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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 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改革开放 40 周年·荆楚行

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吴军通讯员李雪冰）为推进

茶圣故里园国家 4A 景区创建工作，近日，市住建委、园

林局、旅游局邀请省 4A 景区创建专家对陆羽故园及后壕

文化休闲带提出改造提升意见。

专家对陆羽故园的游客中心、旅游厕所、停车场、旅

游标识、展示版面内容进行了详细调研，提出规范公共标

识符号、统一指示牌颜色、完善厕所功能、优化陈列展

示、提升茶艺表演等建议，并提出对后壕、唐街、蒸菜美

食街进行升级改造，增设茶坊、戏院、特色餐馆等建议，

以丰富旅游产品，提高景区文化氛围。

下一步，我市将逐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功能，

集中开展环境整治，将茶圣故里园建成集游览观光、度假

休闲、文化旅游于一体的开放式景区。

专家把脉问诊

助力我市 4A景区创建

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吴军）近日，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为贯彻落实《全市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 要求，

加快培养造就一支结构合理、技术优良、

技艺精湛的高技能服装人才队伍，我市将

于 10 月 18 日举办全市缝纫工职业技能大

赛。

此次大赛由市人社局、市经信委、市

总工会联合举办，竞赛项目为男士春秋款

夹克成衣制作，将采取现场操作、评委现

场评分的办法进行。本次技能竞赛设置两

个奖项，分别是个人奖项和团队奖项。其

中个人奖项设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

三等奖 8 名、优胜奖 10-20 名，对获奖选

手颁发荣誉证书，并按一等奖 2000 元 /

人、二等奖 1500 元 / 人、三等奖 1000 元 /

人、优胜奖 200 元 / 人的标准给予奖励。

对综合竞赛成绩获前 2 名的选手，由市组

委会授予“天门市技术能手”称号；符合

有关条件的选手，按程序申报“天门五一

劳动奖章”称号，优先推荐“天门工匠”

和“天门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对获

团体总分第 1-3 名的代表队颁发名次奖牌，

对获第 4-6 名的代表队授予“团体优胜

奖”；对积极组队参赛的单位授予“优秀组

织奖”，对积极承办、大力支持大赛的单位

授予“优秀承办单位奖”。

组委会要求有关单位和企业要做好大赛

报名和各项组织协调工作，认真组织赛前培

训和岗位练兵及内部选拔，确保大赛质量；要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

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大力

宣传技能竞赛服务企业发展、服务一线技能

劳动者的宗旨，引领广大劳动者立足本职，钻

研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争创新业绩，带动更

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之路。

全市缝纫工职业技能大赛将于 10月 18日举行

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

为服务企业“百日亲商”活动，服务我市企业

招工和广大劳动者就业，决定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在陆羽广场举行天门市 2018 年秋季现场招聘会，活

动主题：开展百日亲商，助力精准扶贫，促进转移

就业。欢迎广大城乡求职者踊跃参会应聘！

咨询电话：0728-5297123

天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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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非法行医，促进全民健康

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邓慧遐）近日，由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三

家单位联合发掘的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项目荣膺中国考古

学会田野考古奖二等奖。此前，石家河遗址曾获“2016 年

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及“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等奖项。

日前，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获奖项目公示，共有

18 项田野考古发掘项目获 2016—2017 年度田野考古奖，

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膺二等奖。石家河遗址是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规模最大、文化最为璀璨的都邑

性聚落，出土了代表同时期东亚制作工艺最高水平的一大

批玉器，与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遗址、黄河中游的陕西石

峁遗址共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

2017 年 4 月，石家河遗址入选由国家文物局授予的全国考

古界最高奖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6 年度）”，石家

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批国家立项。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立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并制订了三年行动计划。

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

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付磊磊）近日，皂市镇召

开专题会议，通报“厕所革

命”工作进展情况。同时，

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厕所革

命”大清查活动。

9 月中旬以来，皂市镇

“厕所革命”专班对全镇已

建成户进行了摸底调查和初

步验收。摸底数据显示，到

9 月底，该镇采购下发三格

化粪池 3500 个，安装到位

2800 个，占市布任务计划

5700 户的 49%，与今年计划

完成 70%的目标建设任务还

有不小差距。据介绍，该镇

“厕所革命”建设主要存在

安装质量不合格、领取化粪

池没有及时安装等问题，为

此，该镇决定开展大清查活

动，全力推进任务落实，确

保高标准完成任务。

此次清查将持续半个月

时间，主要清查建成户数、安

装质量、目标任务和档案资

料，对于清查中发现的问题，

该镇将及时进行督导和整

改，确保建设任务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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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潇潇）近日，记者从市妇

联获悉，我市陈于明家庭被评为 2018 年“荆楚最美家

庭”，赵果家庭获 2018 年“荆楚最美家庭”提名奖。

陈于明，蒋场镇蒋场村党支部书记，他爱岗敬业，是

群众的贴心人，多次被市、镇两级评为“先进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还曾被评为“天门市劳动模范”。其妻

何玉环把孝心延伸到邻里，延伸到蒋场镇福利院里的孤寡

老人，成就了一种“大孝”。

赵果，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管理科工作人员。结婚

前，他明知对方的父母体弱多病，弟弟无生活能力，仍义

无反顾地与她走进婚姻的殿堂；结婚后，岳母病情加重，

他又放弃在杭州的高薪工作，与妻子回到她的家乡，用年

轻的肩膀扛起家庭重担，无怨无悔。

寻找“荆楚最美家庭”活动由省妇联联合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举办。经过群众推荐、专家评审和网络投

