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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老湾回族乡珂里村，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放
眼望去，是古镇古街古码头，村民房屋建筑还保留着明
清时的徽派风格，小巷里的石板路诉说着旧日的繁华，
湖边清风微拂杨柳依依让人沉醉……

细看之下却会发现，村里的主干道宽到可供汽车通
行，铺设的是现代化柏油路，古色古香木窗下张贴着“快
递驿站”“WiFi开放”等提示标语，可以想象一到周末或
节假日，这里挤满外地游客的热闹景象。

“以前的珂里村是市级重点贫困村，市里根据其历
史文化底蕴，将其作为乡村振兴的名片进行打造。”珂里
村党支部书记刘恒介绍，珂里老街始建于清末，兴盛多
年，是民国沔阳四大集镇之一，曾走出杨时杰、蔡汉卿等
辛亥首义名人，现代水利专家谢鉴衡祖父辈在此经商，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根据《洪湖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珂里村的改造坚
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铺设雨污管网、建设旅游
公厕、新建村民广场、农家书屋、村史馆等公共设施，改
造 70 余栋居民房屋立面，发动群众发展休闲旅游业。

经过五年时间，珂里从一个贫困村蜕变为省级示范美丽
乡村。

到珂里村观赏自然美景，感受古镇风情，享受悠闲
生活，已成为一种风尚，也为亟待振兴的乡村注入了新
的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
“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多乡
村正通过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来摆脱贫困。

乌林镇李家桥村着眼民俗文化打造的“青瓦坊”，收
藏民俗、农耕文化等各类藏品2万余件，全村动员见缝
植树、拆违植绿，近两年种植樱花树数万株，致力打造江
汉平原“民俗文化”第一村，每年吸引游客不计其数。

吴王庙村将“诚孝俭勤和”五字新风，书写在村民集
中休闲娱乐的村文化广场，将婚俗写入村规民约，倡导
婚丧嫁娶简办、宴请由红白理事会集中筹办，无异于在

“人情风”盛行、“人情债”如山的基层，送去一场“减压”
的甘霖。

“用传统文化装饰公共活动场所，营造浓郁的文化

氛围，让农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
提高素质，用文化助推扶贫，实乃高明之举。”越来越多
的贫困村慕名前来参观学习。

吴王庙村兴建老年幸福食堂，专为全村70岁以上
的200多名老人提供一日三餐，为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
免费送餐，既解决了贫困老年人吃饭之困，减轻了年轻
一代赡养负担，更率先开启了农村集中养老模式的新探
索，用实际行动推进了“孝”文化的传承。

近年来，洪湖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在美丽乡村建设、垃圾清运一体
化、创森创园、河湖治理、污水处理、农村改厕与基础设施
补短板等方面向贫困村重点倾斜，先后有33个村获得省、
市“美丽乡村试点示范村”称号，先后打造出城郊型新联
村、城中村型南河村、民俗文化型李桥村、整治提升型吕
蒙口村等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初步形成“以点促面”协
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贫困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山水未动、村庄未变，老百姓的脸上，多了笑容和自
信。

三国故事（ 三 ）

曹操湾
风飒飒，旗猎猎，金戈铁马犹未歇，三雄

争霸硝烟起。时势风云铸豪杰。
话说，当年刘备、孙权、曹操经过多年的

角逐，唯曹操势力最大，大有吞灭孙刘之势，
于是孔明游说孙权联刘抗曹。这样一来，曹
操的优势大减。孙刘以长江以南作为大本
营，妄图夹击曹操，而曹操则由江陵顺江而
下，来到了九十九座山、九十九道弯的乌林地
界，隔江与孙刘形成对峙之势。

经过多年的战事，曹操人困马乏，与隔江
孙刘联合体，不免有些心急，终日苦思对敌之
策。众大臣劝曹操出去走一走，散散心。

一日，曹操信马由缰来到一处所在，但见
这里古木参天，浓荫中露出寺院一角，隐约有
吟诵之声，曹操暗道，此处若有高僧，将此处
的人文地理也好讨教一二。于是下马来到道
观门首。忽见一童子由观内出门，问道：“施
主有何见教？”曹操道：“此处还有其他人吗？”
童子道：“我和师父，再无他人。”于是曹操请
童子代为引荐。童子回说，师父正修功课。
过了一炷香后，童子道：“施主请了。”曹操进
寺后，见高僧白须及胸，童颜鹤发。曹操不禁
肃然起敬，躬身道：“师父请了，敢问师父法

