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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记者走进广水市吴店
镇千亩海棠园，只见一株株海棠花迎
风怒放、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游客
徜徉其中，或赏花游玩，或拍照留念，
尽享春日美好时光。

“我们 8 点多就来了，这儿真漂
亮！”游客李敦秀起了一个大早，特意
从 20多公里外的余店镇赶来，和几个
好姐妹约好一起拍照。

海棠园内现有垂丝海棠、绚丽海
棠、西府海棠、贴梗海棠四大品种，种
植面积 2000 多亩。2017 年，吴店镇
镇级合作公司与禾禾苗木园林有限
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流转东河村、中
心村和王子店村三村交界处 3000 亩
土地，种植景观苗木。经过几年发
展，吴店镇种植海棠 3 万株、樱花 2.5

万株、红枫 2000 株，打造了“春观花
朵、夏观树、秋观枫叶、冬看松”的景
观。

当天，广水市“海棠花季”农产品
展销活动在这里开幕。“来尝尝我们
家的野生蜂蜜，纯天然，无添加。”“别
错过我们家的猪油饼，焦香酥脆，满
口喷香！”土鸡蛋、羊肚菌、香菇、木
耳、兰花、根雕……乡村合作公司展
柜前，各式各样的农产品琳琅满目，

“商家们”热情地揽客品尝。
2021年以来，吴店镇连年举办海

棠花观赏活动，持续做好“花文章”，
做强“花产业”。“赏花+红色旅游”

“‘云’赏花”“赏花+农产品展销”等
“花样”活动层出不穷，“花经济”不断
升温。

“今年我们镇设置了 20多个农产
品展位，免费供给各乡村合作公司使
用。”吴店镇党委书记严春才介绍，村
民如果想展销自家产品，可委托乡村
合作公司统一免费代销；也可自行前
来，由乡村合作公司免费提供销售摊
位，“卖出多少，村民拿走多少，公司
不赚差价”。

“我这次带了 30 多箱糕点来现
场，生意挺好的，预计今天能卖 1万多
元。”李三芝麻饼创始人李小鹏一边
招待客人，一边向记者介绍。

近年来，吴店镇修建海棠观赏道
路，新建休息平台、厕所等配套基础
设施，提供种树全程保姆式服务，优
化营商环境，为游客带来好的游玩体
验。今年，全镇海棠花观赏活动已累

计接待游客 1 万多人次，收益 30 多万
元；预计总接待游客达 3万多人次，总
收益达 80多万元。

吴店镇党委书记严春才表示，下
一步，吴店镇将坚持以文化为媒、旅
游为体，借助古色文化资源，打造东
河村、杨家坳村、王子店村、塘畈村

“四个精致美丽乡村”，依托每年广水
市海棠赏花展，助推全域旅游发展和
美丽乡村建设。

颜值变产值 人气变财气

吴店镇：“花样”掘金“花经济”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黄芳芳 通讯员 高晓涵 李林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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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为：吴店镇千亩海棠

园。

小图为：在吴店镇千亩海
棠园，游客们正在拍照留念。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黄芳

芳、通讯员徐盛松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赵慧林、

通讯员廖馨雨）公共交通是城市发
展的动脉。随州国投集团下属子公
司市交投公司致力于提升公共交通
服务水平，通过建设随州南站综合
客运枢纽、公路服务区等重点项目，
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过往旅客、
车辆的出行效率和生活质量，同时
激活沿线片区的经济活力。

近日，在随州南站综合客运枢
纽建设项目现场看到，70 余名工人
正分工进行综合楼装修装饰和地下
连廊基坑支护作业，瞄准提前半年
时间完工的目标加压冲刺。

随州南站综合客运枢纽项目作
为省市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
有效整合随州市的交通资源，提升
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为市民和
游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选
择，同时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促进旅
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发展，成为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该项目不仅能完善随州南站
的配套设施，还将极大助推‘路衍经
济’的发展。”市交投公司总经理助
理刘健表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

排部署，我们将以随州南站综合客
运枢纽项目为依托，将随州南站片
区打造为‘专汽特色小镇’，成为我
市展示、推介专汽之都的窗口。”

新型交通枢纽的诞生，将作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激发地区经
济活力。在曾都区何店镇浪河村、
346 国道以南，我市境内首个国道公
路服务区正在紧张施工中，计划 6月
份完成主体楼施工，10 月份正式投
入运营。

据悉，346 国道随州市十岗至任
家台段改建工程公路服务区占地 70
亩，投资 2800 万元，计划建成 3 栋单
体建筑，分别为综合楼、维修站、应
急指挥中心。其中综合楼规划建设 4
层，包含餐饮、卫生间、超市、住宿等
多功能设施。

安全为基，项目为要。随州国投
集团坚持严把质量关、进度关、安全
关，科学统筹，细化任务，全力推动
项目建设按时按质完成。同时，积极
谋划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工作，
激活沿线区域的经济，助力“路衍经
济”腾飞，为城市的繁荣注入新的活
力。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讯

