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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一大早，在广水市应山城
区主要交通路口，头戴小红帽、身穿红
马甲的志愿者们，手持“文明交通劝导”
旗，精神昂扬，礼貌热情。他们在交通
路口劝导行人过马路遵守信号灯，协助
交警维护交通秩序。

在该市城区道路上，来往穿行的摩
托车、电动车络绎不绝、秩序井然，各式
车辆整齐划一地停靠在临时划定的停
靠区域内。“乱停乱放现象明显减少，违
反交通规则的现象大幅下降。”正在路
口执勤的交警欣慰地说。

今年以来，广水市持续开展城乡环
境整治工作，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提升城乡环境质量。该市围绕城乡环
境整治工作，全面整治城区交通乱象，
多措并举常态化开展“乱停放”专项整
治行动，引导车辆、行人遵守交通规则，
做到车辆按停车泊位、标线停放。同
时，从严从快打击机动车、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等行为 ，清理长期占道“僵尸
车”，有效缓解停车压力。

该市以城乡“脏乱差”整治工作为
重点，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环境卫生
水平、提升城市形象为切入点，在城区

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城区乱象大整
治、市政设施大整治，在村镇开展村庄
保洁、镇办治乱、公路铁路沿线清理、农
村生活垃圾整治、弘扬文明新风等专项
行动，全面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向纵深发展。

连日来，该市城区、农村到处都是
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各地各部门干

部群众带着铁锹、扫帚等工具深入大街
小巷，全面清扫卫生死角，环境面貌得
到全面改善。该市城乡环境整治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不间断地开展督促检查，
对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落实工作不力的部门单位进
行通报。该市融媒体中心开设专栏，设
立行为陋习曝光台，及时报道环境整治

工作动态，反映整治成果和经验，对各
种“脏乱差”现象进行深度曝光，以正确
的舆论导向、强有力的监督跟踪，促进
城乡环境整治行动扎实开展。

为确保城乡环境整治工作有效推
进，该市成立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分别任第一指挥长、指挥长的城乡
环境整治工作指挥部，从相关镇办、部
门抽调精干人员组建专班，充实工作力
量。该市协调组织各地各责任单位建
立了环境整治时间表、作战图，以一周
为时间节点督促整治工作进度，推进整
治工作高效运行。该市坚持执行“三单
制度”（问题交办清单、责任整改清单、
整改问责清单），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
专题督办，确保立行立改和工作成效。

自该市开展城乡环境整治工作以
来，各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共拆除各类
违章建筑 35处；制止各类占道经营行为
625 起，劝阻乱牵乱挂 27 处；清理占道
经营摊位及流动商贩 180 余处；拖移乱
停乱放摩托车、电动车 27 辆，劝阻乱停
乱放车辆 800 余辆，查处违停车辆 1100
辆；查获非法超限运输车辆 120辆、非法
改装车辆 8辆。

▲ 图为风光秀美的徐家河水库。

▲ 美丽乡村泉水村。 （随州日报通通讯员 熊 熙摄）

随
州
日
报
特
约
记
者

刘
刚

—
—

广
水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纪
实

蓝
天
碧
水
映
山
城

初夏时节的广水，草长莺
飞，姹紫嫣红，如诗如画。

广水地处楚豫文化交汇
处，气候温和，风景秀奇，人文
景观、旅游景观相映成辉。中
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山峦叠
嶂，峰奇林茂；大贵寺国家级
森林公园、三潭省级风景名胜
区古木参天，一瀑三叠；徐家
河省级旅游区水光潋滟，百岛
竞秀，素有武汉“后花园”、中
原“度假区”和“天然氧吧”之
美誉。

近年来，广水市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守生态环境质量刚
性底线，坚持把绿色发展理念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深
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绿色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环境
质量不断改善。

全力以赴
守护一片“广水蓝”

