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大居民朋友们：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风险

和挑战前所未有，医疗服务和药品在短
时期内出现短缺。为弘扬邻里守望相
助的时代新风，共同抵御疫情，尽可能
帮助更多人渡过难关，早日实现康复，
回归正常生活，荆州日报社、荆州广播
电视台向全市广大居民朋友发出倡议：

保持积极向上、乐观平和的心态，
不恐慌、不惧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佩戴口
罩，做到“应戴尽戴”“阳过也戴”；科学
居家，康复期间不外出，谢绝一切探
访；科学接种疫苗，动员身边没有禁忌
症、符合接种条件的老人“应接尽接”，
降低重症风险。做好个人健康第一责
任人，以自身行动凝聚起强大合力。

倡导防疫知识分享，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保持理性购药、不盲目囤
药、注意安全用药，避免长期不用造成

过期浪费和叠加用药风险，把药品资
源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邻里互助、同心抗疫。搭建畅通
渠道，建立邻里药品互助共享机制，守
望相助、救急助困，在满足自身用药需
求前提下，以无接触的方式将余药共
享给同事、朋友、邻居使用，让有限的
药品资源发挥最大作用。倡导关心关
爱特殊群体，留心身边的老人、孩子等
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协助解决实际困难。
再长的隧道也有尽头，寒冬尽处

就是明媚的春天。每一份迎难而上，
每一份善意和奉献，将汇聚成融化坚
冰的浩荡暖流。病毒无情，人间有爱，
让我们一起心手相连、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保护好自己、呵护好家人、守护
好家园，携手团结共迎荆州美好明天。

荆州日报社 荆州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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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守望相扶持 温暖互助度时艰

打赢“四大会战”
加快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集中签约项目40个 总投资额77.2亿元

松滋全力打好招商引资“收官战”

本报讯（特约记者肖永军 记者刘思
楫）打赢“收官战”，决胜“全年红”。近
日，松滋市2022年第四季度重点招商
项目集中签约，此次“收官战”共签约项
目40个，总投资额77.2亿元。

此次集中签约项目包括川发龙蟒
年产5万吨新能源材料磷酸铁项目、江
苏纸联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项目、广
州嘉韵乐器年产2万把高端吉他项目、

新能源充电设施生产基地项目等，涵盖
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文旅融
合、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多个领域。

松滋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以
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齐心创业的工作环境、亲商富
商的人文环境，为项目提供最优质服
务；以“金牌服务”打造“金字招牌”，用

“城市品质”激发投资热情，让签约项
目在松滋这片投资热土上落地生根、
茁壮成长，让客商投资放心、创业安
心、发展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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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区加强庭审记录改革
□ 记者 刘蜜 通讯员 杨明轶

今年以来，沙市区聚焦司法高效
率、低成本，加强庭审记录改革，持续打
造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升级版。改革
以来，已使用同步语音转换系统开庭
748次，完成了2700余件案件的电子
卷宗、纸质卷宗同步归档，占2022年审
结案件的60%。

府院联动，高位推进。充分发挥优
化营商环境全方位府院联动机制优势，
将加强庭审记录改革纳入2022年重点
任务统筹推进，快速实现基础设备全覆
盖，建立工作推进会、业务讨论会、问题
反馈表、诉讼参与人满意度调查表的“两
会两表”制度，重点推进信息化建设、深

度应用反馈、基础服务保障、督办管理考
核等，形成上下齐推进的良好工作局面。

院企联动，深度应用。积极联络通
达海、科大讯飞、楚源数智等技术公司，
量身定制改革方案，实现庭审结束即可
生成完整庭审记录，节省了原有模式下
当事人对笔录的审核、修改时间，庭审时
长较原同类案件平均缩短30%以上，极
大提高了庭审效率。今年来，诉讼结案
率达84.48%，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

院媒联动，广泛宣传。在省、市级
主流媒体推出《沙市区法院将司法温暖
送到群众身边》《沙市区法院加强庭审
记录改革试点 深化智慧法院建设》《沙
市区人民法院推行全流程无纸化“智慧
庭审”》等报道，以实际案例和数据展现
庭审记录改革为群众参与诉讼活动提
供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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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奋发有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各地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第4版

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成
绩殊为不易值得倍加珍惜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形
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勠力同
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要讲话中总结2022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23年经济工作。

连日来，全国各地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大家表
示，会议对于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要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部署要求，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勠
力同心、勇毅前行，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2022.12.19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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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寒意浓浓，洪湖市乌林
镇一股“热潮”扑面而来：乌林村、吴王
庙村、黄蓬山村、叶家洲村的党员群众
忙得不亦乐乎。

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活动中，乌林镇聚焦“激发内生动力，
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核心要义，以遍访
民情、倾听民意、发动民众为主线，聚
民心、集民意、汇民力，最大限度唤醒
群众的自我意识，真正变“要我做”为