员黄刚、史智敏）“桥梁主要由桥跨结
构、支座、桥墩、桥台和基础等组成”“桥
梁的种类非常多。按用途划分，有公路
桥、铁路桥、公铁两用桥、农用桥、人行
桥、水运桥等；按长度和跨径的不同，又
可分为特大桥、大桥、中桥、小桥和涵
洞”……

4 月 2 日下午，随州高新投公司子
公司高新建公司组织举行“鲁班集训
营”第六期培训会，公司项目经理以

《桥梁的组成与类型》 为题进行授课，
帮 助 大 家 了 解 桥 梁 建 设 相 关 理 论 知
识，丰富项目建设施工经验，以更好
地推进园区基础服务配套项目施工建
设。

“鲁班集训营”是高新建公司立足
自身职责定位打造的职工集中学习课
堂，也是随州高新投公司创新开展“大
学习、大研讨、大走访、大攻坚”活动，打
造“多彩学习课堂”，提升党员干部职工
能力素养的重要体现之一。

近年来，随州高新投公司发展加
快，资产规模不断壮大，经营领域持续
拓展，项目数量、块头、规模节节攀升，
对干部职工履职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
高要求。

该公司以“二次创业”转型发展为
引领，结合实际搭建各类学习平台，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进一步提
升干部职工队伍理论水平和能力素养，
有效破解“本领恐慌”，为推动公司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强化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高
新投公司及所属各子公司坚持把学习
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在首位，贯穿始终。
及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
示、批示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行动统一
到各级党委部署和高新投公司党总支
的要求上来。

（下转第二版）

破解“本领恐慌”提升能力素养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林超、通

讯员李杰）记者 4月 3日获悉，据农业
部门统计，我市一季度猪、牛、羊、禽
分 别 出 栏 63.73 万 头 、2.47 万 头 、
11.66 万头、2480.01 万羽，同比分别
增长 3.32%、20.56%、3.03%、15.87%，
禽 蛋 产 量 4.91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9.78%，畜牧产业实现首季“开门红”。

我市是生猪生产大市，常年生猪
出栏量在 200 万头以上。市畜牧部门
认真落实有关政策，按照“应保尽保、
愿保必保”的原则，全面启动 2024 年
能繁母猪保险、育肥猪保险政策，充
分利用保险机制，促进生猪产业稳定
发展。同时，组织召开全市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会商会，建立布病净化分级
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非洲猪瘟防

控，备足春季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物资，抓好疫病防控。

去冬今春，我市遭遇两轮罕见冰
冻雨雪天气，各级畜牧部门分别成立
技术指导专班，出动技术人员分区包
片现场开展防灾害督导、宣传和服务
工作，安排专人每日及时调度灾情，
尽全力减少畜牧养殖损失。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牛鼻子。我市
组织湖北正大等4家龙头企业申报省
级生猪和家禽禽蛋产业链奖补资金，
加快推进湖北正大亿只鸡工程扩繁增量
项目建设。曾都区淅河镇两仙山村、随
县高城镇卸甲店村多个合作代养场
陆 续 动 土 兴建，年可增加出 栏 肉鸡
2000万只。截至 3月底，湖北正大肉鸡
出笼1039.31万只，同比增长 14.86%。

我市畜牧业实现首季“开门红”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郑道凤）最浓是乡音，最恋桑梓情。4月 3日，随县举行“请
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北京、温州、武汉、厦门、重庆、
昆明、青岛、苏州等地随州商会会长，投资随县企业家代表等 100余人欢聚一堂，共
叙乡情友谊，共话随县发展。

参加活动的嘉宾先后到烈山湖东路、湖北允升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湖北吉野
房车装备有限公司等项目现场，实地感受、听取讲解，直观了解随县近年来基础设
施改善、产业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规划，近距离、全方位、多角度感受随县蓬勃发展
的脉搏。大家一路看一路拍、一路议一路思，一致表示家乡的可喜变化令他们备受
鼓舞、倍增干劲。

随县政府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将始终秉持“亲商、重商、爱商、护商”的理念，
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努力用最大诚意、最优环境、最好服务，与大家携手并进，
共创美好明天。

活动期间，企业家们还深入随县经济开发区了解随县产业布局，主动对接县招
商服务中心，了解随县招商政策，并与在随县落户的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据悉，此
次活动共达成意向合作项目 21个，协议引资额 28.7亿元，涵盖农产品加工、先进制
造业、文旅产业、石材加工业等领域。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郑伟）中华山下游子心，月光海畔乡音浓。4月 2日，广
水举办清明招商恳谈会暨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诚发“请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邀请函，众多在外创业的广水籍企业家代表、知名人士、商会代表、智库
专家欢聚一堂，畅叙乡情乡思乡愁，共绘创新、创业、创富的新时代画卷。

