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老支书 自掏腰包美家园

注滋口镇东浃村位于华容县最南端洞
庭湖区腹地，几年前还是一个村容村貌脏
乱差的小村落。65 岁的老党员温少云曾
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后又外出经商多
年。2016 年，老支书回村探亲，目睹家乡
环境现状，毅然决定留下来，全身心投入修
复改造。

种花植草、净化沟渠、清运垃圾……凭
着一腔热血和自己的打工积蓄，温少云数年
如一日致力于家园环境的绿化美化。在东
浃村三组温少云家，房前屋后种满了他精心
培育的各种花草苗木，仿佛一个小小植物
园。这些自培苗木，大部分都无偿赠送给了
其他有需求的村民。

“人居环境整治本来就是为了改善我们
自己的生活质量，不是为了帮助某一个人，
也不是给政府脸上‘贴金’。更何况，我是一
名党员，就应该做个‘样板’。”面对笔者“设
计”的质疑，温少云的回答话语坚定。在温
少云影响带动下，东浃村村民掀起了一阵在
自家前庭后院种植花草树木的热潮，并逐渐
形成一条数公里长的花带，成为华容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改善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3月
初，温少云被注滋口镇党委政府评为年度

“最美乡贤”，在数千名当地党员群众的掌声
中接受表彰。

“给力”党支部 全村动员治环境

3 月 21 日下午，笔者来到华容县北景

港镇小港村，刚走到村口，便看到三五成
群 的 村 民 ，正 在 清 除 沟 渠 两 旁 灌 木 杂
草。询问得知，他们都是听了村里的“村
村响”广播号召后自发赶来参加义务劳
动的本村村民。

“马上就要春耕生产了，及时清理沟渠
杂草一为环境整洁，二为排灌畅通。”小港村
党总支书记王立新向笔者介绍，该村历来有
个传统，凡是村里公共建设需要投工投劳，
村支两委成员一律无条件参加。“我们坚持
带好了头，群众当然听号召！”

经过详细走访调查，笔者证实王立新所
言不虚。从 2 月 18 日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动员大会召开以来，1个月时间，小港村共
发动党员群众1000余人次，清理垃圾池900

余口，清运积存垃圾130余吨，疏浚大型沟渠

3条、中型沟渠5条，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倡议书1000余份，制作喷绘宣传横幅50条、

大型宣传广告牌3块，“村村响”广播每天早

中晚3个时段进行滚动政策宣传。

此次整治行动，小港村党员干部示范带

头的传统也有了创新和升华。由该村首创

的村干部包组，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包

户的“1+1+2”志愿服务工作法，共帮带群众

200余户，已连续开展多次主题志愿活动。

实干工作队 六大行动赢民心

与小港村相邻的鲤鱼鳃村，是华容县

31 个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工作村之一，原先
村里基础条件落后，人居环境状况堪忧。
年初，县里派来了驻村帮扶工作队，3 名党
员工作队员一到任，就牵头开展了“空心
房”、灌溉渠、样板路、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和主干道路亮化、绿化，村民文化广场建设
等“六大工程”。

工作队队长丁明镜介绍，全村81户“空
心房”、违建房，已拆除到位50栋，对剩余31
户进行了再动员，4 月份可完成拆除任务；
17250米沟渠，已组织劳力全面清理除杂，共
投入劳动力380工日；695户常住农户，已全
部进行入户动员，并签订《人居环境整治门
前三包责任承诺书》，帮助清运垃圾 70 余

吨。行动中，工作队发现鲤鱼鳃村道路交通
基础差，3人又分别跑项目、争资金，为村里
打造了样板公路6公里，共投入机械施工55
个工时，劳动力 150 工日，铺填砂砾石 20 余
方，路基护坡除杂也一并完成。“村里十几里
公路，全部安上了路灯，晚上出门，再也不用
带手电筒了！”村民左育才说，自从县里派的
人居环境整治驻村工作队来到鲤鱼鳃村，几
个月时间，村里路好走了，树也多了，还新建
了健身器材齐全的文化小广场，真是一天一
个样，越变越漂亮。

鲤鱼鳃村党总支书记熊海兵告诉笔者
一个感人的细节，几天前，数十名村民专程
来到村部，代表全村3800名群众给驻村工作
队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为民办实事、辛
苦挖井人”10个烫金大字，以表达感谢。熊
海兵说，村民们质朴，把心中的感恩，用他们
认为的最高“规格”方式表示，在鲤鱼鳃村，
这是第一次。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个堡垒。
成千上万的华容县共产党员，如同当年上山下
乡一样，扎根农村，冲锋在人居环境整治最前
沿，践行着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吴巍伟）

三封寺镇

““五美五美””行动扮靓家园行动扮靓家园
本报讯（刘萌萌 郝悠悠）3月25日，笔

者在省道S202华容县三封寺镇莲花堰村路
段看到，5 公里长的道路沿线，施工人员正
在道路两侧铺设宽约1米的草皮。在他们
身后已经铺设完毕的绿化带与盛放的桃花、
油菜花交相辉映，为这个春天增添了更多色
彩。这是华容县三封寺镇开展清洁家园行
动以来，镇村面貌发生的新变化。

