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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市容城镇新州加油站项目选址论证方
案经监利市专业技术评审委员会专家专项评审
审议，会议原则同意该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湖北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现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期限30天。

有关单位或个人如对该方案有意见和建
议，或需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请及时与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股联系。欢
迎社会各界就该项目规划建设问题提出书面意
见，并将该书面意见在公示期内交到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股（书面材料
可附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或个人身份证明材料）。

电子信箱：546230440@qq.com
电 话：0716-3325098
联系人：廖云（13476975958）
联系地址：市自然资源和地理信息中心四

楼（原林业局）
邮编：433300

张志勤是毛市镇赵港村四组
村民，今年 59 岁，家中只有他和
母亲两个人，靠他务农务工维持
生活。

2012年，张志勤因身体不适到
监利市人民医院就诊，被诊断出患
有慢性胃炎、肺病等多种病症。经
过治疗，病情虽然得到控制，但他
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村“两
委”干部和扶贫工作队多次上门了
解他家的情况，核定收入。2015
年，镇村干部帮助他向民政部门申
报，为他和他的母亲办理了低保。
鉴于他家的实际情况，经村民代表
大会评议，张志勤一家被确定为赵
港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张志勤虽然身患疾病，不能从
事重体力劳动，但他从不怨天尤
人，生活态度乐观，努力照顾好母
亲，竭力尽为子之孝。他一个人种
几亩地，养了200多只鸭子，有空时
打点零工。平时，别人有什么困难
他主动帮助，从不计报酬。他会开
三轮摩托车，收割时，常帮助别人
搞运输。别人劝他身体不好，不要
干重活，张志勤却说他会尽他的力
量做事。张志勤为人宽厚友善，遇
事主动退让，与左邻右舍和睦相
处。由于有人认为他养鸭损害了
自己的利益，他主动把鸭子出售
了。他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

吃亏。
卖掉了鸭子，张志勤失去了一

条重要的生活来源，他开始另想办
法。2016年，监江高速公路连接线
竣工通车，公路西边靠毛市镇需要
植树绿化，他主动找绿化管理部
门，想接下公路边绿化的活儿。绿
化管理部门见他工作认真负责，跟
他签订了两年的护树合同，每月工
资1000元。

守树时，张志勤听说稻田养虾
收入比较高，2017 年，他借钱把自
家的责任田和弟弟家的责任田挖
成虾池，边守树，边养虾。当年虽
然没挣多少钱，但学到了技术，为
之后扩大养殖规模积累了难得的
经验。

2018 年，在毛市镇扶贫办、监
利市城管局驻村工作队、村干部的
帮助下，张志勤申请办理了两万元
养殖贷款，开始扩大稻田养虾规
模。大半年辛勤劳作后，张志勤获
得了大丰收，养虾收入1.2万余元、
种稻收入8千元，再加上护林收入
1.2 万元、产业扶贫补助资金 1480
元，当年共收入3.3万余元。同年，
扶贫工作队为张志勤申报了危房
重建。建房上梁时，张志勤贴上了
一幅对联：上联是：金展鸿图起大
厦，下联是：满堂欢喜谢党恩，横批
是：勤俭持家。2018 年底，张志勤

搬进了 50 平方米的新家，还获得
了危房重建政府补助资金 34000
元。

面对疾病和困境，张志勤努力
想办法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现状、侍
奉好老母亲。2018年底，张志勤家
成功脱贫，并被评为毛市镇的脱贫
光荣户。

“你们一帮人把我扶上马，我
就不会摔下来。我脱贫，我光荣，
我决不拖政府扶贫工作的后腿，只
会努力让自己和老母亲的日子越
过越好”。尽管成为脱贫光荣户，
张志勤仍不忘辛勤劳作。现在，张
志勤不再看护树木，他扩大了种养
殖规模：虾稻连作10亩、植树50多
株、养鹅 200 只。去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他的收入减少，但是他
不气馁。他想办法把受灾的损失
补些回来，争取把农村信用社的２
万元贷款分期还上。毛市镇党委、
镇政府对他的情况很重视，根据国
家产业扶贫奖补政策，给予他政策
性奖补2000元。

张志勤经历了很多的人生艰
苦和辛劳，通过扶贫干部的帮扶和
自己的不懈努力，走出了生活的阴
霾。贫困和疾病固然可怕，但更可
怕的是缺少一颗勇于战胜贫困的
心。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张志勤摆
脱了贫困，逐步走上富裕之路。