“我要做”、“我在看”为“一起干”、“单
股力”为“群体力”，切实推动“共同缔
造”落地生根、走深走实。

“实事”撬动民心
让村民说了算

黄蓬山村是乌林镇曾经出了名的

贫困村，经过各级政府接力帮扶，大力
发展甲鱼养殖产业、建立高峰稻虾种
养专业合作社等，让村子摘掉了“贫困
帽”，有了可观的经济基础。

自从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
造活动开展以来，镇、村两级工作专班
入户走访，决定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让黄蓬
山村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9月初，在第一次“板凳会”活动
中，很多村民抱着观望的态度不肯开
口。“美好生活环境，共同缔造幸福，大
家有啥说啥，照直说！”洪湖市人社局
驻村干部刘宇光笑着说。

村民胡宗树大着胆子开了腔：“要
我说，路是个大问题。村里陈友谅街
太破了，路也太窄了，就一车宽，能不

能扩宽点？”
有人开了“头炮”，马上有村民跟

上：“陈友谅街西边，是不是可以修缮一
下？”“还有饮用水管网，也要更新……”

村民有需求，干部忙回应。没过
几天，村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整
理好，变成了一份“任务清单”，在几个
月内被逐项解决。

黄蓬山村并不是个例，吴王庙村
星谭子改造、后村庄河路建设和水乡
铺子改造、叶家洲村中心路升级……
下半年，乌林镇各个村的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都在“镇党委+村党支
部+湾组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四
级党组织体系领导下得以解决，真正
实现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
治共享”。

恳谈唤醒民力
带村民一起干

心扉，在民生实事中逐渐打开；改
变，从房前屋后变化开始。

随着活动的逐渐深入，党员干部
以“板凳会”“场子会”等方式，与群众
在宽松的环境下面对面聊天，当面协
调矛盾，让群众自觉参与房前屋后环
境整治和拆违治乱。

9月以来，乌林镇在公共区域实行
认领认管认养模式，发动党员和群众
以就近原则认领花坛、广场、树木等，
并从湾组中选出积极的党员和群众成
立共建共管队，带头参与建设，监督项
目实施和协调建设中的矛盾。

（下转第2版）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洪湖市乌林镇“共同缔造”活动纪实

□ 张致远

立冬后，天气逐渐转凉，位于荆州
区新民社区的砂石厂小区却格外

“热”，前来参观取经的社区、小区代表
络绎不绝，纷纷学习该小区创建的“自
管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两长四员”社
会治理新模式。

日前，记者走进新民社区砂石厂
小区，探究这个曾经的“失管地”何以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以及新民社区“共
同缔造”的有效举措。

老旧小区陷治理困局
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砂石厂

小区属原荆州市砂石公司的职工宿
舍，住着7栋96户人。小区虽小，但在
公司后勤部门的管理下井井有条。

“当年小区环境在荆州区可谓屈
指可数。”在此居住了近40年的赵其
英回忆起小区当初的模样，依旧历历
在目：小区内有假山流水，楼栋干净整
洁，孩子们放学后在院内玩耍，邻居们
时常串门……

上世纪90年代，荆州市砂石公司

面临破产改制，小区后勤部门撤出管
理，其后数十年，小区在岁月的流逝中
逐渐落寞。

“空地变菜地，大家为了停车的事
三天两头争吵，谁都可以进出小区，假
山上堆的都是居民丢弃的废物，就连
进出的大门也被拆了，曾一个晚上有
4辆电瓶车‘不翼而飞’……”赵其英
数落道。

“小区老旧水管漏水严重，每天早
上，我们一家人在卫生间接水，然后去
阳台漱口。”居民王武凤说。垃圾无人
清理，车辆乱停乱放，居民安全无法保
证，乱象重重的状况让200余名居民
叫苦不迭。

曾经引以为傲的风光不再，曾经
的优越感只剩下记忆中的追忆和对现
实的一声叹息。逃离，成为他们最希望
的选择。为了“眼不见为净”，住在一楼
的赵其英索性将楼道中出入的家门封
闭，而在临街处的一面，另开了一扇门。

面对小区治理难题，不少人以“不
关我的事”为由拒绝参与管理。此后

一段时间，小区成为“失管地”，陷入治
理困局。

“旧改之战”聚拢人心
“他们是想收费吧？”“他们该不会

是想拆了小区重建吧？”……在新民社
区参与小区治理之初，居民质疑声接
连不断，直到一场老旧小区改造行动，
拉近了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距离。

2019年，为提升居民居住环境，全
国各地结合实际，对建成年代较早、失
养失修失管、配套设施不完善、居民改
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进行改造。作
为荆州区第一批要改造的老旧小区，砂
石厂小区改造之路迫在眉睫，一个个整
体与个人利益“拉扯”的问题浮出水面：
旧管改造怎么改？居民私垦“小片荒”
如何拆除？如何解决停车难题？……
为此，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沟通，但
居民反对声仍不断，有人甚至对社区工
作者恶言相对，矛盾日益激化。