号？”那高僧道：“贫僧了然。”“敢问师父，可是
对世事一目了然?”曹操又问道。“然也”，高僧
答。于是，曹操和高僧越谈越投机，高僧学识
渊博，更精通命理八卦，很得曹操赏识，而曹
操的抱负以及雄视天下的举止，也为高僧极
力辅佐曹操成就霸业而义无反顾。

曹操就目前时局以及自己的处境，毫不
避讳地向了然和盘托出，希望能指点迷津。

那了然见曹操真心相待，言谈举止确有
帝王之相，故此略一沉吟，说道：“主公若取天
下，和孙刘抗衡，必先大量招兵买马，后休养
生息，再大造声势，方可如愿。”了然携曹操出
门，指向右方：主公宜驻扎那里，请看，此乃盘
龙山，对面月亮山，格局是盘龙望月之象，此
地能助主公一臂之力。

乌林前有金银滩，后有米粮川，左边兵马
场，右边花果山。离此后行数里，后湖有取之
不尽的食物，山上有数不尽的飞禽走兽，主公
在这里训练兵马扩充势力，和孙刘抗衡不必
多虑。道士信口编歌谣一首。教曹操命军士
传唱：盘龙山，曹操湾（当时土话湾乃停靠之
意），有饭吃，有衣穿。在那连连战乱，百姓食
不果腹的情况下，多少人挣扎在饥饿的生死
线上，听说有饭吃，有衣穿，再加上人们对龙
的崇拜，认为盘龙山一定是能当天子的人在

招兵买马。于是歌谣传到哪里，哪里就有青
壮年争先恐后投效，一时间，曹操兵源大增，
投奔者数十万，曹操每日亲自观阵，训练兵
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曹操兵精粮
足，好一派生龙活虎的景象，只待时机一到便
可与孙刘一决雌雄。

正当曹操雄心勃勃之时，又遇到了难题，
江北士兵不惯水战，在那小船上站都站不稳，
更别说舞刀弄枪了。于是，曹操又命能工巧
匠打造大船，便可挥师南渡，一展抱负。

一日，曹操登楼船检阅水师，看见兵士训
练有素，进退自如，心中大喜，心中暗祈神灵
庇佑，在这风水宝地得遂所愿。

正浮想联翩，忽然头风发作，昏倒在地。
众大臣手忙脚乱地扶曹操进仓躺下，并急召
当时名医华佗为其诊治。华佗沉吟片刻，道：

“主公脑内有风涎，应开颅取出。”此言一出，
众人大怒，言华佗有谋杀之心。华佗道：“主
公头风乃风寒所致，因到此处饮长江水，江水
乃万年雪山之冰水，风涎遇冰水，断无药医。”
众人又问，可有其他法子。华佗道若减轻病
痛，宜用硬水（即井水）煎药。于是，群臣命军
士在盘龙山下凿井煎药，曹操果然病情稳定。

长话短说，话分两头。那盘龙山确有一
真龙盘卧在此，见曹操有帝王之相，驻扎在

此，爱民如子，体恤兵士，就有助其登上大宝
之位的意愿，不料兵士凿井，正挖在那龙爪之
上，那龙负痛挣扎起来，一时翻转腾挪，吞吐
云雾，复又闪电雷鸣，狂风大作，此惊动了了
然，他掐指一算，知其因果，留下谒言一首:“龙
腾长空，难拒东风，关下留情，唯走华容。”长
叹一声，然后飘飘离去。

且说那龙为报凿脚之仇，怕犯天条不好
直接下手，见那曹操声势浩大，如何能削减曹
操战斗力，让孙刘替自己报仇呢。它深思熟
虑，决定来个借刀杀人，先是使庞统献连环
计，后使黄盖用苦肉计诈降，一切安排就绪
后，暗命风婆在冬月刮起了罕见的东风，然后
张开嘴吞云吐雾，使对面所有的动静不被曹
营发现。刘备营内兵马借机将那装满柴火、
火油的小船撞进曹操水寨，放起火来，一时烈
焰腾起，风助火势，火趁风威，把一世枭雄数
万人马烧得一败涂地，若不是关羽念旧情，放
曹操一条生路，几乎性命难保，像丧家犬一样
败走华容，这如谒言所示，乃因果报应。

