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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监利在行动监利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刘肖）监利市毛市镇被称
为“中国面点师之乡”。在去年底人社部主
办的“我最关注的劳务品牌”网络投票中，监
利面点师位列全国第二。

凌晨4点，监利毛姚汤包店响起了揉面
擀面的声音，不久，就飘出了包子的香味儿，
彭贻华、徐高霞夫妻俩，你揉面来我包馅，动
作流畅，干净利落。“发面全部凭手感，发面
的时间长，压面的时间短一点。”毛姚汤包店
的老板彭贻华，向记者讲述着自己的心得。
从一家小店，慢慢开出了名气，如今排队买
包子的顾客络绎不绝。

监利第一中学的学生刘江月，是这家
汤包店的常客。“包子很好吃，同学们也经

常托我买。”刘江月说。一块案板、两根面
杖、三口之家，这是传统监利面点师的真实
写照。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凭借做包子、馒
头的手艺，一批面点师从毛市镇走向全
国，“毛市佬”在面点行业的影响越来越
大。但不足的是，个体分散经营、作坊式
加工占多数，因此监利很长时间没有叫得
响的面点品牌。为了改变现状，当地成立
市面点师协会，对“监利面点师”这一劳务
品牌开展一系列提档次、促规范、创品牌
的措施。

湖北“毛市佬”品牌联合创始人冉幼
武向记者表示，打造品牌主要是针对有

意从事做包子的监利面点从业人员，对
他们初步初次投入面点行业，进行全方
位的培训。监利市各个乡镇都有培训场
所，引导面点师就业的技能和面点制造
手艺，并且在培训中，还会适当的发放培
训补贴。

技能培训的事上了路，监利开始思考品
牌化的问题。当地对标沙县小吃的品牌打
造经验，策划了“毛市佬”品牌，从2005年开
始，连续举办了16届“毛市佬”面点师培训、
技能比武、美食文化节等活动，从参加培训
到开店营业，全程跟踪服务。如今，监利面
点师这一劳务品牌，已经成长为一支 10 万
余人，开设“毛市佬”品牌旗下门店 3 万余

家，连锁店铺七千余家，年收入高达80亿元
的劳务金字招牌。监利面点师们的梦想，
还在继续。

湖北玉竹缘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双
红说：“通过建立中央厨房，用人工加自动化
结合的方式，我们聚焦企业化的批量生产。
除了特色产品包子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出像
现在烧卖之类的单品。”

监利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
记及局长吴军向记者表示，下一步的目标，
是成立一个专门推广劳务品牌，统一劳务品
牌的标志和店名，统一出台支持政策，提供
产业担保贷款、教育培训、创业补贴，在近两
年内打造200个亿的产业。

中国面点师之乡监利毛市镇：

小包子做成“大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唐柳琴）三洲镇林长制
工作开展以来，三洲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发展路
径，全面落实林长制工作职责，全力提升全
镇绿化生态水平。

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保障。以
保护发展全镇生态林业资源为总目标，建立
健全镇、村两级林长工作体系，层层压实责
任，细化责任分工，确保林长制工作机制落
实到位。党委书记是全镇林长制的第一责

任人，全体班子成员为责任片区林长，村支
部书记为本村林长制的直接责任人。目前，
全镇共有林长24名，其中镇级林长13名、村
级林长11名。

加强宣传发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以
开展“育林、护林”社会活动为载体，充分利
用村村响广播、村级流动宣传小喇叭、宣传
横幅、林长制公示牌、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媒
介，正确引导干部群众树立“育林、护林”的
生态文明思想观念，积极投身于全镇创森绿
化的实践工作中来。今年以来，全镇共制作

林长制公示牌18处，悬挂宣传横幅40条，刷
写标语20条。

加强巡林检查，巩固林业生态成果。以
保护全镇林业资源为工作导向，建立“一月
一巡查”的工作机制，镇、村两级林长每月定
期对所包区域森林资源开展巡视检查，及时
记录在册并上报汇总，建立工作台账，第一
时间整改巡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同时镇林长
办逐一对整改问题开展“回头望”，确保林长
制工作落到实处。今年以来，全镇已累计巡
林70余次，整改销号问题16处。