弘扬抗疫精神 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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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节，万家团圆的时
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荆楚大地
打响。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作为医务工作者，监利市人民
医院医护人员没有退缩，纷纷请
战，逆风而行，迎难而上，没有豪言
壮语，只留下一个个鲜红而又醒目
的手印，为抗击疫情奉献力量、给
生命以希望。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涌，很
快，新冠肺炎监利救治一线告急，
紧急招募支援者。得知这一情况，
作为一名工作 10 余年的医生，“健
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誓言和

“不辞艰辛，执着追求”的职业信念
在监利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
治医生胡瑾脑海里浮现，来不及与
家人商量，胡瑾主动请缨，要求加
入一线救治工作，与同事们并肩参
加抗疫战斗。

胡瑾的战场是监利市新冠肺炎
收治的定点医院之一——楚天医
院。楚天医院当时是一座基础设施
尚未完善的在建医院。胡瑾的“战
友们”是同样来自监利市人民医院
的医护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还有
监利五医及各乡镇抽调来的医护人
员。百业待兴，他们从清洁卫生、物
品摆放、防控培训、制定工作流程、
创建医疗文书等工作开始从头准
备。两天时间内，大家齐心协力紧
张地忙碌，终于在重重困难中，建立
起了符合新冠病人收治条件的病
区。

胡瑾被任命为医疗组长，面对
陌生而全新的疾病，她要担起更重
的责任——要保护好她的病人和他
的团队。为了更好地适应工作，胡

瑾每天拿着笔记本，记录上级会议
精神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到协调
整个病区危重病人的治疗、会诊、转
诊，小到各位医疗队员的物资领用、
食宿登记。胡瑾集中精力努力把每
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
为了让大家做好自身防护，每一版
新冠肺炎诊疗指南出台，胡瑾都会
组织大家认真学习。

胡瑾坚持每天进病区查房，每
一次进入隔离病房，她都要穿上厚
厚的三级防护服，带上口罩、眼罩、
手套。就像被放进了一个空壳里，
不能自由活动，不能深呼吸，平常最
简单的拿笔写字都很费力，说话也
全靠喊。

后来胡瑾听后勤物资组的同事
说，每一套防护装备近千元。为了
减少防护物资的浪费，每次进入病
区，胡瑾穿梭在各个病区，协助医护
人员进行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各
项工作，力争将所有工作全部完成
后再出病区。

新冠肺炎感染者大多都有一定
的心理负担。他们担心医生诊治不
及时，担心护士照料不周，担心社会
对他们有歧视，担心康复之后还要
继续隔离。为了减缓他们的心理负
担，胡瑾在全力积极对他们进行治
疗的同时，耐心地与他们交流，尽最
大努力消除他们的心理恐惧，缓解
他们的精神压力，鼓励他们树立战
胜病魔的信心，勇敢地战胜自己。

有一位尿毒症老年患者，因发
热咳嗽多天，肺部 CT 高度疑似新
冠肺炎，被收治到楚天医院。入
院时患者胸闷气促，浮肿少尿，他
认定新冠肺炎治不好死亡率高，
情绪异常激动，不配合医护人员

测量体温、血氧，医护人员询问其
基本信息、病史也不回答。胡瑾得
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进入病房与他
进行沟通。

“爷爷您放心，海南、深圳的专
家来监利了，新的冠状病毒肺炎指
南也出版了，您的病会好的。再说
我们都知道您的肾功能不好，也联
系了肾病科专家会诊为您制定最佳
治疗方案，还会按时送您进行血液
透析。”听完胡瑾的话，老人的情绪
慢慢平静下来，同意配合治疗，紧张
的气氛缓和了下来，“医生，你穿着
防护服，带着口罩眼罩，我看不清
你，也认不出你，但我谢谢你，我会
安心住院积极配合治疗的。”在胡瑾
和同事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老人
的身体逐渐好转，他的脸上也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

每次查房时，老人会鼓励胡瑾
和他的同事，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并叮嘱他们要多休息，注意身体。
还有很多的患者，同样关心胡瑾和
同事的身体，他们的关心与信赖给
了胡瑾很大的动力，胡瑾十分感动，
她 觉 得 再 多 的 付 出 与 牺 牲 ，值
了！

在抗疫的艰难时期，在前途未
知的时候，医护人员的身心也曾备
受煎熬。隔离在病区，防疫物资紧
缺，病人人数与日俱增，高度疲惫、
紧张的身心难以得到休整……在这
些巨大的压力面前，也曾有人深夜
崩溃大哭，但是最后，胡瑾都挺了过
来。因为胡瑾知道她是医生，在大
疫面前，再难，也要挡在灾难前面，
誓要保护身后的人民身体健康。唯
有前行，唯有拼搏，她护佑的生命之
光才得以闪烁。