广水市委主要领导在致辞中说，千千万万的乡情汇聚起来，就是广水“再进
位、冲百强、创辉煌”的信心所在、力量所在、底气所在。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擦
亮“悦广水”营商环境品牌，与所有返乡创业企业家同频共振、双向奔赴，努力把
广水打造成为创新创造的热土、投资兴业的洼地、筑梦圆梦的摇篮，让每一位广
水人都有荣耀感、归属感、获得感。

恳谈会乡音切切、乡情浓浓、气氛热烈。企业、商会代表、智库专家畅所欲
言，分享创业经验、感想感悟，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
议，表达投资广水、回报家乡、造福桑梓的赤子情怀。

当天，共有 20个项目集中签约，协议引资额 36.05亿元，涵盖生态旅游、农业
科技、新材料、建材加工等领域。这些项目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带动效益
强，与广水产业发展契合度高、匹配性强，将为广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

随县举行
“请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

协议引资额28.7亿元

广水清明招商恳谈会
现场签约20个项目

协议引资36.05亿元

随州高新投公司打造“多彩学习课堂”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林超、通讯

员乔长征、熊金发、刘长坤）近日，农业
农村部联合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公
布第八批 333 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名单，湖北省共 16 家企业上
榜，我市湖北共富牧业有限公司入选。
截至目前，全市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达到 5家。

据了解，湖北共富牧业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7 年，经过多年发展，围绕“农
业、食品、智造”三大板块，已基本形成
集“生态种植、生物饲料、生猪养殖、生
物有机肥、百万头生猪屠宰、生鲜食品
加工、食品冷链物流、农牧食品智能装

备”八大产业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是随州市养猪头部企业、省市两级
生猪活体储备基地、国家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该公司 2023 年
销售收入 6.3 亿元，带动较大型生猪养
殖家庭农场 26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11
家、农户逾 1000 户，年均带动农户增收
总额达 3000万元以上。

龙头企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的关键，是引领乡村产业兴
旺的生力军。近年来，我市
围绕食用菌、畜禽、粮油、果
蔬、茶药五大重点农业产业
链建设，大力实施基地建设、

龙头培育、园区创建、品牌擦亮、贸易提
质、招商服务六大行动，进一步推动我
市农业产业化建设成势见效。我市通
过培育壮大一批成长型企业、招引一批
省内外头部企业、兼并重组一批本地重
点企业，龙头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目
前，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53
家，其中国家级 5 家，省级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 9家。

我市再添1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

讯员张怡）近期，《胡家河村志》由长
江出版社出版。该村志是地级随州
市成立以来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部
村志，其规范的体例、完备的内容和
对浓郁乡土人情、悠久农耕文明的
记述等，为全市乡村修志提供了范
本。

胡家河村位于曾都区洛阳镇，
环境优美、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农
耕特色鲜明。2018 年，该村在省文
旅厅的支持下启动村志编纂，前后
历时 5 年。该志上限为 1947 年，下
限至 2018 年，收录图片 370 幅、表格
15 张，介绍了胡家河的起源和发展
历程，突出记述了该村地域的地貌

以及银杏景观、银杏经济，详尽记载
了民俗、生产生活用具等，不仅留下
了胡家河村作为湖北省文化原生态
实验保护区的印记，更是了解炎帝
神农故里传统农耕生活方式的一个
窗口，是一部特色鲜明的村志。

作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
科全书”的镇志、村志，在记录乡村
文化、留存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文明
等方面具有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作
用。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
下，重拾乡镇村志的编纂，对于促进
乡村文化建设、推动乡风文明、教化
人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市首部公开出版村志
正式发行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蔡丹、许

静）近日，广水市胭脂红鲜桃种植协
会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商
标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这意味
着“广水胭脂红鲜桃”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注册申请被正式受理。“这
是广水市地标培育战略迈出的一大
步。”该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广水胭脂红鲜桃是该市特产，
2010 年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去年 9 月，广水胭脂红鲜桃地
理标志培育正式启动，广水胭脂红
鲜桃种植协会委托重庆鼎宏知识产
权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办理地标申
报。

近年来，广水市市场监管局依
据当地区域特色、产业特点，将培育
地理标志商标作为商标工作重点，
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
商标品牌战略服务产业发展，注重
突出广水优势，打好“特色牌”，不断
挖掘优势资源，开展了胭脂红鲜桃、
吴店云雾米、武胜关茶系列品种、余
店“三白”系列品种等地方特色产品
的地标培育工作。

下一步，广水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将持续跟进“广水胭脂红鲜桃”等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工作，不断拓展
地标培育库，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区域品牌市场竞争力，助力广水
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水胭脂红鲜桃”地理标志商标
注册申请成功受理

随州国投集团聚力公共交通设施建设
助推“路衍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