加强活动引领，提升生态绿化水平。以
开展造林、护林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全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平台作用，积极组
织群众参与全镇义务植树和创森绿化的造
林、护林活动中来，进一步提升群众参与志
愿者活动的热情，提升全镇林业生态发展水
平。今年以来，全镇已组织大小植树活动2
场，栽植绿化树2800余株，成片开展洲滩植
树造林面积达5800余亩，组织志愿者对全镇
绿化树开展扶正补栽活动6次，经常性开展
树干清障除杂65公里。

三洲镇：“四个加强”推动林长制走深走实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饶又新）4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廖有洲带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深入毛市镇、网市
镇、荒湖管理区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市乡村振兴局
负责人陪同调研并座谈。

调研组一行先后对毛市镇陈赵村产业发展、网市镇
刘王村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和荒湖管理区人居环境整治等
工作进行实地调研。每到一处，调研组都详细了解当地
特色种植产业发展和环境建设等情况，并就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提出解决办法。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市乡村振
兴局负责人关于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情况的汇报。调研组对监利市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
定，并强调乡村振兴是个大课题，涉及面广。调研组
要求，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发挥典型示范辐射作用，
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各类产业经济融合发展；要
搞好全域规划，统筹推进，高质量走好乡村振兴特色
发展之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要充
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持续推动监利乡村振兴工作持
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市工商联非公有制企业投诉服务
中心办结率、满意度均为100%

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本报讯（记者李超）自2020年全省投诉服务平台建

立以来，全省线上受理企业诉求1253件，全市受理65件，
市工商联非公有制企业投诉服务中心办结率、满意度双
双为100%，真正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去年，监利工贸家电一份外墙广告位被遮挡诉求，通
过线上线下反映到市工商联非公有制企业投诉服务中
心。诉求称，企业多次与周边商户交涉无果，相邻商户栽
种的绿化树木，对广告牌位和玻璃窗户，造成安全隐患。
为避免两家企业矛盾扩大化，市工商联对诉求进行研判，
一边通过网上平台转办到城管部门办理，一边到现场察
看，同时跟踪城管部门，寻找政策依据，圆满地调解了此
事，两家企业都很满意。

市工商联非公有制企业投诉服务中心自2020年4月
挂牌成立以来，依托省非公有制企业投诉服务平台，通过

“联企e站”APP网上受理诉求反映、政策宣传、法律咨询
等10余项业务。目前，全市已有5746家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4家商会在省平台注册，入驻市直部门34家、法律事
务所3家，采取“屏对屏”与“面对面”相结合，受理涉及证
照办理、企业用工、交通物流等各类诉求65件，做到件件
跟踪落实有回音。

天府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潘传国）天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
工程是市监利市民生实事之一，目前该中心已建成投入
使用。

为了让城区居民享受便捷的公共卫生服务，缓解中心
城区群众常见病、多发病就医难的困境，市卫生健康局依
托市皮肤病防治医院成立了容城镇天府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经过两年的工程改造，天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
完成预防接种门诊、综合楼建设，部分配套设施建设，病房
改造、国医堂建设、信息化设施安装也已全部完工。

桥市镇石闸村：

打好“三副好牌”
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桥宣）近年来，桥市镇石闸

村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积极探索“三种模
式”，打好“三副好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探索“资产租赁”模式，打集体资产“盘活
牌”。2021年5月，监利市鑫辉鞋业有限公司
正式签约落户石闸村。石闸村将闲置的原石
闸小学场地出租给鑫辉鞋业，村集体每年增
收3万元。鑫辉鞋业的入驻，让全村80余闲
置劳动力和8名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探索“资产承包”模式，打集体土地“规范
牌”。2017年，石闸村新党支部书记上任以后，
把规范村田亩承包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2017年血湖垸450亩养植面积
承包合同到期，村“两委”干部多次给群众做工
作、讲政策，一改以往的承包方式，及时召开党
员群众大会，面向社会公开、公平、公正发包，顺
利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4
万元。截至目前，村集体200余亩田已得到规
范承包，仅承包土地这一项有近50万元收入。

探索“产业发展”模式，打当家产业“带
动牌”。通过发挥资源及地理优势，精准施
策发展富民强村产业。将玉米种植及水产
养殖作为本村当家产业，现有1个占地43亩
的玉米种植基地，1个占地1000亩的水产基
地，规模化的产业发展，不仅实现了从“输
血”到“造血”的转变，同时也增加了村集体
和农民的收入。

