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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凡景）近
日，在随州市曾都区王老头米业有限
公司大米加工车间，空气中弥漫着稻
米醇香的味道，机器轰鸣声不断，金黄
的稻谷经过脱壳、去石、筛分、精米加
工等环节，变成了一粒粒晶莹剔透的
大米。工人正忙着分装打包，一袋袋印
着“万店王老头”商标的香米将从这里
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现有两条生产线，电脑抛光
机、色选机等各种机械设备 82台，今年
产能较去年翻了一番，每天最少要来 4

辆车，运走大米 70吨，平均月销优质
米 2000 余 吨 ，每 吨 价 格 4000 元 左
右。”公司法人王银波说。

随州市曾都区王老头米业有限
公司位于万店镇小河沟村，是随州
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主要
从事大米、精油糠等粮食产品加工、
销售，年产优质米 5 万吨。公司生产
的“王老头农家米”“王老头香米”

“王小王猫牙米”等品牌大米深受市
场青睐，远销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今年 1 至 6 月，公司产值逾 6000 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00%。
“相较于传统生产方式，新的大米生

产设备采用现代工艺与食品安全措施相
结合，无噪音、无粉尘、全封闭生产，更环
保、高效。”王银波介绍，“在各级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公司投资 5000 万元，在小河沟
村征地 56 亩建立新厂区，按照绿色环保
要求规划设计，建成后的粮食储备仓库已
达到 4万吨粮食储备容量，不仅能满足企
业自身储备需求，同时还可以向社会提供
粮食储备服务。”

此 外 ，公 司 还 在 万 店 镇 流 转 土 地

2000 余亩，以高于市场价 0.4 元/斤的
价格收购香稻，在保持粮食价格稳定
的基础上，增加村民收益，带动附近 20
余名村民务工。

“在这里务工不仅可以照顾家庭，
一年还能增收 6万元，非常满意。”村民
江帆说。

王银波表示，接下来还会继续加
强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提升产品质
量和服务水平，引入智能化粮食烘干
设备，提高烘干能力，保证粮食品质，
力争实现产值过亿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爽、杨雨
薇）7 月 18 日 ，随 县 万 和 镇“ 强 村 公
司”——随县旺和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揭牌。

万和镇地域辽阔，资源富足。虽
然所辖 27 个村集体经济发展各有突
破，但大多数村发展后劲不足。石材
产业作为随县支柱产业，也是万和镇
镇域经济的核心支撑。为吸引石材企
业参与到集体产业发展中来，实现村
企共建、共商共赢，万和镇积极探索新

模式，统筹整合全镇 27 个村（社区）参
与本土民营企业合作创办的合作公司,
主要从事石材产业外围服务、城乡建
设及其他商业业务。它集合了资金、
人才、资源、地源优势，为该镇村级集
体经济注入了持续的新动力，推动了
村级公益性事业的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

此次揭牌标志着万和镇推动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取得新的突破，是实现
强镇富村的有效途径，是深入推进“千

万工程”，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有力实
践。

万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阮光友
表示，旺和公司的成立是推进万和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惠民之举，
是激活集体经济的“新引擎”。未来，
将充分发挥企业和村的能动作用，加
强沟通协调、明确分工，相互支持和配
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
动公司稳步发展。要规范经营管理，
提升发展效力。建立健康有序、规范

高效的运行体系，提升发展效力，做到
规范财务管理、理性投资开发、落实监
管责任。坚持创新驱动，激活发展动
力。立足万和的资源禀赋，建立农村
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经营渠道，加强
村企共建的宣传力度，展示合作共建
的阶段性成果和进展，引导更多的乡
贤和成功企业家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
中来，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一粒米铺开乡村振兴新一粒米铺开乡村振兴新““稻稻””路路

