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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攻势冬春攻势””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本报讯（袁 颖）日前，岳阳县公安局

水上派出所联合岳阳县渔政局开展打击

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冬春攻势”，进一

步深化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确保全县

禁捕退捕工作取得长期成效。

2020 年“12·22”全国禁捕退捕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后，岳阳市公安局决定2020年

底至2021年3月31日，组织开展打击非法

捕捞专项整治“冬春攻势”，进一步深化打

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彻底

遏制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

行动当日，笔者在执法现场看到，30

余名联合执法人员兵分三路，沿东洞庭湖

至鹿角码头、洞庭大桥沿线开展巡逻，并

对过去电鱼、毒鱼、炸鱼等活动频发水域

进行执法巡查和蹲守布控，均无非法捕捞

事件发生。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大禁止非法捕捞宣

传，同时持续加强联合巡逻防控与侦破打

击力度，从严惩处涉渔犯罪。

城区新增城区新增
900900多个停车位多个停车位

本报讯（李雨桑）为规范停车秩序，改

善交通拥堵现象，1月中旬，岳阳县在城区

各主次干道划定停车位，以解决车辆乱停

乱靠的问题。

1月13日，笔者在城南大道、东方路等

主要路段看到，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一

个个停车位清晰呈现。“以前没有足够的

停车位，严重影响了车辆进出，现在有了

停车位后，为我们老百姓开车进出提供了

极大的帮助。”市民周先生说。截至目前，

该县按照“可划尽划”的原则，已在城区各

主次干道、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划停车位

900 多个，禁止停车网格 7 处，将有效解决

城区车辆乱停乱靠问题。

岳阳县入选全国农村岳阳县入选全国农村
创业创新典型县创业创新典型县

本报讯（张 斌）日前，国家农业农村

部传来消息，岳阳县荣获第三批全国农村

创业创新典型县。

近年来，岳阳县通过搭建公共平台、

健全服务体系、优化环境保障等政策措

施，加快推进农村创业创新，涌现出一批

政策落实好、产业引领强、工作力度大、管

理服务实的新型主体和优秀个人，为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同

时，湖南田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敏芳入

选第四批全国农村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

典型案例；湖南舟友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何金获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大奖赛三等奖，

入选全国农村“创20”合作机制成员。

简办婚丧事简办婚丧事
防疫政策入人心防疫政策入人心

本报讯（李 月）“敬告各位亲友，因受

疫情影响，小儿胡康原定于腊月初十的结

婚典礼取消，特向大家表示歉意。”1 月 18

日下午，家住熊市村郭家片的村民胡小眼

忙着用微信给亲友发送信息。

早在一个星期以前，村里的“村村响”

广播就在播放疫情防控相关政策，听闻消

息的镇村干部也两度上门做工作，终于让

胡爹下定了决心：“响应政策号召，不给政

府添乱。”胡爹的深明大义也获得了街坊

邻居的纷纷点赞。

近期，为应对新冠疫情防控，筻口镇

党委政府两次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

加强政策宣传和管控力度，确保疫情防控

工作落细落实。对于移风易俗工作，筻口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加强防范意识，按

照‘少聚集、少扎堆、少流动’的原则，倡导

红白喜事一律简办，严格管控人员流动。”

通过微信群、“村村响”宣传，防疫政

策深入人心，群众都十分理解并支持疫情

防控工作，元旦以来，筻口镇共计简办丧

事 12 件，推迟婚事 2 件，余事不办 8 件，极

大减少了人员聚集。

又是一年草莓季又是一年草莓季
甜了冬天富了民甜了冬天富了民

又是一年草莓季！眼下虽是寒冬时节，但在麻塘办事处洞庭村

村民的草莓种植园里却是暖意融融，成熟的草莓已陆续上市，让寒冷

的冬天增加一份甜味儿。

1月13日，笔者刚走进草莓大棚，一股草莓果香便扑鼻而来。草莓

园的主人王海兵介绍，现在成熟可采摘的草莓品种有香蕉草莓和“红

颜”，目前市面上最受欢迎的是“红颜”，果形偏大，口感香甜。为了让

这些草莓能在冬天里正常生长，王海兵没少费心思：“由于近期昼夜温

差大，我在每个棚里加了7个火盆，放了环保木炭给草莓升温。”