市税务局：“税力量”助村民水下捞“黄金”

本报讯（通讯员谢岳明）4月18日上午5
时许，毛市镇卸市村村西的小龙虾集中收购
点车来人往，村民们正在将分拣好的一筐筐
小龙虾交由收购商称重、装车。

“自从推行‘虾稻共作’模式后，我们玩
抖音、泡茶馆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跑田间地
头捞‘水下黄金’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卸市村
村民赵先生一边装筐，一边喜滋滋地说。

毛市镇卸市村是国家税务总局监利市
税务局乡村振兴驻点村，该村南接沙螺河，
西邻监新河，北倚内荆河，丰富的水资源为
当地发展“虾稻共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
利条件。

监利市税务局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瞄
准了该村这一有利发展条件，带领村干部第
一时间“敲门问需”，他们倾听群众心声与诉
求，为该村发展特色农业“把脉问诊”。驻村
工作队协同该村“两委”推行“专家+示范+
农户”的运作模式，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
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让村民
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用得好。

虾稻共作这种科学的生态种养模式给
村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村党支部书记
刘威算了一笔账：卸市村现有“虾稻共作”
面积 8200 亩，一亩水田平均产虾 200 斤，按
每斤均价 20 元计算，每亩可实现毛收入
4000 元。水稻亩产量近 1500 斤，参照 2021
年 1.22 元一斤的单价，产值约 1830 元，两
项共计产值约 5830 元，全村仅此一项累计
实现产值 4780 万元，350 户养殖户户均实
现产值 13 万余元，剔除生产和养殖成本，
户均纯收入达5.8万余元，远远高于传统的
种养收入。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监利市税务
局驻卸市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表示，下一步，
工作队将协同该村“两委”全力守好“三农”
压舱石，真正做到以税惠农，精准发力，在乡
村振兴中持续讲好“税务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纪宣）“清如秋菊何妨瘦，
廉如梅花不畏寒。”走进监利市玉沙小学，廉
政标语映入眼帘，廉音朗朗声声入耳，廉政文
化沁人心脾……

近年来，为深入推进清廉学校建设，监利
市纪委监委联合该市教育局不断深化清廉学
校建设的内涵和形式，让清廉之风吹进校园，
让廉洁理念根植师生心中。

清廉之基，育人为要。为让“清廉”二

字深入灵魂，玉沙小学因地制宜创建廉政
文化宣传栏、“清廉玉小”主题长廊、“廉”
文化剪纸艺术墙、“爱廉说”黑板报四大廉
政文化教育主阵地，让清廉因子深植师生
心田。

为深入推进“阳光招生、阳光收费、阳光
采购、阳光食堂”等阳光教育工程，该校通过
建立学校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廉政档案，制
定干部老师行为准则，修订完善《玉沙小学课

后服务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聚焦后勤采
购、招生分班、教材收费、食品卫生等重点领
域重点环节，通过梳理廉政风险点，建立负面
清单，自查自改问题11个。

每周一升旗仪式《国旗下微课堂——家
长开讲》家校互动教育活动，都会邀请一名学
生为大家讲廉政故事。

该校将清廉教育作为课堂教育和家校教
育的重要内容，研发校本教材《习礼养正 少

年如玉》，将守纪文化、礼仪文化全面融入，致
力于培养“仁义智勇洁”兼修的如玉少年。

通过开展“双优化”入户家访、“经典诵
读”亲子诵、“清廉文化润童心”手抄报比赛、

“家长讲廉我来听”等家校联动活动，将“清
廉”之气引入家校课程。通过优秀家长的示
范、监督、辐射，把廉洁之风吹进学生和家长
心田，以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教育推动清廉
理念入脑入心入行。

市纪委监委深入推进清廉学校建设

让廉洁教育出新更“走心”

监利实践学校：

开展大走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谢康）近日，监利市中小学

生社会实践学校组织职工带着调查问卷深入
全市百余所中小学校开展走访。

据悉，为进一步加强该校与全市学校工作
联系，助推学校“双优化”整治行动做实做细，3
月22日起，监利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学校组
织全体职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走访
活动。走访活动主要征求和听取基层校长、师
生及家长代表对实践学校教辅资料征订、劳动
教育课程开设、实践基地教学质量和后勤保障
等方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走访安排，每
到一校，走访专班都统一采取进校入班、调查
问卷、座谈问询等形式开展，基层校长、师生与
家长代表们积极参与座谈问询，提出了诸多有
效的意见建议，为学校梳理问题和形成整改措
施提供了有利的线索。