曾都区万店曾都区万店““王老头王老头””香米香飘全国香米香飘全国

探索共富新路探索共富新路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随县万和镇随县万和镇““强村公司强村公司””揭牌成立揭牌成立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肖颖萍）7 月 16 日，曾都区东城街道东兴
社区联合随州市怡家老年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以“画扇迎夏 花香
四溢”为主题的手工画扇活动，不仅为老年人送去了夏日的清凉，
还让他们在创作中体验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活动当天，东兴社区和怡家老年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精心准
备了空白的团扇、五彩缤纷的颜料以及齐全的绘画工具，邀请社区
内的老年朋友们共同参与这场别开生面的手工画扇活动。活动
中，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手绘团扇的步骤、绘制要点及色彩搭配技
巧，鼓励大家发挥想象力，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作品。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老年朋友们纷纷拿起画笔，开始在团扇
上描绘自己的夏日愿景。有的老人以花卉为主题，绘出了牡丹的
富贵、荷花的清雅；有的则选择了山水风景，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
一幅幅如诗如画的景致。老人们一边作画，一边交流心得，相互传
授技巧，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经过精心创作，一把把色彩斑斓、风格各异的精美团扇在老年
朋友们的手中诞生，老人们纷纷展示自己的作品，并相互赠送，分
享着这份来自夏日的清凉与喜悦。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杜可心）7 月 16 日，第二
届抱朴谷萤火虫文化旅游节开幕仪式暨首届“抱
朴谷”杯全国艺术摄影与抖音短视频大赛颁奖典
礼在随县淮河镇抱朴谷康养旅游区顺利举办。

当晚，随着随县抱朴谷康养旅游区负责人的
一声宣布，萤火虫文化旅游季开幕式正式拉开帷
幕。萤光蝶影真国色，八面松风秀锦章。首届“抱
朴谷”杯全国艺术摄影与抖音短视频大赛的获奖
名单逐一揭晓，颁奖典礼热烈举行。这不仅是对
参赛者辛勤付出的最佳肯定，更是对艺术摄影与
抖音短视频创作领域创造成就的精彩展示。获奖
者们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属于他们的荣耀
时刻。

天上星河，林间萤河。一场场特色舞蹈、歌唱
表演轮番上演，精彩纷呈。舞者们的曼妙舞姿、歌
手们的动人歌声，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一个又一
个高潮。

点点萤火在夜空中闪烁，柔柔晚风轻轻拂过
面颊。现场活动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数百名来自
随县及远方的游客们尽情享受着这场精彩的晚会
带来的欢乐。

据悉，本届萤火虫旅游节将持续到 8月 31日，
欢迎大家一起踏入抱朴谷独一无二的萤火虫文化
旅游季，在百花阶里让心灵随着那点点微光，遨游
于梦幻与现实交织的奇妙世界。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胡丹）近年来，广水市陈巷镇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畅通出口贸易通道。7月 15日，广
水市科技经信局负责人与陈巷镇经贸办人员来到广水市
仁健食品有限公司进行调研，并现场指导帮助企业办理
自营进出口资质手续，为企业产品出口畅通渠道。

进出口资质手续是产品出口的“第一道关卡”，广水
市仁健食品有限公司主营豇豆、黑蒜、萝卜、黄豆等农副
产品，产品销往全国，为拓宽海外市场，增加产品销量，亟
待办理进出口资质手续。为此，陈巷镇“驻·帮办”靠前服
务，同市科技经信局主动对接，从源头上共同帮助企业解
决难题。

下一步，陈巷镇经贸办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重点围
绕提升企业通关便利度、拓展企业进出口渠道、保障用工
需求等方面，服务好现有企业。同时，积极发动企业申报
省、市有关稳外贸扶持政策，并认真做好政策解读工作，
以靠前服务为陈巷镇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景秀越、王本刚）近日，随县澴潭镇 2024
年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镇各村（社区）60名种粮大
户、科技示范户、返乡创业者、退役军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
为期 7 天的系统学习，进一步提升主要粮食作物的栽培技术和肥
水管理能力，增强粮食作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水平等专业素养和
综合能力，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训操作相结合、集中学习与现场
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设置 3 天理论课、4 天实训观摩课，开设《创建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造农民利益共同体》、《北斗农机信息化技
能管理》、《粮食作物高产栽培技术》等理论课程，《玉米大豆带状种
植技术》、《麦套稻轻简栽培技术》等实训课程。除此之外，还结合
农业生产实际，组织学员到随县澴潭镇永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玉
米大豆带状种植示范片、随县澴潭镇农韵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广水
关庙镇梅庙村百花园（特色观光农业）等地实地观摩学习，引导学
员由“会种田”发展为“种好田”。

“这次高素质农民培训既有课堂集中教学，也有实地参观学
习，解决了困扰我很多年的如何科学防治病虫害的问题，有针对
性，实用性比较强，讲解的通俗易懂。”来自澴潭镇黄林村的种植大
户王立勇说道。