正在现场指挥施工的三封寺镇负责人昌
乐告诉笔者，为了发挥示范带动效应，镇村两
级还在省道202和省道306沿线的村民房前屋
后和公共区域，因地制宜打造“最美小庭院”、

“最美小菜园”、“最美小花园”、“最美小果园”
“最美小广场”，安装上统一的竹篱笆，形成了
一道道篱笆景观。全部由政府提供外观设计
和植物，村民义务参与建设并负责日常维护。

本报讯（刘萌萌 孙艳妮）日前，随着长
江岸线华容段最后 1 栋危险房被拆除清
退，华容县东山镇经过半个月的拆除工作，
32.7 公里长江岸线华容段 411 栋“四房”已
全部拆除完毕，正在进行复垦复绿。

近年来，华容县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
要求，按照省、市统一工作部署，先后开展
了以清除非法码头、砂石堆场为主要内容
的长江岸线整治和以护坡固基、植种草皮
为主的岸线复绿行动。去年底，又编制出
台《华容县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行动方案》，全面打响华容长江岸线及周边
区域整体生态修复攻坚战。

今年，为进一步推进最美长江岸线建
设，东山镇在全镇范围内掀起了村庄清洁
行动热潮，把长江岸线华容段的“四房”
（“空心房”、违建房、危险房、偏杂房）拆
除，作为攻坚行动的重中之重，并将深化农
村“四房”整治、村庄清洁行动集中攻坚和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等工作紧密结合，依法
依规做到了既应拆尽拆，又不搞大拆大建，
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长江岸线华容段长江岸线华容段
411411栋栋““四房四房””全部拆除全部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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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 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我们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禹山
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生态美、产业旺、
百姓富的美好愿景！”这是日前华容县禹山镇
党委、政府向全镇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

禹山镇山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
近年来，该镇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镇域经
济不断发展壮大。今年，该镇又以“三个绿色

发展”战略为突破口，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打
造绿色产业。大力发展有机稻、有机茶、中药
材和有机果产业，逐步培育“一村一品”特
色。全镇推广种植有机稻15000亩，重点巩固
发展好“禹山红花香”“禹山五谷坳”等本土有
机稻米品牌，打造以八岭为核心区域的3000
亩中药材基地；守护好绿色生态。着力开展
好“三清理、四拆除、三提升”行动，改善人居

环境，各村（社区）创建两个以上的人居环境
示范组；开发绿色旅游。全镇将重点打造以
李家湾、禹山庙、洪山寺、东湖国家湿地公园
为主要景点的禹山一日游“金三角”线路，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具体建设好三个“综合体”，
即乡村生活体验游、自然人文景观游、民俗宗
教文化游综合体，实现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
体”，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村村颜焕新党旗红
——华容人居环境整治党员带头担先锋

如今的东浃村改头换面“颜值”高，慕名前来踏春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

3 月 22 日，华
容县“我是党员我
有责、美化家园我
带头”志愿行动誓
师大会在该县美
丽乡村示范点治
河渡镇紫南村启
动。400余名党员
干部及群众代表
庄严宣誓并签字
承诺，积极投身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
形成“亮一户联十
户带百户促千户”
的生动局面。

刘萌萌 摄

早春的华容乡村，桃红柳绿，油菜花金黄，满目生机。一个月前开始全域推进
的华容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连日来，笔者先后前往华容县注滋口、禹山、北景港等乡镇，下村组、入农户、访
实情，耳闻目睹了在这场声势浩大、深入肌理的环境大整治行动中涌现出的许多典
型人物事迹。其中，有这样一些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尤其让人印象深刻——

东浃村年逾花甲老党员自贴经费种花植草，带领群众美化家园、治理环境；小港
村党总支发动全村人人参与、户户出力，疏沟渠、拆违建、保清洁，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鲤鱼鳃村县驻村工作队3名党员以村为家一条心，牵头开展“空心房”、灌溉渠、样板
路、人居环境整治和主干道路亮化绿化，受到村民称赞拥护，联名送来锦旗……

本报讯（刘萌萌 刘剑楠）3 月 22 日，
笔者从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
十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为更好地贯彻
落实上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
华容将在摸排核查线索、“摧网毁伞”、加
大综合整治力度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有
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推进专项斗争向纵
深发展。

此前，针对一些乡镇和成员单位责任
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县扫黑办在压实主体
责任上强化力度，采取“三级谈话”机制、
清单管理、倒查问责等方式，进一步构建
起严密的责任体系，对不敢动真碰硬，对
侦察工作发现“保护伞”线索不追查、不
报告、不移交的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依纪
严肃处理。后段，为进一步提升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群众的参与度，
华容将聚焦宣传发动，进一步完善、落实
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
及时核查反馈并兑现奖励。广泛收集涉
黑恶犯罪线索，积极拓宽社会各界广大
群众提供有效线索渠道，积极营造网上
网下相结合全覆盖宣传策略，形成围剿
黑恶势力的浓厚氛围。

