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伍丹 通讯员望登基）
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进一步
营造生态宜居、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近日，纪南文旅区市场监管局（综合执
法大队）开启人居环境整治“春季战
役”，擦亮乡村振兴美丽底色。

连日来，纪南文旅区市场监管局
联合纪南镇、凤凰街道针对小区周边、
公路两侧、房前屋后、河道沟渠、背街
小巷等处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及时清
运生产生活垃圾，对乱堆乱放现象开
展全方位清理整治，保持环境常态整
洁。同时，镇、街道将环境整治工作与

“三个人家”创建相结合，发挥村民主
动性，在辖区形成“赶、比、超”的整治
氛围，实现环境清洁与良好家风、文明
乡风融合。

此外，广泛运用新媒体、微信公众
号等，积极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重大内
涵和深刻意义，充分激发广大群众的参
与热情，培养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
卫生习惯。

下一步，纪南文旅区将继续以问题
为导向，不断夯实工作作风加大整治力
度，以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为重要抓
手，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确保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力度不减、劲头不
松、标准不降。

擦亮乡村振兴美丽底色
纪南文旅区打响环境整治“春季战役”

本报讯（通讯员刘爱华）去年以来，
公安县埠河镇人社服务中心围绕“培训
促就业”思路，聚焦农村转移就业劳动
者、失业人员、帮扶家庭、困难群众等重
点群体，通过进村入户、田间走访、电话
访问等形式，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技
能培训宣传活动，不断加大就业创业、
技能培训等政策宣传力度，为推动高质
量就业提供有力支撑。

“是镇里的技能培训改变了我的命
运。”埠河镇雷州村村民陈大力激动地
说，他报名参加镇里举办的免费挖掘机
驾驶员培训后，现在的工资待遇比以前
提高不少。

埠河镇人社服务中心年初进村入
户开展技能培训需求调查和征集，根据
农村劳动力技能需求和当前市场需求，

依托就业技能培训机构，通过举办电焊
工、叉车、挖掘机司机等各类专业性强、
工资待遇好、就业前景广阔的技能培
训，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
业创业能力，让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
就业增收“底气”更足。

同时，按照“培训赋能、输出转移、服
务稳岗”思路，依托县域内人力资源服务
公司、劳务公司、能人大户等平台，不断
拓展就业渠道，全面优化稳岗服务，并
加快培育一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村级
特色产业，开拓群众就业增收“薪”天地。

“去年以来，埠河镇累计实现就业
125人，其中劳务输出108人。”埠河镇
人社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群众就业的
需求在哪里，职能部门的方向就在哪
里，为民服务触角就延伸到哪里。

公安县埠河镇聚焦群众需求优化就业服务

增收“底气”足 开拓“薪”天地

民政部门部署清明祭扫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荆文静 通讯员黄

传忠 胡帮发）清明将至，群众祭扫悼
念、追思亲人的需求较为集中。3月
23日，市民政局对 2023年全市清明
祭扫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以
保障力度提升服务“温度”，树立移风
易俗新风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
低碳、文明、平安的清明节。

市民政局要求，各级民政部门
切实抓好清明节群众祭扫安全管理
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按照“全覆盖、
零容忍、强整改、重实效”原则，压实
殡葬服务机构主体责任，督导开展

祭扫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祭扫
场所及周边人员分流、交通疏导、火
源管控等工作。殡葬服务机构要做
好祭扫应急人员车辆疏导和祭扫服
务接待，严格落实应急值守、监测预
警、重特大事故报告制度，祭扫高峰
期要及时采取预警提示和限分流措
施，严防踩踏、火灾等安全事故发
生。对较为分散的农村公益性墓地
及历史埋葬点，要压实乡镇（街道）
及村（社区）责任，加强祭扫活动安
全管理，确保清明节祭扫工作安全
平稳有序。

清明节前后，我市各级民政部门
将持续倡导移风易俗新风尚，积极开
展殡葬改革和生态安葬宣传引导，大
力推广敬献鲜花、绿化植树、集体共
祭、家庭追思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
组织“鲜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等
活动，推动建立生态安葬奖补政策，
鼓励更多群众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方
式，推广网络祭扫、远程告别等在线
服务项目，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带动群众自觉参与文明低碳祭扫。

此外，市民政局将持续规范殡葬
服务，促进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及惠

民措施公开公示，坚决查处殡葬服务
机构巧立名目收费、超标准收费、强
制捆绑消费、趁机变相涨价等行为，
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行为。