“澴潭镇现种植有水稻 8 万亩、小麦 4 万亩、玉米 3 万亩，我们
将把农民职业能力培训与农业生产发展需求相结合，希望通过科
学实用的培训内容，加快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澴潭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钟于国、
包任艺）近日，湖北省农业品牌研
究中心和《请你喝杯湖北茶》合作，
通过分析湖北省 85个茶叶品牌（包
含茶叶地理标志和区域公用品牌）
2024 年二季度在今日头条、抖音、
百度、微信、小红书等主流网络平
台，以及《请你喝杯湖北茶》等媒体
平台上的搜索以及曝光情况，再根
据专业理论模型进行深度分析而
计算出综合得分，然后从高到低，
综合评出“2024 年二季度湖北茶叶
品牌热度榜”TOP20并进行全网首
发，随县洪山镇云峰山“随州芽茶”
荣登榜单。

“随州芽茶”的产地主要集中
在北纬 31°19′～32°26′的大洪山和
桐柏山，芽头肥硕，茸毫披露，汤色
嫩绿，叶底明亮，茶香馥郁，磬香高
雅，滋味鲜爽，饮后回甘持久而别
具特色。

“随州芽茶”主要产区 2022 年
获批国家有机茶三产融合标准化
示范区创建，该茶在随州市场享有
盛名，在湖北、江苏、北京等国内绿
茶消费区占有率较高，目前主要是
以茶叶专业市场、茶叶专卖店及线
上模式销售，年创产值 1500 万元，
带动茶农 300余户。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宇）7 月 18 日下午，广水市李
店镇组织开展 2024年第四次“青年思享汇”学习活动，镇
机关全体年轻干部参会。

各参会年轻干部围绕活动主题“思享怎么汇，工作怎
么干”开展研讨交流，分别就个人上半年工作总结与下一
步工作如何展开进行激烈讨论，新入职公务员就如何做
一名合格的公务员做交流发言。参会干部纷纷表示，“青
年思享汇”活动让年轻干部在学习中解放思想、开拓视
野、强化责任，为李店发展汇聚更多活力。

会议强调，年轻干部要勇于担当作为，求真务实、真
抓实干。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们需要学会与老百姓
打交道，不断学习和思考，为李店镇的发展提供思路、出
点子、想法子，不断强化为民服务的理念，练就过硬的本
领，为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广水篇章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沈五星）近日，在随县高城镇卸
甲店村 3组，由政协提案推动的自来水工程正式开工，当
地群众喜笑颜开。

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加快进度，将崭新的管道埋入
挖好的沟槽中。村党支部书记刘中武笑着说：“村自来水
工程投资 30 万元，管网全长 1700 米，5 月下旬动工，预计
8月底前将全部完工。”

卸甲店村位于随县东北部，地表水资源十分有限，地
下水资源碱性强，不宜作为长期饮用水，碰到旱季更是经
常缺水，8 个组 280 余户村民对解决供水问题需求迫切。
然而，卸甲店村距离镇区较远、地势陡峭，铺设自来水管
线施工难度大、造价高，高城镇自来水厂及卸甲店村村集
体均无力承担。

高城镇政协活动组聚焦“一线协商·共同缔造”行动，
组织政协委员深入卸甲店村走访调研，详细了解群众缺
水情况，在县政协四届三次会议上，高城镇提出的卸甲店
村饮水提案，得到县政协高度重视，被确定为重点提案。
经县政协、县水利和湖泊局、高城镇人民政府、卸甲店村
委会多次商议、多方论证，最终确定从封江水厂引水。

4月 13日，卸甲店村分小组召开协商议事会议，分析
自来水管网建设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难点和问题；7 月 8
日，县政协副主席徐品强现场查看工程进度，要求工程按
时按质完成，解决好群众用水问题……在各方共同努力
之下，目前工程进度正有效推进。

开展“青年思享汇”
第四次集中学习活动

广
水
陈
巷
镇
：

为农副产品“出口”
保驾护航

广
水
李
店
镇
：

“一线协商”润民心
破解居民饮水难

厉山镇神农社区
开展青少年儿童安全自护教育

近日，随县厉山镇神农社区组织开展青少年儿
童安全自护教育，为辖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

（随州日报通讯员 姚青青摄）

东城街道东兴社区
开展手工画扇活动

澴澴潭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萤舞林泉 织梦夏夜

第二届抱朴谷萤火虫文化旅游节盛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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