6 月 1 日下午，雨后初霁，
山 城 广 水 碧 空 如 洗 ，极 目 远
眺，远山含黛、碧水逶迤，一众
美景尽收眼底。市民纷纷走
出家门，或锻炼身体或赏花观
景，微信朋友圈已被网友晒出
的“广水蓝”刷屏。

“一片碧空，源自管理。”近
年来，广水市大力实施“蓝天”
工程，以“两禁”（禁鞭、禁烧）、

“三控”（严控施工扬尘、严控道
路扬尘、严控燃煤锅炉）、“四
治”（工业大气污染治理、机动
车排气污染治理、烧烤油烟污
染治理、油气回收治理）为工作
重点，深入推进大气污染攻坚
战，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该市深入开展重点工业污
染源稳定达标排放、“双护双
促”执法检查、整治“散乱污”企
业等专项行动，逐一解决工业
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机动车
尾气排放、城市扬尘、农作物秸
秆焚烧、燃煤及餐饮油烟导致
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等大气环境
突出问题，共取缔“散乱污”企
业 7 家，淘汰燃煤锅炉 132 台、
黄标车 1087辆。

今年以来，该市环境空气
质量较上年度同期有显著提
升。截至 5 月 20 日，PM10 累
计均值 76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 降 14.6% ；PM2.5 累 计 均 值
46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23.3%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率
77.5%，同比增加 11.8%。

铁腕整治
让河湖清澈碧水长流

投资 3.69 亿元，采用 PPP
模式建成运行乡镇生活污水处
理厂 13座、投资约 7000万元对
应广城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
升级改造……

“水环境治理是一场久久
为功的硬仗！”近年来，该市高
起点、大手笔谋划水环境治理
工作，以“河长制”为抓手，大力
实施“碧水”工程，编制实施“一
河一策”整治方案和饮用水源
地边界矢量图，水环境治理持
续发力。

“对违法排污行为‘零容
忍’。”该市深入开展流域化工
企业、河道非法采砂、畜禽养殖
等专项整治行动，督促大自然
农业、雅都纸业等企业安装污
水在线监测系统，对 100 家畜
禽养殖场进行治理，取缔非法
采砂点 8 个，封堵治理排污口
42个。

2019 年，该市许家冲、飞
沙河、花山等 5 处饮用水源地
水质均为Ⅲ类以上。针对王店

断面水质下降问题，该市深入
开展流域环境问题大排查，累
计整治问题 238个。

今年 5 月 1 日-21 日，该市
水质检测中主要超标因子高锰
酸盐指数浓度在 5.0－6.4mg/L
之间，平均值为 5.62mg/L，水
质类别达到Ⅲ类标准。

绿满山城
让百姓乐享“生态福利”

如今的广水大地，绿色已
然成为一抹最耀眼、最动人的
色彩。

城郊街道办事处油榨桥村
绿树环绕、荷塘清幽，农户的房
屋经过统一设计规划，形成了
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群，游客
步行其间，仿佛置身于江南水
乡。

武胜关镇桃源村充分挖掘
“石屋、柿树、溪流、人家”等古
村落禀赋和地域民俗文化，走
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美丽乡
村建设路子。

近年来，该市以“增绿”工
程和“生态细胞”工程为着力
点，全面开展“绿满广水”行动
和“精准灭荒”生态工程，城乡
生态格局不断稳固，生态文明
创建稳步推进，市民幸福指数
不断攀升。

“ 让 绿 色 成 为 发 展 的 底
色。”该市绿地面积不断增加，
新增绿地 21.23万平方米、公园
绿地 8.98 万平方米，新建小游
园 4 个，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分 别 达 到 36%、32%和 12.1
平方米。

该市通过积极推行“专业
化造林、机械化整地、市场化管
理”造林一体模式，动员 48 家
市场主体参与造林，去年精准
灭荒经省级核查合格造林面积
24147.5 亩 ，实 现 了 精 准 灭 荒

