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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17日综合新闻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
8 月 16 日，2020 年湖北省第一批选
调生（随州市职位）面试在市委党校
举行，51名考生参加面试。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甘国栋到
考场巡视指导面试工作。

据悉，2020 年湖北省第一批选
调生（随州市职位）计划招录 20 名，
根据资格审查和报考情况，本次全
市实际公开招录 19 名选调生。经资
格复审，最后确定 51 人参加今年选
调生面试。

面试共设置 2 个考场，实行全

天封闭管理。考生进入面试教学楼
后，行李、通讯工具等交给工作人员
统一保管，考生现场抽签确定面试
顺序。每个考场配备监督员，市纪检
监察机关全程参与面试工作。面试
过程进行全程录像，确保面试公开、
公平、公正。

本次面试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进行的，我市因地制宜制定
了防疫应急预案，按照疫情防控的
总体要求，做好考生的健康核查、考
生入场管理、涉疫应急处置等重点
环节，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

八月，暑热难耐。曾都区府河镇涢

潭铺村的稻蛙养殖基地热闹非凡，放眼
望去，数不清的青蛙在稻田里蹦来蹦
去，绿油油的稻苗随风摇曳，一派“稻花
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醉美景
象。

基地的主人叫周开军，53 岁，是土
生土长的涢潭铺村人，以前一直在外务
工。2018 年，在朋友那里首次接触到稻
蛙养殖，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回家乡
创业。他曾多次到上海、浙江一带考察，
学习养蛙技术。回家后，流转土地 25

亩，成立宇航黑斑蛙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从工人雇佣到挖掘蛙池、拉设防逃
网，培育蛙苗，整整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谈起稻蛙生态种养模式，周开军滔
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告诉记者，这是
一种环保无污染的种养结合模式，水稻
遮荫，可提供稻田蛙良好的栖息场所，
还原生长环境，保持稻田蛙原有的色泽
和口味。稻田蛙又是稻田的捕虫能手，
它们的排泄物可作为稻田肥料，种出来
的稻谷无化肥、无农药、纯生态，这种米
煮出来的饭特别香甜。

周开军笑呵呵地说：“本土的青蛙
是以黑斑蛙为主，我养的黑斑蛙通过湖
北省水产局审批和认证，可以饲养和销
售，目前市场供不应求。”

穿过涢潭铺村蔬菜大棚基地，就能看
到用一个个防盗网围起来的青蛙饲养区。
周开军介绍，年前原本投入300万只蛙苗，
但因疫情和洪水影响，目前只剩下200万
只左右，这些稻蛙即将上市，将直接销往
武汉市白沙洲农副产品市场。

走进养殖基地，一位老汉正背着消
毒水给蛙地消毒，汗水湿透了他的衣

襟。据村党支部书记张永安介绍，这是
村民杨明江，2013 年纳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因家庭经济困难，自合作社成立
之初，就介绍他在合作社负责照料青
蛙，每月有 2000 多元的务工费，待青蛙
产生效益后，还能拿到一定的分红，大
大减轻了生活负担。

望着眼前的生态美景，周开军信心
十足地说道：“稻蛙养殖风险高但利润
很大，我还需继续深入学习种养技术，
做成熟后再扩大规模，带领父老乡亲致
富，共同迈向小康生活。”

8 月 13 日，走进位于曾都区南郊
黄畈村的大山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
殖场，4 座整齐的猪舍映入眼帘。猪
圈宽敞明亮、干干净净，一头头刚满月
的小猪正悠闲地吃食、玩耍。

“最近行情好，一头 30 斤猪仔都
能卖到 1900元，上半年已经盈利 28万
元。”大山坡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魏
勤泽喜笑颜开地说道。

养猪能手魏勤泽从事生猪养殖已
有 11 年时间，他不断积累养殖经验，
调整优良品种，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
带头人。

但谁会想到，这样一个人，竟是个
失去左脚的肢体三级残疾人，魏勤泽
靠着顽强的毅力闯出了一条养殖致富
路。

2004 年，魏勤泽因一场车祸造成

左脚截肢。失去左脚的魏勤泽当时很绝
望，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失去劳动能
力就等于失去了生活来源。

妻子詹春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她经常鼓励魏勤泽：“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休养，走路慢慢来，我相信你一定
可以，现在我养家，等你好了，这个重任
我还是要还给你的。”看着细心照顾自
己的家人，魏勤泽心里暗暗决定一定要
振作起来。