时间倒回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突然暴发，监利市政府迅速出击，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居家隔离行动，
城区常住人口近20万，仅靠社区工
作者和公安民警远远不够，急需大量
志愿者。在监利市文明办和团市委
的指导下，监利蒲公英爱心协会迅速
投入到社区防控的宣传工作中。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蒲公英爱
心协会迅速发出微信防疫倡议，20
余名志愿者踊跃报名。他们放弃一
年中难得的与家人和亲友团聚的时
光，大年初二，就分班分组进入社区
参与抗疫大战。志愿者们张贴防疫
公告，手持小喇叭和便携式音响宣
传防疫政策和防疫知识。持续一个
多星期的宣传，大大提升了居民对
疫情的认知度和防御意识，为战胜
疫情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于全市防疫物资紧缺，医院
告急，乡镇告急，民众告急。志愿者
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正月初四，蒲公英爱心协会紧
急发动志愿者筹款 16800 元，购买
医用防护服捐赠到医护一线。协会
发动本地爱心企业和人士，并联系
外地公益机构和公益人士，共筹集
医用口罩10万余只、防护服1200多
件、医用酒精4吨、医用制氧机70台、
医用雾化器120部、医用手套2.1万
双、医用帽1万个、医用防护面罩1万

个、护目镜200个等医用物资。在当
时严格的管控下，这些爱心物资无法
顺利运达监利，协会负责人带领志愿
者前后五次前往仙桃市，运送物资。
由于处处封路，他们不知绕了多少
路，碰了多少壁，辗转奔波，历尽辛
苦，最终把这些急需的医疗物资运
回，第一时间捐赠到监利市中医院、
人民医院及五医等新冠肺炎定点医
院，缓解了医院的燃眉之急。

2 月中旬，广东及海南医疗队
驰援监利，当时监利风雪交加，天寒
地冻。考虑到这两个南方省份的医
务工作者们难以抵挡湖北的寒冷天
气，志愿者们立即借助网络平台向
全国爱心组织求助。功夫不负有心
人，志愿者们终于联系到北京蓝蝶
公益基金会和中国“纺织之光”公益
基金会，得到两家基金会的支持。
在他们的帮助下，波司登和艾莱依
两家服装企业，打开绿色通道，在大
雪前一天晚上，将1182件羽绒服送
到援监的医护人员手中，让这些带
着大爱而来的医护工作者们，多了
一份温暖与感动。

2 月 17 日，监利蒲公英爱心协
会志愿者们组成九个防疫分队，担
负起城区二十一个社区的值岗守
卡、上门排查、生活配送、物资运输
等日常工作。这些繁重且繁琐的工
作，他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没有

防护用品，志愿者们自己解决，没有
工作餐他们自己买泡面，他们没有
抱怨，更没有退缩。

志愿者张碧每天上午为居民送
生活物资，下午送药品，晚上登记需
求信息，小小身板，散发出大大能
量，被志愿者们称为“芭比金钢”。
协会会长段声华在办公室住了一个
月，吃了一个月方便面，只为抗疫。
志愿者汪根枝夫妻坚守防疫卡点两
个月，该卡点被称为“夫妻志愿卡”，
居民们称赞：“夫妻同心，堵断疫
根”。志愿者姜美霞坚守卡点一个
多月没有回家，住在卡点旁自己工
作的幼儿园里，获得小区居民一致
好评。志愿者邹红率领员工逆行武
汉，为一线医护人员免费送爱心餐，
坚持了47天，共计3万多份，被称为

“最美逆行志愿者”。那些无法参加
室外志愿服务的会员利用抖音、微
信等平台，宣传防疫知识，提供心理
疏导，弘扬正能量。

这些简单朴实的行为，只是一
个个志愿者奉献坚守中的精彩一
瞬，也是全市志愿者整个群体场景
中的代言之笔。平时“满天星”，相
聚“一团火”。

这种团结精神，彰显出一种能
量充足的“小城大爱”精神，也正是
这些满城星斗，汇成了监利隔离病
毒的“满天银河”。

董同合是荒湖管理区南湖办
事处的一名普通农工，在荒湖管理
区，不少人知道他的事迹。董同合
是一名残疾人，他符合低保条件，
但他要民政部门帮忙取消了低保、
退掉低保所有待遇。董同合刚脱
贫，就开始帮助那些未脱贫的困难
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董同合第
一个主动加入志愿队伍，巡逻守
口，打药消毒。现在，董同合是荒
湖管理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带领
着乡亲共同脱贫致富。