“三年任务、两年完成”，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 40.5%。

“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该市坚持以开展
生态市、镇、村“三级联创”和特
色小镇、美丽乡村等一系列绿
色创建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
文明示范市建设。截至目前，
该 市 累 计 创 建 省 级 生 态 镇 4
个、生态村 53 个，创建随州级
生态村 23 个，6 所中小学被命
名为随州市级绿色学校。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彭晓华彭晓华 刘冬刘冬

————广水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掠影广水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掠影

美丽乡村绽放美丽乡村绽放““美丽经济美丽经济””

随州日报通讯员 梅俊

广水强力整治城乡环境

以景为媒，以业兴农。
近年来，广水市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发展绿色产业，放大生态优势，不
少村庄蜕变为“颜值”与“气质”兼具的
美丽乡村，深受游客青睐，“美丽经济”
悄然绽放。截至目前，该市有 2个村分别
入选全国美丽乡村和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27个村入选湖北美丽乡村。

“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发 展‘ 美 丽 经
济’。”广水市委书记黄继军说，坚持生
态优先、产业带动，激发农村内生动力，
打造生态优、环境美、产业旺、百姓富的
美丽乡村,是广水乡村振兴的重要路
径。

头雁领飞
“穷窝子”蝶变“绿富美”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关键
在人才。”5 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广水市观音村党支部书
记熊永俊提交多项建议。

熊永俊在外闯荡多年，跑过长途运
输，开过建筑公司，是村里的致富能手。
2005年，他当选观音村党支部书记。“既
然把担子扛在了肩上，那就要一个劲地
往前冲，直到群众满意为止。”群众大会
上，熊永俊话语铿锵。

观音村过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是远近闻名的“穷窝子”。上任伊始，熊
永俊带领村干部迅速明确发展思路：以
基础设施建设、修复生态环境为突破
口，着力改变村庄贫穷落后面貌。

围绕完善村庄基础设施，熊永俊带
领全村重点推进水利、农田、道路、饮水
四大项目建设，让湾湾通上水泥路、家
家吃上自来水。同时，按照民国古居、旅
游观光、田园采摘风格对村庄进行整体
改造，先后完成周家岭子湾、八臣湾等 9
个自然湾的整治。

以花引客，农旅融合。2012年，熊永
俊投资 2000 余万元，建成神怡生态园。

生态园集中栽种观赏月季、优质油桃、
精品油茶，点缀种植樱花、桂花、紫薇、
腊梅、红叶石楠 70 余万株，吸引了周边
县市众多游客。园区配套发展电商产
业，主营桃子、梨子、桃胶、蜂蜜等园区
产品销售，2019年销售额达 300万元。

为便于生态园管理，熊永俊牵头成
立了宝利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
常年有 50 多人从事锄草、施肥、管理等
工作，每人月均工资 2000 多元。贫困户
闵文成和妻子患有慢性病，两个女儿尚
在读书。合作社成立后，依靠自身丰富
的林果种植经验，闵文成被聘为生态梨
基地技术负责人，每月工资 5000 多元，
一家人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让观音村人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
生活！”在熊永俊的带领下，目前观音村
已发展种养殖合作社 8 个、种植养殖大
户 40 余户，通过特色种养，可实现年产
值 1500万元。

乡贤返乡
村民摇身变股东

平 整 农 田 、扩 建 道 路 、修 葺 房 屋
……初夏时节，广水市蔡河镇楼坊村，
黄土关农文旅小镇建设现场热火朝天。

“我们正争分夺秒抢抓项目进度，努力
把疫情耽搁的时间夺回来。”黄土关农
文旅小镇党支部书记、黄土关生态农业
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郝贤军介绍。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
郝贤军是楼坊村人，在餐饮行业打拼了
30 余年，事业有成。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他积极响应号召，
返乡建设家园，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楼坊村位于淮河源头、桐柏山南
麓，境内山川秀丽，风景宜人。经过周密
考察，郝贤军决定充分挖掘当地生态资
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发展观光农
业、住宿餐饮、康养旅游、研学拓展等产
业。

