水库发

包合同开展专项清理，逐一核对每一份发包合同与农村集
体资产管理平台上登记的资产、资源数量，再与水库承包
人一一座谈，详细调查每一份合同的内容、履行情况。

随后，对水库发包存在问题的合同进行筛选，依据
相关政策、法律、法规，逐一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措
施，对面积存在出入的水库进行重新丈量，对发包不规
范的合同及时终止并重新发包，对承包时限和价格也
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

该村沉岛湖水库面积为251亩，原承包期限为30
年，承包费用仅为每年2000元，重新发包后，沉岛湖水
库的承包期限缩短为5年，承包费用增至每年18000
元，且一次性到账。

“通过清理规范村级水库发包合同，村民满意了，
心也敞亮了，不仅如此，每年还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6
万余元，今年将达到137万多元。”石云刚边算边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杨
通讯员 付磊磊 万义强

初冬时节，天门市蒋场镇饶场村田间，大型农机
正在开沟、起垄，为土豆播种做准备。这样火热的生
产场景，是该村“小田并大田”改造后带来的新景象。

饶场村共有14个村民小组3340余人，耕地面积
4916亩，以种植小麦、油菜等作物为主。近年来，随
着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
童，农业生产效率不高，村集体增收动力不足。

转机出现在2023年9月，饶场村被确定为小田
并大田省级试点村。“这是机遇，更是挑战。”村支书
张业祥介绍，饶场村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推进小田并大田，顺利完成并田3000亩。

然而，改革之路并非坦途。习惯了分散耕种的农
户心存顾虑，有人怕田埂没了，找不到自家地，有人担
心流转费打了水漂……饶场村妙招频出，将心怀顾虑
的村民纳入小田并大田工作专班，先让他们吃透政策，
算清经济、感情、政策几笔账，再由他们去做群众工作，
效果立竿见影。

合并完成后，田埂垄沟复耕、废弃沟塘翻新、生
产道路整合，让边角地重新焕发生机，规模化与社会
化服务水平大幅跃升。“通过小田并大田，村集体耕
地面积增加30多亩，发包后每年增收约2万元。”

如今的饶场村，田间已“改头换面”，小并大、短变
长、弯取直，自然地块由此整合，耕作地块越发规整。
张业祥说，农业机械化率明显增加，亩均投入成本也
随之下降，生产资料投入与农机作业费用明显减少。

小田并大田让农民挣脱土地束缚。村民既能拿
流转费，又能在合作社务工，还可安心外出挣钱。此
外，村集体也有了新“财路”，除了新增耕地的发包收
入，村集体每年可从土地流转中分得15万元。

张业祥说，将进一步深挖规模种植的优势，在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高效种管
模式，让广袤田野孕育更多新的可能。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杨 通讯员 陶亮 黄淑云

自动育苗播种机有序运转，工人将穴盘放入机器，
点穴、播种、覆土等工序一气呵成。冬至时节，位于天
门市多宝镇大众新村的铭禾公司“育苗工厂”格外忙
碌。

铭禾公司是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种植
蔬菜1万多亩，年产蔬菜5万吨。仅大众新村，就有
2200多亩农田流转给铭禾公司。

“我们立足资源优势，推行耕地成片流转，实现村
集体经济快速增长、农民稳定增收致富。”村支书徐伦
娇说，今年探索实行居间服务改革，村委会当好铭禾公
司和流转农户的中间人，获得一定收入，再加上分红等
其他收入，村集体收入超过10万元。

每年，铭禾公司发放给大众新村农户的土地流转
费用就有200万元，少的三五亩，多的十余亩，涉及近
300户农户。“往年，都是农户到公司领取，财务逐一发

放，非常烦琐，今年有村委会帮忙，我们省了不少心。”
该公司负责人说。

五组和七组管组干部龚忠德当起“服务员”，从铭
禾公司领取花名册和土地流转金后，再分别发给109
户农户。会用微信的村民，他直接转账；碰到不会用微
信、行动不便的老人，则取出现金，挨家挨户送过去。

铭禾公司用工量巨大，高峰期每天需要200多人，
村委会又当起“媒人”，帮着企业招工。

“有人质疑，村委会当中介，岂不是占了经营主体
和农户的便宜？其实不然。”徐伦娇说，种田的人年纪
大了，种不了又租不出去，经营主体想来包田，但都是
零零散散的农户，一个个谈又太麻烦。村集体经济组
织介入后，农企双方既放心又省事。

今年以来，多宝镇持续推广“合作社+基地+村集
体+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推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
鼓励21个村通过小田并大田、土地流转等方式获取一
定收益，让村集体和农民享受农业产业化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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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杨 通讯员 张正德 陈飞

“今年以来，青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为社区增收
12万余元，社区集体收入达到17.9万元。”临近岁末，
天门市岳口镇青华寺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万波算过账
后，不禁喜上眉梢。

过去，青华寺社区集体经济薄弱、物质资源不足、
人多地少、社区发展受限。刘万波说，立足辖内企业多
的资源优势，去年5月通过构建“党支部+公司+群众”
的组织方式，鼓励居民以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入股，由
村干部领办成立青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公司以提供建筑劳务服务为主，涵盖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劳务派遣等。同时，我们还在社区挖掘和培育
劳务带头人10余人，建筑类务工人员38人。”刘万波
说，结合市场化运营实际，积极引入现代企业制度，配
套建立资产运营、财务监督、收益分配等机制，鼓励2
名村两委成员通过兼职方式参与公司管理。

为了让集体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该社区以服
务企业为载体，立足剩余劳动力及资源，整合开展劳务
用工等服务，带动居民增收。今年以来，共带动143户
居民家门口就业，人均增收超9000元。同时，还推行
积分制运用，将村民参与公司劳务、村级事务和志愿服
务活动进行积分量化，年终进行兑换。

“在劳务公司务工，一年下来增收1万余元。”青华
寺社区居民刘飞说。

刘万波介绍，劳务公司还与居民通过劳动力入股
分红、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增收动力
更加强劲。探索实行“5311”（50%用于公司经营运
转，30%用于入股分红，10%用于积分兑换，10%用于
民生公益事业）利润分配机制，按比例向股民分红，加
快实现集体增收与群众增收“双向奔赴”。

“我们同步与市镇两级相关业务部门、用工企业联
合举办技能培训班，提升居民就业竞争力的同时，培养
企业所需技能工种。”刘万波说。

蒋
场
饶
场
村

小田并大田
并出新财路

蒋湖农场长清大队将275亩土地流转给经营主体，推动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通讯员 刘银斌 摄）

张港镇茶店村引进蔬菜合作社，带动村民增收，
壮大集体经济。 （湖北日报通讯员 刘银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