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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桐梓县教育局多措并举
推进“河长制”工作

    【中国新报贵州讯】( 记者 李学强 通讯员 杨帅锋 ) 为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全面落实“河
长制”决策部署，贵州桐梓县教育局积极履行工作职责，多措并举全力推进“河长制”工作取
得实效。

    强宣传造氛围。一是充分利用“桐梓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公布该县河长名录和举
报电话，全面提高广大家长和师生对河长制工作的知晓率，引导全社会参与河流管理保护，并
发挥全社会对河流管理保护的宣传、监督作用。二是充分利用学校少团工委各类少团队活动、
校园广播电视台、每周一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家长会、宣传栏、黑板报、LED 屏等开展河
长制工作的宣传教育，向广大师生和家长宣讲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节约用水、保护母
亲河家乡河等知识，营造了全社会关爱河流、珍惜河流、保护河流的浓厚氛围。

    进校园抓教育。一是保证生态环境教育课程落实。各级各类学校严格落实课程，利用专题教
育课开展环境教育，其中水资源内容每学期不得少于 2 课时。学校开展水资源教育做到“六有”，
有课程、有教材、有教师、有教案、有作业、有测试。二是组织全县 69 间学校，35000 多名学
生开展“河长制进校园”活动，在学校扎实开展以主题班会、征文、手抄报等形式的“世界水
日”“中国水周”“禁渔宣讲”等活动。三是在全县开展节水型学校评选活动，从 2016 年开展，
我局与水务局联合开展县级节水型学校创建活动，目前楚米镇中心学校、燎原镇中心学校等 10
所学校评选为县级节水型示范校，正筹备向市级推报桐梓县第二中学、桐梓县娄山中学两所市
级节水型学校。

    重协作建常态。该县教育局加强与市科技局、县委办、县政府办、县河长办等责任单位的沟
通与协调，认真开展巡河工作。针对水资源保护与管理、河道垃圾清理、河岸居民生活污水排放、
河道环境整治等进行巡查，对沿河居民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对存在的问题，
协调县河长办进行了交办处理。

湖北沙洋：
依托合作社  村民荷包鼓

       【中国新报湖北讯】（记者 孙运晓 通讯员 何长青 周璇）
连日来，位于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光芒村的光馨蔬菜种植
基地热火朝天：天刚亮，40 余名村民结伴而来，采摘大棚
里刚刚成熟的毛豆。
       “合作社这几天每天需要雇 40 多人，按采收的毛豆每
斤 0.5 元的价格付给报酬。”该合作社负责人朱继平介绍
说：“前来务工的多是附近村民，工作半天，每人每天收
入 50~100 元不等。”毛豆的采摘只持续一周，给周边村
民带来务工收入近千元。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发展模式

       光芒村因水源条件好、土壤肥沃、离县城近等优势，
一直是沙洋县城重要的蔬菜供给地。传统的种植模式以家
庭为单位，受技术、市场、种苗等因素影响，该村的蔬菜
品质良莠不齐，往往是市场短缺时菜还未成熟、成熟后市
场又趋于饱和，菜价不高，严重挫伤了村民种菜的积极性。
       2017 年，时任光芒村党支部书记的朱继平接手光馨蔬
菜合作社，在本村以每亩 700 元的价格，集中流转土地
115.37 亩，其中贫困户 11 户 20.33 亩。同年 9 月，新建钢
制大棚 60 个，占地 80 亩，种植藜蒿、黄瓜、辣椒、毛豆、
茄子、西红柿等。依托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合作社的蔬菜
品质好，上市时间比一般农户种植的提前 1 个月左右，因
而价格更高、销路更广。光馨蔬菜合作社采用“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模式，采取带动村民就业、技术指导、农资
集中采购、组织收购等方式，带动该村 50 余户农民扩大种
植规模，与 16 户贫困户签订用工协议，带动全村 14 户贫
困户脱贫致富。光馨蔬菜合作社的农资配送点，为村民提
供质优价廉的农资产品，平均每袋化肥比市场便宜 5—10
元。合作社还为村民统一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去年邀请
专家、种植大户、技术能人，举办大棚蔬菜种植、农产品
质量安全等培训班 8 期，培训农民 500 余人次。

打造“李嘎市”品牌

        2017 年底，合作社争取国家项目资金，对基地进行路、
渠等配套设施建设，采用了水肥一体化的喷灌设备。菜地
需要追肥的时候，工人便到附近的生猪养殖场，运回发酵
好的肥水，通过喷灌管网，直接喷洒到每片菜地。“这样做，
既能节约农业用水、人工，更减少化肥的使用，真正实现
蔬菜种植的绿色、安全。”朱继平说。
        为不断扩大当地蔬菜的知名度，合作社为基地生产的
藜蒿、水果型黄瓜等蔬菜注册了“李嘎市”牌商标（“嘎
市”在当地方言中意为“开始”）。申报了绿色食品认证，
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形象该品牌连续 2 年参加了沙洋县油
菜花节农产品展销会，深受客商和消费者好评。
        近几年，“李嘎市”牌的黄瓜、藜蒿、辣椒、毛豆等
蔬菜深受市场欢迎，不少荆门、潜江的菜贩直接到基地田
间收购。每到春节期间，合作社每天都有将近 20000 斤的
藜蒿出货量。专程到基地收购的商贩高清府说：“我们冲
着他们这个藜蒿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男女老少都爱吃这
菜。”

“田间菜”变成了村民的“兜里钱”

        经过两年的运营，光馨蔬菜合作社俨然成为了光芒村
村民的心中的“顶梁柱”和“知心人”。大到今年种什么菜、
什么时间种，小到菜发蔫、长虫了，村民们第一时间想到
的是到合作社问一问，请合作社的专家去看一看。依托合
作社现有的购销渠道，蔬菜由田间到餐桌的距离大大缩短，
村民卖菜更省心了，每亩可增收 1000 元以上。在合作社的
带动下，村民种植蔬菜的热情越发高涨，来往光芒村的菜
贩也越来越多了。仅去年一年，合作社每年 80 亩大棚毛收
入达 70 余万元，除去人工，净收入 30 余万元。
        在合作社打工，也成了光芒村村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合作社每天聘请 5 人进行日常采收工作，工资 80 元 / 天。
夏季的毛豆、春节期间的藜蒿采收是最需要人的，也是村
民们最喜欢的务工项目，每天都有 50 余名村民前来务工。
收割藜蒿的村民每小时 25 元，一天可收入 200 余元，持续
10 天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为一名村民增收 2000 余元。
54 岁的张月平提起合作社，笑得合不拢嘴：“以前都是在
外打工，现在就在家门口。去年我在合作社干了 100 多天，
结了 1 万多元的工资。日常开支就管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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