去年 7 月，总投资 5 亿元的黄土关
农文旅小镇破土动工，涵盖楼坊村、黄
土关村、南界村等 3 个乡村。小镇采用

“公司+村集体+合作社”模式运营，建
设时光森林共享社区、时光山谷露营
地、时光农业园、飞沙河生态湿地公园
等四大主题区，打造森谷社区、乡村宿
集、智慧农场等 15 个特色项目。小镇建
设坚持生态优先，实行“山、水、田、林、
草”系统治理。目前，已投资 300 万元栽
树补绿，建成百亩白茶观光园美化绿化
山体，修建改善道路 33 公里、改造高产
农田 800亩。

“土地流转挣租金，劳务务工挣薪
金，入股参股挣分红。”为带动村民共同
致富，黄土关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牵头成立农家乐合作社、农业合作
社、绿化景观合作社等 10 个专业合作
社，覆盖全村 200 多位村民，实现“全民
参与，人人参股”。

“让党员成为党建联络员、基层带
头人、创业引领者，把广大群众带动起
来。”郝贤军说。黄土关生态农业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的 7名党员与楼坊村党支部
7 名党员结成对子，组成 7 个工作组，分
别进驻养猪场、水产养殖基地等联系
点，发展富民产业，开展文明创建，推动
移风易俗，努力实现“村民自治、项目自
治”。

据了解，小镇项目开工建设不足一
年，已累计为村民带来劳务收入 500 万
元。

共享共治
小村庄描绘大前景

乡村画卷，美不胜收。6 月 6 日，广
水市关庙镇梅庙村百花园，树木葱茏，
百花争妍，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避暑、
赏花、吃农家饭。

“以前这里是杨树林，现在成了‘聚
宝盆’。”梅庙村党支部副书记高家峰介

绍，百花园占地 500 余亩，种植有月季、
海棠、黄金槐、紫荆、紫玉兰等花卉苗
木，去年 10 月建成以来，随州、信阳、孝
感等地游客纷至沓来，高峰期每天有 1
万多人。

梅庙村位于徐家河上游、关庙镇东
南部，过去村子发展底子薄，没有集体
收入，村民大多选择外出务工。2014年，
村委会尝试种植观赏类苗木，渐成规
模。2016 年，该村在娘子岗山岭大面积
栽种格桑花，乡村旅游一炮打响。

火爆人气使梅庙村名气大增，也聚
拢了财气。2018 年，梅庙村引进外地客
商，流转土地、山场 400多亩，“山场建采
摘园、山冲养殖基围虾”，大力发展农业
产业。老干妈食品有限公司与该村达成
种植回收合作协议，利用河滩地开发种
植 100 亩泰椒扶贫示范基地，年创产值
30万元。

梅庙村乘势而上，加宽村级旅游公
路、安装太阳能路灯、建设公厕，大力完
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 80万元打造村文
化休闲广场，制定村规民约，持续开展

“梅庙楷模”评选活动，用身边典型人物
事迹推动村民自我教育，激发村民主人
翁意识，推进村庄自治、德治。

花开蝶自来。2019 年春，梅庙村引
进资金 2000 万元，流转土地 700 多亩，
种植美国红枫、黄桃、桑葚等，建立苗木
基地和采摘园，并计划修建儿童乐园、
玻璃漂流等娱乐设施。2019 年下半年，
台湾园艺大师曾江荣联手湖北泽林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在梅庙村投资 8000万
元，流转土地 2200 多亩，打造樱花生态
园。

目前，梅庙村已形成集花卉苗木观
赏、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旅游产业格
局，村民乐呵呵地吃起了“旅游饭”。

压题照片：广水市大力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发展绿色产业，提升“颜值”“气
质”。图为该市观音村的观音花海。

（随州日报通讯员 熊 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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