王海兵有着多年种植草莓的经验。他选择用菜籽饼施肥，蜜蜂

授粉，既让草莓能完全自然生长，还能保持较好的口感和品质。王海

兵现在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顾客群，他家的草莓主要送往县城内的菜

市场和水果店。自 2020 年 12 月中旬草莓上市以来，截至目前，王海

兵已卖出1500多斤草莓。

得益于近段晴好天气，王海兵的草莓园里来了一些游客体验采

摘的乐趣。担心大家不会正确采摘草莓，王海兵现场讲起了草莓采

摘课：“大家拿草莓的时候，不要捏它们，轻轻托起它们，如果你选中

了，就把花柄轻轻一掐后，放入篮子里就可以了。”家住市区的范承熙

小朋友经常在外公外婆的陪同下来这里摘草莓，是草莓园的常客。

“我喜欢摘草莓，也喜欢吃草莓，这里的草莓特别甜。”看着满篮新鲜

欲滴的草莓，范承熙开心极了。

王海兵从最初的一亩草莓地，到如今的7亩5分地、11个大棚，规

模越来越大，年收入也从一万元一跃至20万元。他靠着勤劳的双手，

让自己的生活像草莓一样越来越甜，现在，他还带了几位徒弟。据

悉，麻塘办事处目前共种植 500 多亩草莓，大都以家庭为单位。若不

受天气影响，每亩地产量可达1000斤左右、每亩收入约3-5万元。

（吴俊宽 付 琴）

“孝子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万炷

香。”谭月兰这个从株洲嫁到岳阳县的

儿媳，12年照顾婆婆、床边行孝的事迹

在当地传为佳话。

来到荣家湾镇欣荣村，邻居主动

将笔者带到谭月兰家。居家的日子

多，她身着一件土黄色睡衣，本来匀称

的身材显得有点臃肿，看上去比实际

年龄大好几岁。见笔者采访，她不好

意思用手捂了一下嘴巴说：“我真没做

什么大事情。”

随意聊天中，她慢慢吐露心声。

2007年，谭月兰在广东务工，稳重踏实

的欧海洪俘获了她的芳心，很快两个

情投意合的湖南老乡就走到了一起。

对于欧海洪的家庭，谭月兰早有

耳闻：父母年老多病，尤其是母亲赵知

新下身瘫痪，需要专人照顾。哥哥弟

弟在外务工。

在家排行老幺的谭月兰从小就被

视为掌上明珠，在她看来只要两人相

爱，再大的困难也不可怕。于是，她不

顾亲友反对，毅然从株洲嫁到岳阳县，

那年她20岁。

然而现实比想象中更可怕。谭月

兰第一次见到丈夫时，邻居家灯火通

明、欢聚一堂，而欧海洪兄弟仨却在

“防汛”：老大拉油布，老三端脸盆，丈

夫则忙着转移床上的母亲。谭月兰二

话不说拿起脸盆加入到“防汛抢险”