曹操走后，其中军帐所在之处因曹操住
过，易名曹操湾。盘龙上因龙去山空易名盘
山，讹传团山。望月山现简称月山，现在乌林
村后。那曹操煎药用的水井，如今只剩一个
轮廓。 （来源《洪湖故事》）

脱贫攻坚战：小康路上不少一人
□ 崔巍 肖莎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收
官之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中，百折不挠的洪湖人
民用勤劳和智慧，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将诸多不可能变成
了可能。这一年，洪湖市68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累计脱贫
16148户51702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

的11045元增加至2019年底的18583元；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124元增加至2020年底的
11890元。

这一年，洪湖的乡村变化喜人——道路拓宽、危房改
造、医疗保障、产业扶贫……聚焦精准扶贫，着力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问题，让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燃起新的希望。
这一年，蓬勃兴起的莲藕、螃蟹、小龙虾、再生稻特色

种养产业，让越来越多的人依托洪湖得天独厚的的自然
资源优势实现了致富增收，让百姓对走上小康之路充满
信心。

2020年4月1日，洪湖市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举办的一场“为湖北拼单”公益直播，吸引超2000万人
次观看，共计售出鲜藕14.5万公斤，藕带、藕汤、藕夹等
各莲藕类深加工产品超过45万单。这场直播无疑为洪
湖市疫后复工复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洪湖莲藕”也在
全国网友面前刷了一波存在感。

洪湖种植莲藕的历史由来已久，作为国家级湿地保
护区，这里独特的以青泥为主的特殊土壤，孕育出的莲
藕口感清甜、营养价值高。但产量与销路一直是制约当
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传统种植方式让很多农民在贫
困线上挣扎。

党的十八大以后，洪湖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传统
农业，请来专家研究自然资源优势、从外地引进华贵集
团、闽洪水产等较大规模的市场主体，加大技术投入，整
合各类资源，着力做起“藕”文章。

2012年，华贵集团“勇吃螃蟹”，在峰口镇土京村流
转土地试种藕带2000亩。起初，很多人瞧不上，说“小
小的藕带能赚几个钱”。一年后，藕带平均亩产600公
斤，平均亩收入超5000元，这才让种植户和企业看到了
希望，越来越多莲藕种植户加入进来。

“藕带产量比藕高，我和老伴两个人种了近10亩藕
带，今年才抽了3500多公斤，卖了3万多元钱。”万全镇
万电村71岁的贫困户肖礼志略显遗憾地告诉记者，“去
年发大水，当时田被淹了，藕带抽不及。前年都有5000
多公斤。”

说起藕带，肖礼志还是挺知足的，“藕带一抽起来，
合作社就拖走了，不用担心卖不出去。8月藕带抽完，把
虾苗放下去，到春节过后，小龙虾成熟，还可以收一季虾
子后再种新一季的藕带。”

肖礼志采取的“藕带+龙虾”套养模式是洪湖水产
养殖特色之一。为充分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洪湖市
因地制宜，探索出“藕带、莲子、藕”专项种植和莲虾、鱼
莲等绿色高效综合种养新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如
今，洪湖市小龙虾产业集群被纳入国家重点支持产业集
群目录，莲藕产业链上研发出的泡藕带、荷叶茶、野莲
汁、野藕汁等系列加工产品，远销欧美及东南亚。

肖礼志家的藕带卖给万电村的水生蔬菜种植合作
社，然后直接被销往华贵集团，小龙虾也被万全镇另一
家以水产销售为主的合作社以保护价收购，对接闽洪水
产集团。

“合作社一头对接较大的农业加工企业，面向市场；
一头对接种养殖户，收购农产品。针对贫困户，我们会
提供比市场价略高的保护价，解决贫困户关于‘藕贱伤
农’的后顾之忧。”万电村水生蔬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肖
艳洲介绍。