““摧网毁伞摧网毁伞””
扫黑除恶向纵深发力扫黑除恶向纵深发力

本报讯（刘萌萌 郝悠悠）时下正值春耕
生产时节，华容县万庾镇的双杨村农户王必
群正忙着在地里查看绿肥的长势。看着含
苞待放的紫云英花骨朵，王必群喜上眉梢，
这两年他响应镇村号召，率先发展绿肥种
植，不仅节省了化肥成本，种出来的水稻品
质提升不少。

万庾镇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陶尚建介绍，
今年该镇通过“以奖代投”的方式，每亩投入
60元，统一无偿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
再过不久，全镇2万亩绿肥将被翻耕进地里，
为土地补充营养，为粮食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华容不断加大绿肥种植政策支
持，着力提高耕地质量，推进化肥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引导集中连片板块示范种植绿
肥，有效改善了土壤肥力，提高了农户生产
效益。“通过种植绿肥以后，一方面节约了农
业生产的成本，减少了化肥使用。化肥用得
少，粮食就绿色环保安全。第二个好处是改
善土壤，减少土壤板结，让土地更肥沃、松
软，通气度非常好”。陶尚建兴致勃勃地介
绍起种植红花籽的好处来。

本报讯（吴世雄）“合作社土地流转五年间
成30倍增长，种中药材亩平收入在4500-5000
元之间。”华容县双田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对发展中药材前景十分看好。这是华
容县鲇鱼须镇打造绿色农业富镇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鲇鱼须镇确立了“三镇一中心”

即“绿色农业富镇、特色古镇兴镇、生态宜居
美镇、建华容西乡区域中心”的奋斗目标，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绿色粮食”是该镇的主打
产业，每年种植面积达70000亩以上，有200
亩以上规模种粮大户90个，家庭农场和粮食
专业合作社46家，大米加工企业7家。2018

年，该镇又从益阳引进总投资 2000 万元的
“白坪湖”优质稻深加工项目，成功将本土产
品推向国内大市场。同时，大力发展中药材
产业和养殖业，通过采取“合作社+农户+销
售”订单农业模式，鼓励农户扩大种植规模，
今年总面积在1.2万亩以上。

本报讯（文作友）“靠土地和劳动力作股加
入合作社，今年我这4亩黄精，纯收入有20000
多元。”3月26日，华容县北景港镇小港子中药材
种植有限公司社员徐东明种植的中药材黄精迎
来丰收，一家人高兴不已。

近年来，北景港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农

业转型增收，为村民打通发财门路。通过依托
该镇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合作社——天星洲稻虾
种养合作社，带动农户1200多户发展一季稻套
养小龙虾，规模超过3000亩，去年创产值1亿
元，农户亩平增收3335元。全镇推广豆角套种
芥菜种植面积10000亩，农户亩平增收在1500

元以上。发展反季节蔬菜大棚近300亩，成为临
近的益阳南县蔬菜市场主供基地，每个大棚单
季收益在6000元以上。此外，该镇还积极培育
农业新产业，以前胡、桔梗、白芷、黄精等为主的
中药材种植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总
面积达10000余亩，亩平产值超过4000元。

小港村村民自发参加沟渠除杂

华容新时代文明实践华容新时代文明实践
百村大宣讲开讲百村大宣讲开讲

本报讯（吴巍伟）3 月 20 日上午，华容
县注滋口镇新洲村村民讲习所，一堂题为

《华容话中的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理论宣讲，在宣讲员王良庆的华容

“土话”风趣诠释下，博得满场笑声连连，
掌声不断。

本月下旬，华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首轮
理论大宣讲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经过层层
选拔的50名优秀宣讲员将先后走进全县100
个村（社区），为当地党员群众传思想、传政
策、传道德、传文化、传新风。

“传播党的政策和好声音，如何突破‘最
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往往是基层理
论宣讲时常面临的实际问题。”同为宣讲员
之一的华容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景说，新
时代文明实践宣讲活动，旨在用群众易于理
解的语言，把“普通话”翻译成“地方话”，变

“文件语”为“家常话”，把“抽象的政策理论”
具象成有趣的“理论故事”。

一堂堂生动有趣的宣讲，让广大基层党
员群众对之前一知半解的思想、政策等“大
道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杨景介绍，在
华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体系中，理论宣讲
员将继续深入田间地头，“讲群众身边的事，
说百姓爱听的理”。宣讲员们只有脚上沾着
泥土，心中装着民情，让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及时落了地，才真正打通了向群众宣讲党的
创新理论的“最后一米”。

万庾镇

22万万亩紫云英亩紫云英
为土为土地地““补营养补营养””

禹山镇 绿色发展为经济提质绿色发展为经济提质

北景港镇 村民增收门路多村民增收门路多

鲇鱼须镇 绿色绿色农业挑大梁农业挑大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