本次走访共发放问卷调查 450 份，收回
有效问卷调查 400 份，走访工作得到了全市
百余所基层中小学校积极支持。经过细化
梳理，在前期学校问题清单的基础上，最终
形成问题清单6个板块27条，并确定了27条
整改举措。

大垸管理区：依托红色资源 打造“护苗”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田勇）伴随着《献花曲》

响起，大垸小学的少先队员们抬着花篮走
向流港革命烈士纪念碑，向革命英雄敬献
花篮……近日大垸小学组织师生赴流港革命
烈士纪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廉洁风
范”系列活动。

据了解，该区以监利市《创建国家级“扫
黄打非·护苗”基地》为抓手，紧紧依托红色资
源，打造“护苗”基地，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每逢重大节日都组织青少年到流港革命烈士
纪念碑举行祭扫活动，举行入党、入团、入队的
宣誓仪式，从小给孩子播撒英雄主义、红色基
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让“幼苗”
崇尚英雄、自强自信，从小根红苗壮，从而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民族、爱祖国文化。

连续数日来，大垸管理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联合中心学校开展“护苗”活动，先后组
织大垸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师生参观流港革
命烈士纪念园、瞻仰流港革命烈士纪念碑、聆
听红色故事。截至4月15日，共接待大垸以
及周边乡镇师生 8 余批次，累计参观师生
3000余人。

卸市村村民打捞小龙虾。

大垸小学少先队员向革命英雄敬献花篮。

限期返岗公告
按照荆州市委、监利市委“双优化”专项治理活

动的相关工作要求，为严肃工作纪律，进一步加强卫
生健康队伍管理，限监利市卫生健康 局各下属单位
张丽等101名工作人员自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返回
单位，办理相关人事手续，逾期不来办理，将按照《全
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 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的暂行规定》（人调发〔1992〕18号）、《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等相关规定做出相
应 处理。具体名单公告如下：

监利市人民医院：张丽
监利市第二人民医院：汤仲杰、兰莹、杨诗礼
监利市第三人民医院：刘强
监利市第四人民医院：李自宏、邹敏、张倩倩、聂

敬、李祺喆
监利市第五人民医院：黄伟、陈敏、杨黎、邹辉、

曾武军、宋丹峰、李功雄
监利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琼、代红阳、李伟、

王磊
监利市妇幼保健院：邹艳
监利市皮肤病防治院：张尚春、王娟
监利市血吸虫病防治所：聂中林
监利市龚场中心卫生院：夏利芳
监利市毛市中心卫生院：潘莉、龚道神、叶祖峰、

叶颢
监利市白螺中心卫生院：丁永红、杨志祥、韩震、

陈琳、卢先辉、蒋红霞、董浩琼、晏琦
监利市汴河中心卫生院：罗忠、杨丽君、姚明文、

罗芳、刘新国、常祁为、朱志宏、郑恋、雷仕卓、李兰
英、吴禹成、李祥红、胡腊美

监利市尺八中心卫生院：王艳、邓芬、李小兰、丁
翔、季灵芝、李少成、李新岳

监利市容城镇卫生院：湛欢、谢斌、汪洋、卢显
碧、邓月光、陈素芬、朱红平

监利市周老嘴镇卫生院：胡俊峰、张宏
监利市网市镇卫生院：刘扬军
监利市黄歇口镇卫生院：万秀、万美义、余同良
监利市分盐镇卫生院：黎洪涛、胡宝平、李琼、陈

桃娥
监利市上车湾镇卫生院：唐从艳、郭飞、罗荣、刘

黎黎、杨启龙
监利市程集镇卫生院：朱琴、张方杰、宋轶
监利市桥市镇卫生院：杨丽、胡新美、高子建
监利市柘木乡卫生院：李见强、吴建平、汪家骏、

孙红英、张云
监利市红城乡卫生院：王胜勇、何继、李建平、张

明华、陈硕、曾维环、邓思龙、何维
监利市棋盘乡卫生院：张向富、潘传新

监利市卫生健康局
2022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