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清风相伴
和廉洁同行

04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报料热线：0716-3289095 邮箱：556436@qq.com

2025.5.16 星期五
美术编辑：万 彬 监利新闻

监利市融媒体中心监利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汴河镇王小垸村：

“靠水吃水”换了“新吃法”
□ 记者 田心怡 胡威虎 徐欢欢 李超 丁索 航拍 饶志超

白螺镇：

清洁家园齐奋进
生态乡村展新姿

本报讯（记者融欣）为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营造全民参与的
浓厚氛围，近日，白螺镇组织开展“全民清洁日”活动,
广泛动员包村干部、村社“两委”干部、党员群众、清洁
员、志愿者积极参与，聚焦辖区内主次干道，靶向攻坚

“三堆两垛”“四乱”“三房”顽疾，全面清理道路两侧白
色垃圾、生活垃圾、杂草及卫生死角。

活动现场，大家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
神，有的弯腰拔除缝隙里的杂草，有的合力拆除危
旧房屋，有的耐心向商户宣传“门前三包”政策，形
成“党员带头干、群众比着干、干群齐心干”的火热
场景。

此次“全民清洁日”活动，不仅改善了镇村环境面
貌，更激发了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此类活
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常态，共
同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龚场中心卫生院：

开展集中灭螺
筑牢血防安全网

本报讯（通讯员邓紫薇 曾静 周周）随着气温逐
渐升高，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钉螺进入繁殖活
跃期。为有效阻断血吸虫病传播风险，保障群众健康
安全，近日，龚场中心卫生院血防站组织专业人员，对
全镇钉螺滋生区域开展集中灭螺行动，为辖区居民筑
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

据介绍，通过前期对全镇各村社查螺掌握的情况，
本次行动重点针对各村社河道沿岸、沟渠、低洼湿地等
钉螺易滋生环境，统一采用25%杀螺胺悬浮剂进行药
物喷洒。该药物具有快速灭螺、残留低、对生态环境影
响小的特点，科学施药，精准灭螺。

龚场中心卫生院负责人表示，血防站将持续加强
“查螺—灭螺—监测”一体化管理，长效防控，筑牢防
线，定期复查重点区域，动态调整防控策略，从源头阻
断血吸虫病传播途径，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同时，该卫生院还加大宣传力度，提示广大群众，
加强个人防护，避免在潮湿草丛中赤足行走，切勿接触
灭螺区域水体。如果发现疑似钉螺或水体异常，可立
即联系血防站。

柘木乡卫生院:

关爱老人 免费体检
本报讯（记者融欣）为切实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

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柘木乡卫生院在
肖桥村开展“关爱老年人免费体检”活动，为村内65周
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免费健康体检、
血压、血糖、心电图、B超等多项检查，并详细询问既往
病史，给予针对性健康指导。同时，医护人员还向老
人们普及常见老年病的预防和保健知识，提醒他们要
注意饮食健康、适量运动、定期体检，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

此次活动惠及肖桥村175人，不仅让老年人及时了
解自身健康状况，更将关爱送到老人心坎上，彰显了“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的民生关怀。

本报讯（记者融欣）在人工智能与航天科
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劳动教育正被赋予
新的内涵。近日，监利市章华小学科学名师工
作室主持人李祥方老师带领三年级（12）班学
生，启动“太空种子”种植第三季活动。

此次种植的“太空架豆”“缸豆1号”“太空
五彩椒”等品种，均曾搭乘航天器经历宇宙辐
射、微重力等极端环境考验，蕴含基因变异的
无限可能。

活动中，学生们通过视频学习航天育种的

科学原理：太空环境如何引发种子基因突变，
又如何通过多代筛选培育出抗病性强、产量高
的优质品种。通过亲手播种、观察记录，学生
们在劳动中感悟科技的力量，在泥土间埋下探
索宇宙的梦想。

本次种植活动突破传统模式，引入智能
化管理工具。学生们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实时
监测土壤湿度、光照强度等数据，并通过 AI
分析平台比对“太空种子”与普通种子的生长
差异。“缸豆 1号”根系发育数据被上传至云

端，生成动态生长曲线，直观展现“太空种子”
的抗逆性优势。

活动中，学生们还尝试用编程模拟太空环
境对种子的影响，设计虚拟育种实验，将科技
想象力融入实践。

在为期3个月的实践中，学生们化身“生
态小卫士”，每日记录植株高度、叶片形态，并
对比两类种子的生长差异。一名学生发现“太
空五彩椒”幼苗的抗虫性显著优于普通品种，
激动地写道：“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未来我要

培育能在沙漠开花的种子！”
章华小学的“太空种子”种植活动，既是劳

动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是科技梦想的启蒙之
地。从“神舟带货”到“AI农耕”，从基因突变
到智慧农田，学生们在泥土与代码交织的实践
中，触摸国家科技战略的脉搏。

李祥方介绍，未来，工作室计划联合高校
科研团队，搭建“校园太空育种实验室”，让学
生参与从种子筛选到品种审定的全流程，实现

“手可摘星辰，足下育新苗”的科教融合愿景。

章华小学：“太空种子”种植第三季启航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航拍汴河镇王小垸村。