看着社区工作者为小区改造事宜
疲于奔波，部分邻居决定团结起来改

变现状。他们与社区工作者一道，主
动上门做居民思想工作，让居民感受
到政府和社区的真心实意。

借着老旧小区改造之机，让居民
主动参与小区自治，在公共利益与个
人利益间求出“最大公约数”——

在居民的积极配合下，小区下水
管网、绿化、绿灯照明、外立面亮化等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顺利完工；

坚持“留改拆”并举，在保留11户
居民私建厨房、卫生间基础上，进行渐
进式有机更新和“微改造”，人性化的
做法得到居民充分肯定；

借助荆州市住建局、荆州区融媒
体中心等社会力量，小区新建了车棚，
安装了充电桩……

“记忆中的小区又回来了！”看着
眼前发生的变化，赵其英感叹。一场

“旧改之战”，激发了居民参与度，激活
了居民之间多年同根同源的情感共
鸣，让居民的建议像一块块拼图，共同

“拼装”记忆中的小区模样。
（下转第2版）

“失管地”蝶变幸福家园
——荆州区砂石厂小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观察

□ 记者 琳玲 特约记者 肖晓波

日前，荆州高新区太湖港
街道梅槐村社区拱桥队的乡
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拱桥队是一座有着历史故
事的小队，共有129户，其中含
1/3的移民户。小区倚山傍水，
9排小洋楼高矮整齐划一，水泥
路通到每家每户门口。今年，
拱桥队通过开展“共同缔造”活
动，墙上画上精美壁画，屋前修
建长廊，井口边安装雕塑地标，
村民幸福感油然而生。

（梅闻 摄）

共绘美丽乡村

新画卷

“我们返乡人员的难处，县人社局全考虑到了。不仅
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还帮我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让我们这些游子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12月16日，在公
安县公共就业与人才服务中心外出务工返乡人员专场招
聘会上，孟家溪镇三袁村村民张见平不到一个小时便顺
利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进入12月后，一年一度的“返乡潮”提前到来。来自
公安县人社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县已有1.6万余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受疫情影响，今年“返乡潮”较往年提
前一个多月。

公安县人社局提前谋划，拿出三大“硬核实招”积极
应对，务求解就业之“难”、用工之“困”。

第一招：“红娘”和“管家”双责合一。今年来，公安县
在保用工、促就业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就业服
务体系，建立全县劳动力数据库。以村组为单位，依托村
级信息员，逐户上门摸底劳动力情况，重点统计劳动力是
否就业、有何技能、是否有培训意愿。截至目前，共统计汇
总全县42.1万名劳动力基本信息，准确率达到95%以上。

与此同时，该县人社局向50余家重点企业、劳动密
集型企业及季节性用工企业派出“人社专员”，提供“保姆
式”服务，“管家式”解难，重点收集企业用工需求，“按企
施策”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有了劳动力数据与企业用工数据两大“法宝”，该局
开始建立就业快速匹配机制，每月初对就业需求与用工
需求开展一次精准匹配，让县、镇、村三级共364名人社

“红娘”为企业保用工及村民就业搭起“鹊桥”。
第二招：“培训会”和“招聘会”齐头并进。在做好防

疫措施的前提下，公安县人社局每月定期组织企业进人
力资源市场开展专场招聘，利用假期等时间节点举办“春
风行动”招聘会；同时，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同步开展线上
招聘活动，广泛发布各类招工信息，并对接直播平台，深
入企业一线，开展直播“带岗”。

“根据统计，目前返乡人员中有‘家门口’就业意愿的
12142人，有培训意愿的128人。培训主要集中在叉车、
电商、养殖领域。”该县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

孟家溪镇金岗村村民郑文娟前不久从广东中山市返
乡。经过一番考量后，她决定留在家乡种植“阳光玫瑰”葡
萄。当人社信息员上门告知县里组织有电商培训时，郑文娟
格外高兴，决心学好电子商务，把家乡的好葡萄推介出去。

第三招：“求职”和“招工”家门口对接。12月初，公安
县人社局发出《致全县在外务工返乡人员一封信》。信
中，该县人社局向返乡人员告知各项利好政策；同时，积
极与用工企业对接，收集岗位信息。目前，已收集42家
县直企业，岗位信息4200个。

“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我们不仅为企业解决了用工难
题，更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解决了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安
安心心在家门口就业。”该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创业富民，就业惠民。今年受疫情影响，春节“返乡潮”比往年
早了一个月，各县市区迅速制定应对举措，以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为主体，将服务前移、人力下沉，因地制宜推出一系列新举措。
即日起，本报开设专栏推介各地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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