行列。

婚后安心的日子不长，随着两个

孩子降生，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欧海洪

不得不外出务工。照顾公婆的担子自

然落到谭月兰身上，这一扛就是12年。

婚后，谭月兰发现，亲戚朋友、隔

壁邻居都是站在屋檐下聊天，问婆婆

的病情，总是不进屋。原来是婆婆排

便困难，鼻涕流到胸前，作呕的气味让

人不愿靠近。

“夏天气温高，往往一天需要擦洗

多次，冬天我就两天一次。天气好，我

就把她抱到外面透透气、晒太阳。”谭

月兰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每次抱婆婆晒太阳，谭月兰先把

躺椅摆好，从床边到椅边设 3 个“中转

站”，挪几步歇一会，身高不足1米5的

儿媳成功转移 1 米 6 的婆婆。婆婆久

卧会有疼痛感，需要不断翻身。谭月

兰每隔 15 分钟闹钟一响，准时出现在

婆婆床前。

当别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谭月

兰就已经做好了一家人的早饭，打扫

院子，洗衣晒衣，叫孩子起床、送上校

车，待婆婆醒后，谭月兰就开始为婆婆

擦身、喂饭。

在谭月兰的影响下，欧家三兄弟

辛勤劳作，将老屋翻新。慢慢地，亲戚

邻里也开始到欧家来走动，寒窑里传

来温馨的话语。

2020年，谭月兰的公公去世，被病

痛缠身多年的婆婆因为孤独经常生闷

气。赶上婆婆老年痴呆症，还会说儿

媳妇想毒死她。谭月兰委屈的时候偷

偷抹把眼泪，泪干后继续笑脸相迎。

前年谭月兰娘家亲戚去世，不得

不赶回娘家尽孝，便委托邻居罗大姐

一家人帮忙照料婆婆。原本以为照顾

老人很简单，但照顾过欧家婆婆后，罗

大姐终于体会到了谭月兰的不容易，

见人就夸谭月兰吃得苦、霸得蛮，真正

的好媳妇。

每次谭月兰出门买菜，只要拿起

包，婆婆就拉着她不让走。有一次谭

月兰开玩笑说：“走了就不回来了。”婆

婆的眼泪顿时唰唰流下来。谭月兰明

白 ，婆 婆 已 把 她 视 为 终 身 依 靠 。

（张 磊）

山水毛田美如画
——岳阳县毛田镇打造秀美示范乡镇见闻

鳞次栉比的房舍，洁净宽敞的街道，清澈见底的

小溪，葱郁绵延的远山，嬉戏打闹的孩童……沐浴着

冬日暖阳，一幅幅生动欢乐的乡村画卷是毛田人民

幸福生活的生动写照。

自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毛田镇坚

决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坚持环保与发展并行。现在的毛田，街道越来越干

净，空气越来越清新，环境越来越宜居，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2021 年 1 月 4 日，市农业农村局传来捷报：毛田

镇被评为岳阳市2020年度十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示范乡镇”之一，全镇上下为之振奋！

近年来，毛田镇紧紧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重点，以党建为引领，产业为支撑，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逐步形成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农村发展新格局。

两孩嗷嗷待哺 婆婆瘫痪在床

好儿媳床边行孝好儿媳床边行孝1212年年

毛田易地搬迁安置点。龙春涛 摄

党员干部争当“环保先锋”

党的工作开展到哪里，党员就要冲向哪里。

毛田镇地处岳阳县东北部，属典型的偏远

山区、库区，辖区内的铁山水库是岳阳市百万居

民饮水和百万农田灌溉的水源保护地。毛田镇

党委政府一贯高度重视这里的环保工作，专门

成立水资源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常态化督

查机制。

作为直接责任人，镇里更是经常进行环水

库周边巡查，坚决打击任何破坏水源环境的行

为。为了更好地对水源进行保护，原本居住在

水库周边的群众不得不搬家，这是一项不小的

工程，部分群众不理解不支持，关键时刻还是党

员干部冲在前面，挨家挨户动员宣传，身先士卒

搬离故土。据统计，近年来，共有47户108人同

步搬迁户搬离水库，住进了政府统一建造的集

中安置房，生活质量比之前改善了很多。

全镇党员干部在镇党委的统一号召下，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组建党员先锋队，搭建整治网，鼓励、引导

村民人人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共享发展红利。

南冲村党总支部书记杨深楠多次组织带领

支部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清理集镇南冲河

里的垃圾，打扫街道两侧的卫生。“共建清洁家

园、助力文明乡村”“不忘初心护碧水、洞庭清

波见行动”等活动深入人心。在他的带动感染

下，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乱丢垃圾的现象

日益减少，南冲村在历次的环境卫生迎检中获

得一致好评。

八斗居委会的原党总支部书记刘修应，虽

然身患疾病，行走不便，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

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经常入户督促大

家搞好环境卫生。他说：“环境干净了，人舒心

了，才能以更好的状态干事创业！”

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毛田镇贯彻“精准识别为基础、精准措施为抓

手、精准脱贫为目的”指导思想，因地制宜、因

村施策、因人施策，大力发展扶贫产业，带动贫

困人口增产增收。

毛田镇地处湘鄂赣交界处，这里砂质土壤、

光照充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使艾草

种植成为脱贫致富的理想产业。

村民许三星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关停了自

家生意，集资100余万元，创办了亭上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营以艾草种植为主的扶贫产业项目，

他说：“我愿尽我所能带领乡亲们致富，做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

“现在的工作给了我希望，要凭双手好好活

下去！”说话的是南冲村许文桂。42岁的

她头脑不灵便，丈夫做过两次开颅

手术，基本没有劳动能力，两

个孩子只能依靠亲戚带。2018年，许文桂一家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住进了八斗安置点。虽