1984年，27岁的董同合遭遇了
意外。为了争分夺秒抓“双抢”，董
同合没日没夜地劳作。有一天，董
同合在禾场脱粒，过度疲劳的他神
情恍惚，左手臂不慎被脱粒机绞
断。在场农工赶紧把董同合送到
医院，虽然董同合保住了性命，却
落下了终身残疾。

董同合的命运从此跌入黑暗，
他的家庭从此愁云笼罩。那时，董
同合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作为
家里的顶梁柱，失去一条臂膀的他
无法再操持繁重的农活。一想到
这里，每当夜深人静时，董同合的
妻子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泣。

在养伤的日子里，董同合经过
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开始接受失去
一条臂膀的现实，他还年轻，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他不能自暴自弃，
得振作起来！心里有阳光，人生自
会有光亮。于是，他安慰哭泣的老
婆，自己还有一只手，只要他不死，
夫妻齐心，再苦再难会挺过去的，
以后一定会过上好日子。他的妻
子含泪点了点头。

伤痛刚好，董同合就学着一只
手操持农活，虽然不方便，比之前

累，但董同合咬牙坚持。董同合和
老婆省吃俭用，含辛茹苦抚养着两
个年幼的孩子。一年又一年，日子
虽然过得清苦劳累，却也充实。

董同合的不幸遭遇，牵动了管
理区党委政府领导的心，管理区不
仅将董同合家纳入低保对象予以
关爱和照顾，2015 年，又把董同合
家纳入首批“精准扶贫”对象。针
对董同合的实际情况，帮扶干部变
输血为造血，变帮钱为帮志，鼓励
引导他开展虾稻连作，紧接着还跑
上跑下为董同合争取了扶贫贷款3
万元。

2016年，董同合将15亩低洼水
稻田全部挖成稻虾连作种养池，包
点干部又请来水产、农业专家来到
养殖基地现场传经。怎么消毒、每
亩投苗多少、投饵多少、怎么控水、
几时捕捞等等，董同合都一五一十
记在本子上。自从投苗开始，董同
合就日日夜夜守在虾棚，严格按技
术规程进行养殖，有不懂的问题，
他都会主动拜师请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董同
合的虾稻连作田亩产值就达到了
5000 元，纯利 3000 元，总收入近 5
万元。初试牛刀，尝到甜头，董同
合的养殖劲头更足了，胆子也更大
了，他加大15亩虾池的投入，原始
积累逐年滚雪球递增。五年下来，
董同合家里经济条件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原来三间破旧的平房
已变成漂亮宽敞的二层楼，俩个孩
子也相继成家立业了。

按说，家庭条件改善了，劳累
了大半辈子，年纪大了，董同合也
可以在家享受清闲了。但董同合
没有忘记党和政府的帮扶之恩，他

还有精力，也不想闲下来。董同合
主动请缨，到南湖办事处当上了环
境保洁员，为美化家乡出一份力。

没有共产党，没有党的富民政
策，就没有董同合的今天。因为对
党的热爱，董同合萌生了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两次向组织
递交《入党申请书》后，2020年7月，
董同合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
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了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
忠诚，董同合除了自己带头致富
外，还帮助那些缺技术、缺资金的
乡邻。“董师傅，我家虾苗总浮水面
不进食”“董师傅，我家池子的水咋
成酱油色……”每当董同合接到这
样的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凭几年摸索的养殖经验，帮助
他们处理养虾中遇到的“突发状
况”。截至目前，至少有20个养殖
户得到董同合的技术、资金上的帮
助，他们正向致富路上迈进。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防控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董同合第一时间到办事处报名，成
为一名志愿者。两个多月时间，董
同合不是拿着话筒巡回宣传，劝阻
人员聚集，就是背着药桶，街前街
后、屋里屋外杀菌消毒。董同合的
行动感染了周围的人，大家纷纷行
动，一齐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疫”中来。南湖办事处的新冠肺
炎疫情得到了很好地控制，早早地
被评为了监利市无疫社区。

在管理区一班人的正确引导
和支持下，董同合凭自己的坚毅与
勤劳，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一步一
个脚印，终于获得一个又一个欣喜
的成绩。

张志勤：勤劳铺就幸福路

董同合：独臂老人立志脱贫奔小康

蒲公英志愿者：只要需要，我们就在

胡瑾：最美逆行,守护群众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