“人活着就要靠自己”，夫妻俩决定
以行动来证明。2008 年，在村委会的支
持下，夫妻二人承包了 400亩山，打算从
事养殖业。说干就干，由于没有本金，魏
勤泽夫妻二人向亲戚朋友借钱购买小
鸡苗、小猪崽儿。可是承包的是 400亩山
林，没有平整的土地，为了节约开支，夫
妻二人自己动手平场地、建猪圈、挖鱼

塘，经过一年的修建，硬生生把一座山
开发成了目前有多间猪圈、鸡舍和一
大片鱼塘的养殖合作社。

养殖致富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
市场行情不好，除了猪棚等硬件设施
外，百余头猪每天的饲料都是一大笔
投入，再加上后续资金投入有缺陷，生
猪市场波动太大，导致 2016 年至 2018
年一直处于亏本状态。”说起创业的艰
辛，魏勤泽目光里露出坚毅。

虽然连年亏损，但坚强的夫妻俩
没有放弃当初的梦想。在亲戚朋友的
鼓励和支持下，魏勤泽主动参加市、县
种养殖培训班，逐渐掌握了饲料搭配、
疾病预防等养猪技术专业知识。不仅
如此，魏勤泽还四处虚心向养猪大户
讨教，向兽医学习防疫知识，学习科学
养猪知识，掌握生猪的生长与生理特

点，发现规律，总结经验，最终掌握了一
整套养猪技术。经过多年的努力，2019
年，他们的养猪场终于实现了盈利，年收
入达 100 万元，辛苦的付出终于有了回
报。

养猪场扩大后，魏勤泽聘请了乡亲
来帮忙：“一个人富了，还要把大家带动
起来，特别是村里的残疾人和贫困户，现
在邀请了三位残疾人过来帮工，可以帮
我分摊点压力。”

正在猪圈扫猪粪、喂猪食的残疾人
宋元洲笑在脸上，喜在心里：“一个月能
拿到 2000 多块，在家门口工作，既能解
决就业问题，还能挣到钱，何乐而不为？”

“未来，我希望在好的政策下扩大合
作社的规模，做大做强，为更多残疾人创
造就业机会，也希望能够带领大家共同
致富，奔小康。”魏勤泽满面笑容地说。

随州日报见习记者 杨仪凡 通讯员 沈腾

稻田养蛙忙
——曾都区府河镇涢涢潭铺村生态养蛙记

随州日报见习记者 杨仪凡

养猪奔富路
——曾都区南郊黄畈村残疾人魏勤泽的致富路

2020年湖北省选调生（随州市职位）
面试举行

8 月 12 日，国网
曾 都 区 供 电 公 司 洛
阳 供 电 所 党 员 服 务
队 来 到 龚 店 村 香 菇
产业扶贫基地，为香
菇 菌 棒 制 作 厂 的 菌
棒加热锅炉进行“煤
改电”。架设线路、敷
设 电 缆 …… 服 务 队
员们挥汗如雨，1 天
之内完成改造工作，
为 制 作 厂 节 约 生 产
成本、乡亲们脱贫增
收 提 供 了 可 靠 的 电
力保障。

（随州日报通讯
员刘星雨摄）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刘冬、通
讯员张婷）8月 14日，广水市郝店镇
郝店村的村民金毛仔细察看水稻生
长情况，瞅着秧苗叶片舒展了，他轻
舒了口气。

几天前，他稻田里的秧苗卷叶
了，卷叶里还长了小白点，周边农田
也有同样的问题，于是几家农户带
上病秧样本一同前去镇供销社“庄
稼医院”反映情况。

“因秧苗前期受旱，7 月份又连
续阴雨，8 月上旬气温上升，现在正
是稻曲病和三代三化螟、稻纵卷叶
螟高发时期，必须迅速防治，否则，
就会大面积发生病虫害。”庄稼医生
罗国华说。随即，庄稼医生赶到问题
田块调查发病原因，准备防治药物，
租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一场防治病
虫害的战斗打响了，几天后，卷起的
秧苗叶片逐渐恢复正常。

近年来，该市积极开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由单一的肥料、农药的购
销向土地托管服务转变，其中既包
括“保姆式”全托管服务，也有“菜单
式”半托管服务。根据农民的自愿选
择确定服务的类型，双方签订土地
托管合同，合同明确项目收费标准
和双方权责。全托管是指供销社对
耕地、种植、管理、加工、收获、储存、
销售等生产环节提供全程服务，半
托管则是针对农民选择的其中某几
个项目提供服务。土地托管后，农资
成本降低，种植管理省心，粮食增产
提价，销路拓展，这种模式受到农民
的欢迎。