然许文桂有智力障碍，但人老实，做事勤快，靠

收割艾草，每天能拿150元工资。

小港村的廖石平，因为儿子瘫痪在床，2014

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国家扶贫政策

的同时，他不等不靠，2020年4月试种了4亩艾

叶，虽然由于雨水较多影响了产量，但在他精心

打理下，也收了几百斤。除了合作社保底价回

收外，村里还提供根苗、肥料，加上种植补助和

务工补贴，收入近2000元。

目前全镇艾叶种植面积超过2000亩，吸纳

劳动力 180 余户，其中贫困户 100 余户，年收入

超过60万元。加工厂建成后，预计年利润能够

达到100万元，艾叶，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带

动村民致富的“金叶子”！

除了艾叶种植，湘莲产业也是毛田镇脱贫

致富的“铁抓手”。2019年，黄道村成立岳阳县

道山养殖专业合作社，规划流转百亩土地，采取

“合作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发展“百亩湘莲”

作为主打扶贫产业，全村48户贫困户全部参与

种植，年产值超过45万元，农户增收过万元。

彭先光是黄道村湘莲种植第一人。2013

年，他因缺乏技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被确定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在驻村工作队的

指导下试种了5亩湘莲，当年收入2万元。他不

仅脱了贫，还被县里评为“贫困户致富能手”。

53 岁的村民方完全，患有心脏病，母亲长

期瘫痪在床，仅靠一个儿子在外打工，日子过得

紧巴巴。后来种植了5亩湘莲，年均收入超过3

万元，成为邻里的致富榜样。

如今，越来越多的黄道村人因莲而富。湘

莲产业不仅富了村民的腰包，也美了村庄的“颜

值”。一到夏季，黄道村湘莲种植基地，红白相

间的荷花亭亭玉立、恣意怒放，俨然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往来游客络绎不绝。

搭帮发展艾叶、湘莲等绿色产业，毛田镇2

个市级贫困村和8个县级贫困村于2018年脱贫

摘帽。截至 2020 年底，该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1406户4174人全部脱贫。

新风尚呵护铁山库区璀璨明珠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遇见村里的保洁员春

爹正拿垃圾钳夹地上的烟头，见到笔者前来，老

人停下手里的活儿跟大家唠起来：“现在年纪大

了，做不动重体力活了，村里安排我捡捡垃圾、

扫扫大街，每天活动一下，不仅有益身心健康，

每年还有28000元的收入。看着我们的家园越

来越干净，心里满是成就感！”

近年来，毛田镇大力实施人居环境整治，全

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村民们每人

每年缴纳60元卫生费，保洁员每天走街串巷打

扫卫生，这种“花钱买卫生”的模式极大地促进

了保洁员工作的积极性。现在，互相“攀比”谁

家更干净，谁家用上了卫生的厕所成了人们茶

余饭后的谈资。

为了给群众提供精神文化生活场所，该镇

在南冲集镇开辟了一块三角坪地带，配有健身

器材、长椅和路灯，不仅为附近居民提供了健身

休闲的场所，同时还能够有效规范交通秩序。

每到傍晚时分，这里便热闹起来，跳舞的、健身

的、散步的、聊天的，不时传来阵阵笑声。

为了给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提供更好的生活

环境，2018年，毛田镇中心敬老院建设项目正式

启动，总投资850余万元，占地4000余平方米，设

有100个床位，预计2021年1月底投入使用。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方方面面都在进

行着变化。从集镇改造到污水治理，从电网改

造到拆除“空心房”，从控建禁砂到移风易俗，

所有细微的变化无不潜移默化影响着越来越

多的人。

2020年1月31日下午5点，毛田镇芭蕉村大

屋组李氏仙逝，家属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第

二天下午1点，便将老人入土为安，丧事办理时

间不到一天。李氏儿子说：“我们做子女的在母

亲生前尽了孝道，现在非常时期，她老人家在九

泉之下会理解我们的。”据统计，防疫期间毛田镇

累计取消了56起婚丧寿宴，为打赢疫情阻击战

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形成了健康的文明风尚。

要想富先修路。近年来，毛田镇大力实行

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建成 14.2 公里自然村水泥

路，完成18.1公里道路硬化、绿化、美化工程，完

成39.8公里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毛田镇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取得

的成效看得见、摸得着。该镇党委书记续广宁

表示：“未来，我们将乘势而上，持续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助推乡村振兴，让人

民群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陈 颖 史秀楠）刚搬进安置点的群众聊着新生活。丁望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