夕阳西下，汴河镇王小垸村连片虾塘覆上
了一层金黄。村民李建飞套上沾满泥浆的水
裤踏入塘中，熟练地提起地笼，青壳小龙虾在
网中簌簌作响，倒入盆中，活蹦乱跳。

“水质好，虾才好！”行进间，湖底的秸秆清
晰可见，这位从小在洪湖撒网的渔民，谈起小
龙虾养殖头头是道。

王小垸村位于监利市汴河镇最东端，静卧
于洪湖西岸。过去，村里以发包鱼塘、珍珠养
殖为生，村集体经济一度累计至千万元。但随
之产生的废水污染、过度捕捞等问题使得水域
失衡、蓝藻盛行。壮士断腕迫在眉睫。

2019年，长江大保护政策实施，十年禁渔
随之启动，王小垸村全村响应，李建飞和全村
930多户渔民一起“洗脚上岸”。

在村里的建议下，李建飞承包 30多亩虾
塘，当起了养虾人，虾稻共作模式不仅肥了虾，
也养了水。

3月，乍暖还寒，李建飞将900多斤虾苗分
别投入30余亩虾稻田。50天后，第一批小龙
虾上市，一两一只的大虾每斤能卖到30多元，
大小混装的虾每斤也能卖10元。

暮色四合，村民们自发在岸边帮忙，一只只
青虾噼里啪啦装进塑料筐，被搬上电动三轮车，
车轮碾过崭新的沥青路发出细碎的声响——这
条5.5米宽的道路，曾是自行车都难行的泥埂，
如今成了小龙虾出村的“黄金通道”。

回溯往昔，王小垸村里的“路”，写满了辛
酸。王小垸村党总支书记李花青回忆说，
1998年他的母亲去世时，连日阴雨将不到一
米宽的田埂泡成烂浆，抬棺人无处落脚。

“死人都运不出去，活人怎么办？”刚上任
两年的李花青立誓要修路！

“小路小富，大路大富，高速路快富！”近
30年间，从田埂到砖渣路，再到汴河镇第一条
水泥路，王小垸村于颠簸中突围。

2019年，退垸还湖政策落地，王小垸村抓
住机遇，争取专项资金，将11.7公里村道拓宽
至5.5米并全面刷黑。“每公里国家补贴20万
元，村里出资一部分，村民都抢着投工投劳。”
李花青说。

“要赶在天黑前送到虾贩手上。”夜色渐浓，
李建飞拧紧了油门，沿环湖旅游公路疾驰。过
去，由于路网不发达，王小垸村的水产品收购价
一直上不去，但现在，骑车几分钟，就能将虾从塘
里送到卖虾点，价格也有了优势。

在王小垸村，“靠水吃水”的“新吃法”绝非简
单的产业替换。在为“水袋子”铺就路网后，村民
们寻求着从“榨取”到“反哺”的发展新方式。

在王小垸千岛湖湿地公园，48岁的李长
新擦了擦驾驶室的玻璃，轻推操纵杆，铲斗精
准切入湖滩淤泥，垒起一个个泥堆。李长新曾
是王小垸村经验最丰富的“渔把头”，和妻子一
起打理着近百亩鱼塘，虽然收成还算可以，但
靠天吃饭的日子让他总悬着一颗心。

“原先在湖里养鱼，就怕大风大雨，有时候
特殊年份下大雨，我们这里 24小时长一米高
的水，我们的网箱就往上面升高，要是刮大风，
更是会把所有网箱吹翻，抢救不及时鱼就跑
了，风险特别大。”回忆起湖上的日子，李长新
仍心有余悸。

上岸后，“除了养鱼什么也不会”的李长新
犯了难。在村里组织的几次技能培训会后，他
决定从零开始——学开挖掘机。短短几年间，
李长新已经拥有了3台大型挖掘机。

2023年，村里启动千岛湖湿地公园项目，
需要大量工程机械。李长新第一个报名参加，
第一年便垒出130多个小岛，到第二年湖面小
岛数量增加到700多个。村民们在岛上栽垂
柳、种芦苇，湖面星罗棋布的小岛既能防风浪，
还能护水草，借自然之力养自然，十几年未见
的水生植物和翻飞的鸟儿也重现湖区。

“未来，这里将打造集渔村风情体验、洪湖
生态旅游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风景区。”这是
李花青和村民们的美好愿景。

烈日高悬，在建的宦子口大桥如一道钢铁
巨龙横卧在洪湖之上，大桥连通监利市、洪湖
市，第一个受益的便是王小垸村。

“这是三代人的希望。”走在一侧便桥上，
李花青说，大桥开工那天，村民们自发赶来放
鞭炮，大家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从前去武汉
卖鱼，天不亮就得摇船到对岸搭车。等这桥通
了，村民们开着三轮车一脚油门就能到对岸，
可以节省一个半小时！”

如今的王小垸，路是风景线，塘是生态池，
家是后花园，村民人均年收入1.8万元，这里不
再有“竭泽而渔”的叹息，只有“活水养人”的欢
歌——投资1100万元的“三坝两池”将养殖废
水层层过滤，达到Ⅲ类甚至Ⅱ类水标准，覆盖
全村6300亩农田，实现循环灌溉，确保“一滴
污水不入湖”；沿堤打造的“十里荷花长廊”被
发包给村民管护，沿途栽种的格桑花和中山杉
摇曳生姿；全村被划分为11个断面，分段设置
公益性岗位，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开
展，保洁机制长效运行，“最美庭院”评选活动
如火如荼。

从摇船架桨到路路通畅、从围网密布到水
草丰茂，王小垸村在虾塘里“捞”出致富经，于
挖机声中“掘”开转型路，让淤塞河道重现潺潺
流水，将溃败围垸变身千座生态岛。

夏日已至，“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又将
复现。在洪湖的潮声中，村民们吟唱的“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渔歌越来越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