票，最终评选出 30个“荆楚最美家庭”，70 个“荆楚最美

家庭”提名奖。

陈于明家庭获评2018年
“荆楚最美家庭”

赵果家庭获提名奖

8 日，施工人员在麻洋镇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场施工。目前，该项目主管网已

铺设完成，主体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天门日报全媒体记者刘银斌邓慧遐摄）污水处理厂建设提速

秋高满地金，润风燕啄稻。

晚稻收获季节，一块块稻田将大地晕

染成一片金色。在卢市镇大桥村 3 组，一

辆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吞进一茬茬成

熟的水稻。

“镰刀很久不用，已经生锈了。”该村

一户农户的话语中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

我市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所取得的成果。

40 年间，我市农业生产由依靠人力畜力的

低效益生产方式转变为依靠机械的高效益

生产方式，在播种、管理、收获、加工等

各个环节均实现了机械化。

当传统的生产方式被先进的机械所取

代，石磙、犁、板车等一批具有时代记忆

的生产工具如同生锈的镰刀一样，被封存

进历史的博物馆。

“这是扁担，那是犁。”9 月 21 日，在

石家河镇新建制村石岭村 （原姚岭村九

组），80岁的村民倪水香向记者展示了放在

墙角的这批老“家当”。

据老人家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打田耕整机开始在农村广泛运用，这是老

人家记忆中最早看到的农业机械。

“以前每到双抢时节，背都会晒得像乌

龟皮一样。”双抢是在一年中最热的 7-8 月

份，既要抢收早稻，又要播种晚稻，是农

村最繁忙的季节。

“最忙的时候凌晨一两点就起床了，太

阳最烈的时候也不得空休息，有人被晒得

晕倒。现在好了，有了收割机和插秧机，

不用再受罪了。”倪水香说。

农业机械化将农民从繁杂的劳动中解

放出来，推动了一部分农民流向城市，同

时也促进了一批种植大户的崛起。

拖市镇何场村 7 组村民何文杰今年 50

岁，是村里的种植大户，2015 年以来，他

流转了 500 亩土地，主要种植马铃薯、白

菜、甘蓝、娃娃菜等经济作物，每亩田收

益可达 2000 元。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何文杰还是一个

只种植了两亩责任田的小农户。农忙的时候，

何文杰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农活。一年到头，

田里收益少不说，还欠下了外债。

“那时候真没想到我现在能种这么多

田。”背靠着鸿远农机专业合作社，何文杰

给家里添置了小车、修建了新房，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鸿远农机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现在拥

有各类农机具300台（套），社员342名，专业

为社员提供农田机械耕整、播种、植保、收割

等服务。何文杰便是合作社社员之一，“与合

作社签订了协议，合作社为我提供全程机械

化服务，平时我只用进行田间管理。”

鸿远合作社的出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

需要，同时也是我市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

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我市农业机械仍

由集体经营。农户和联户要求购买的农业

机械不断增多，1982 年，省政府发文允许

私人购买农业机械。

2006 年，我市出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形成了以农民个体投入为主、政府适当补贴

为辅的投入格局。自此，我市农机化水平得

到空前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市农机服务组

织达 184 家，农机拥有量 16.6 万台（套），农

机从业人员达 13 万人。

华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前身石河农机

服务队，是当时应运而生的一家专业农机合

作社。2006 年，合

作社理事长吴华

平联合邻村几个

有农业机械的农

户成立了石河农

机服务队，专门提供水稻机插秧服务，最初

拥有 14 名农机手。

2007 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的颁

布实施后，为推动服务队专业发展，吴华

平找到服务队队员商议，召开成员大会，

选举产生了合作社理事会、监理会。2009

年，华丰农机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

发展到现在，合作社由提供单一机插

秧到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拥有农机装备

总量 460 台 （套），农机手 54 人，服务范

围拓展到佛子山镇、九真镇等全市 12 个乡

镇，并跨县市到钟祥市、沙洋县，跨省到

四川省内江市、河南省信阳市等地。

34 岁的姚凡是华丰合作社的农机手，

2008 年加入合作社。“做农机手一年收入

有 7-8 万元，最忙的时段在 5-7 月份，忙

过这几个月，其余的时间由自己安排，比

到外面打工强多了”。

近年来，我市把加快农业机械化作为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积极引进推广农

机新技术、新机具，不断完善农机服务体系，

切实提高了我市农业机械化水平。2017 年，

我市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第二批实现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

由“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劳作不得

闲”到“耕地不用牛、收割不用刀、喷药

不下地、栽秧不弯腰”，农谚的变化正是改

革开放 40 年来，我市农业机械化发展给农

民带来实惠的真实写照。

春种秋收大变化
———改革开放 40年我市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微观察

●天门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飞

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潇潇）

近日，由市劳动就业管理局主办、市就

业训练中心承办的就业创业培训班在皂

市镇举行，近百名村民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班邀请了市农业部门水

产专家授课，培训内容为虾稻共作技

术，市水产局专家向农户详细讲解了

如何改造稻田、种虾幼虾投放、水草

栽培、饲养管理、水位管理、病害防

治等技术。

为了延伸培训触角，带动更多农民

创业就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市劳动

就业管理局在全市各乡镇分批举办就业

创业培训班，计划培训人数 1 万人以

上，每期培训不少于 42 个课时。培训

内容结合各乡镇特色，除草编加工、渔

网编织、花椰菜种植、茶叶加工外，还

有无人机操作技术、富硒稻种植等。

市劳动就业管理局送技能培训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