据介绍，该市托管服务已从单
一的水稻拓展到甘薯、油菜、大蒜等
多种经济作物，可提供产、供、销一
条龙服务。2019 年土地托管面积 4
万亩，今年预计达 20万亩。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徐斌）8
月 14 日，省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
委员会为我市十所学校捐赠 3000
册书法图书，支持我市中小学书法
教育疫后重振。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书法图书
来自广西书法教育爱心人士和湖北
爱心企业“五品轩”。今年 3月，广西
书法教育学会理事长盛敦荣教授带
领专家团队 39 名书法教育爱心人
士在南宁组织开展了“以‘笔’为戈·
书写抗‘疫’爱心挥毫义卖募捐”，一
起为遭受疫情的湖北孩子们捐献了

《书法学习指导》《经典名帖<灵飞
经>硬笔书法教程》等共 2300余册，
共价值 10 余万元。今年 5 月湖北物
流运输恢复正常，这批爱心图书穿
越千山万水到达湖北。鉴于随州书

法教育近两年的普及力度和发展已
经步入全面提升阶段，部分乡镇和
偏远学校师生急需专业的书法教育
教材图书，省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
业委员会决定将这批书法图书捐赠
给随州。中小学书法教材编写出版
发行企业“五品轩”获悉后也参与进
来，捐赠了 1000本书法教材。

近年来我市将书法教育作为
“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5+1”战略
措施之一，提出“以语文教师为主
体，以语文课堂为阵地”全面开展中
小学书法教育。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市将不辜负省教育学会
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深情厚爱，
充分利用书法图书，积极开展书法
教育，让书法真正走进学校，走进语
文课堂。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肖坤、彭晓
明）“公益诉讼不是单纯的监督，更
要在监督中切实帮助被监督者解决
问题。”近日，随县检察院邀请的人
民监督员王定江在对被取缔的三家
无证生产桶装水企业进行公益诉讼

“回头看”时说。
2019 年 11 月，随县检察院在开

展“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专项检察监督活动中发现，随县殷
店镇辖区内有四家桶装水生产企
业，其中仅有一家生产企业手续齐
全，余下三家生产企业无经营许
可，通过引入自来水过滤后进行桶
装水生产包装，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
随县检察院调查核实后，依法

向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检察建
议，督促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保护
食品安全。

经审核，三家无证桶装水生产
企业不符合办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条件，必须注销停业。随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召集四家企业座谈协
商，采取无证企业设备物资作价入
股、有证企业统一生产管理的方式，
实现四家企业联合经营，解决了企
业生存和企业员工安置难题，实现
了保证饮水安全、促进企业发展和
化解社会矛盾的多赢。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勇）近
日，市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对 12 个居
民饮用水监测点进行了水质样本采
集，通过城市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
为政府科学决策保障饮用水卫生安
全提供科学依据。

为保证水样监测结果的科学性

与准确性，采样人员严格按照《生活
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要求，从样本
采集、运输、检测、质控等方面层层
把关。并对每个采样点的水样进行
分容器采集，现场封装、粘贴标签、
填写采样记录并及时送交实验室进
行理化和微生物指标监测。

省教育学会捐赠3000册图书
支持我市书法教育疫后重振

土地托管助力广水农业生产

市疾控中心开展水质检测
保障饮用水安全

随县检察院公益诉讼为群众办实事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肖婉秋）近
年来，随县万福店农场以改善民生
为重点，牢固树立环境就是生产力
的理念，积极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有效改变了农村的“脏、乱、差”
现象。

万福店农场坚持宣传教育先
行，利用村村响、宣传橱窗、张贴标
语、微信群广泛宣传，“美丽乡村是
我家，农村不比城里差”“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等宣传标语在农场各地
随处可见，极大地提高了全场居民
的卫生意识和健康意识，促进了健

康行为的养成，形成了个个讲卫生、
人人爱清洁的良好风气。

该农场结合疫情防控掀起爱国
卫生运动热潮，在全场进行卫生清
扫、保洁、清理等活动。班子成员包
保村抓落实，开展“清三边、治三乱、
建三园”活动。截至目前，全场清理
各类垃圾 60吨，规范畜禽散养点 11
个，清理乱搭乱建 140 户，清理废旧
广告牌 312个，关闭了 6家环保不达
标的养殖场，督促 5 家养殖场完成
了整改达标，对 8 户散养户进行了
整治。

万福店农场
积极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