近年来，洪湖市“靠水吃水”，大力发展农业，不断推动
农业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全市68个重点贫困
村都确立了主导产业，并通过“龙头企业+村两委领办合
作社+农产品加工车间+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带贫模式，引
进培育龙头企业56家，成立专业合作社294个（其中，村两
委班子领办的合作社224个）、与扶贫龙头企业合作建立
水生蔬菜、水产、再生稻等扶贫车间33个，带动全市贫困
户10749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2020年，“洪湖莲藕”成功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洪湖市也以莲藕为优势主产品，成功创建“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莲藕被做成了带动千家万户脱贫致
富的大产业。全域目前拥有10万亩野生莲藕观赏区、4
万亩藕带主产区、6 万亩莲藕主产区、1 万亩莲子主产
区，全市莲藕年生产总值达23亿元，莲藕种植、加工从
业人数达3万余人，带动贫困户参与种植近2000户。

金秋时节，稻田呈现出金黄的色泽，每一颗稻穗都
充满着生机，让人心生欢喜。洪湖市经济开发区王家洲
村的再生稻第二茬成熟在即，春露联合社的基地管理人
员一边对稻田进行日常管理，一边用无人机播撒紫云
英，为来年春耕种植绿肥。

现场操作机器、对各种监测仪表进行检查的管理人
员是王家洲村的王际威，看他操作娴熟、对各项数据了
然于心、对再生稻的品种如数家珍，第一时间都没看出
来他是个贫困户。

“王际威家里的3亩农田流转给春露联合社种植再
生稻，每亩600元，每年1800元，联合社返聘他负责这片
基地1300余亩地的灌水、施肥、打药等工作，每年12000
元，两项加起来脱贫没有问题。”春露联合社党支部第一

书记熊道前介绍道。
王际威告诉记者，自己年近六旬，已不适应繁重的田

间劳作，家里老伴患心脏病多年，每年药费要几万元，还需
有人在身旁照顾。政府为其办理了低保和医保，解决了大
部分医药费，春露联合社聘请他从事一些轻体力的田间管
理工作，“党的政策好，让我对小康生活有了盼头。”

洪湖“鱼米之乡”美名远扬，发展再生稻生产是市
委、市政府倾力打造的另一项脱贫攻坚重点工程，要求
有条件的村可使该产业成为贫困户增收的主渠道，并对
种植再生稻的农户给予每亩200元资金补助。贫困户
也可自愿流转土地，再去从事其他经营或务工活动，得
到双份收入，进一步保利增收。

春露联合社是洪湖市最大的水稻种植合作社，在峰

口镇二洪村、沙口镇长河村等乡镇发展再生稻面积
3500多亩，实现了再生稻“一二三四”目标，即种一季、
收两季，亩产1500公斤，收入4000元。联合社为种植户
提供种子、育秧、技术培训等服务，对贫困户按每公斤高
于市场价格 0.075 元的保护价收购，每户增收近 1000
元，帮助带动贫困户500多户。

捷报频传。2020 年秋，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组对沙
口镇示范区再生稻进行现场测产，一致认为这一年洪湖
市再生稻普遍长势旺，整齐均衡，病虫害发生轻，相关技
术措施运用到位。并将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亲笔题写的“洪湖市，中国再生稻之市”的牌匾赠送给洪
湖市，这是继“洪湖再生稻米”荣登2020年中国品牌价
值评价排行榜之后的又一喜讯。

小藕带撬动莲藕大产业

乡村振兴催生贫困村“蝶变”

联合社发力再生稻粒粒是金

乌林村面貌一新

清洗小龙虾

产业扶贫

收割再生稻

本报讯（通讯员洪宣办）根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关
于做好 2020 年健康素养促进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
2020年10月至11月，洪湖市疾控中心组织专业人员开
展了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监测工作。省、荆州市健康教育
专业机构随机抽取新滩镇、大同湖管理区、城区新堤街
道，监测以入户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从基本健康
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三个方面，
涵盖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安全与急
救、基本医疗和健康信息6大类公共卫生问题，对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本次共调查15—69岁城乡居民300人，收回有效问
卷241份。根据荆州市疾控中心对洪湖市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监测数据统计分析，2020年洪湖市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为27.4%，不同辖区、不同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均有部
分差异。下阶段，洪湖市将按照分类指导、分众施策、分
级负责的原则，加大技术指导力度，着力普及健康知识
与技能，全面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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