今年，我市将12处经营性公墓列
为市级祭扫观察点。3月 22日，市民
政局派出清明祭扫服务保障工作专
班，深入中心城区经营性公墓开展专
项督查，严查各公墓安全管理、服务
措施、文明绿色祭扫、值班报告等工
作落实情况，发现问题督促立行立
改，确保清明服务保障工作不折不扣
落实到位。

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保障交通秩序
本报讯（记者佘海艳 通讯员邓

星）清明临近，群众祭扫活动日渐增
多，车流量大幅提升。荆州交警在加
强警力疏导保障的同时，及时发布安
全出行提示，全力为祭扫群众创造良
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连日来，荆州交警通过实地查
看，制定针对性勤务方案，将路段管
理责任具体落实到每一位民辅警。
警力跟着警情走、警力跟着流量走，
各大队重点加强景区和祭扫活动重
点路段的巡逻管控，实行点线面、主

干道、城乡道路交通防控一体化管
理。同时，执勤民辅警根据实时路
况，设置路标路牌，提醒出行车辆避
开车流高峰，主动向广大驾乘人员宣
传讲解交通违法的危害性和文明祭
扫注意事项。

荆州交警提醒：临近清明节，
广大市民祭扫前应提前规划好出
行时间、路线，错峰前往。祭扫出
行期间，广大群众应自觉遵守道路
交通法规，不酒驾、不超员，安全文
明驾驶。

海事部门加强巡查宣传确保水域安全

清明节文明祭扫倡议书
广大市民朋友们：

又是一年清明时，插柳留春寄追
思。为弘扬孝亲敬老美德，倡导厚养
薄葬新风，营造文明、绿色、低碳的祭
扫氛围，我们倡议：

一 、错 峰 祭 扫 保 平 安 。 合 理 安
排祭祀时间和路线，避开祭扫高峰时
段，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避免交通
拥堵。遵守公墓规章秩序，服从现场
引导指挥，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

妨碍公共安全，消除安全隐患。
二 、弘 扬 美 德 树 新 风 。 弘 扬 尊

老敬老传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时
代 新 风 ，摒 弃 铺 张 浪 费 陋 习 ，从 简
治 丧 ，文 明 祭 奠 。 鼓 励 网 络 祭 扫 、
代 客 祭 扫 、预 约 祭 扫 ，通 过 经 典 诵
读 、撰 文 抒 怀 等 方 式 ，把 对 亲 人 思
念从注重实地实物祭扫转移到精神
传承上来。

三、文明祭扫护环境。倡导敬献

鲜花、植树纪念、家庭追思、踏青遥祭
等环保祭扫方式。不焚烧祭品、抛撒
纸钱、燃放鞭炮，不搞封建迷信活动，
自觉抵制塑料等不易降解的祭祀用
品，共同守护美丽荆州的蓝天白云、绿
水青山。

四、模范带头树典范。广大党员
干部、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带头移风易俗，文明祭
扫、节俭治丧、生态安葬，宣传殡葬改

革，弘扬时代新风。
祭扫是一种形式，文明是一种风

尚！让我们携起手来，争当生态文明
祭扫的宣传者、推广者，用实际行动
爱护环境、守护美好家园，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共荆州市委文明办
荆州市民政局
2023年3月22日

本报讯（记者刘娟 通讯员赵炳
夏）连日来，荆江段水域部分江段出
现大风雷雨等天气，荆州海事局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预案，全力
保障清明节前后水域安全。

大雾、大风、大雨及雷电等天气

切换，叠加水位持续走低等因素，对
船舶安全航行造成影响。荆州海事
局各海事处已加强水域巡查与安全宣
传，对重点航段实施现场驻守和维护，
督促锚泊及作业船舶加固系缆设施、
加强值班，按规定显示信号；要求过往

船舶采取安全航速，加强上下水船舶
之间的联系，谨慎驾驶；在各渡口，执
法人员还实行跟船检查与维护，重点
查看船舶主机、舵机等主要航行设施
设备以及消防救生器材，对不满足恶
劣天气航行条件的渡船暂时禁航，并

对船员及乘客进行安全宣传。
海事部门提醒广大船舶：及时收

听安全信息，关注气况变化，采取各
项预防措施，严禁冒险航行，防止碰
撞、搁浅、触礁（损）等险情发生，发现
异常及时向海事部门报告。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
共同的家园共同的家园 文明祭扫 绿色清明

本报讯（见习记者彭诗静 通讯员
张林）近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主
办、市妇联等单位承办的“女生不简单”
青春期健康教育校园公益项目走进松
滋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向荆州捐
赠14000份总价值70余万元的青春期
爱心包。

活动中，部分女性学生代表观看
了“女生不简单”青春期健康教育校园
公益项目宣传片，并收到装有手账本、
卫生护理用品的“爱心包”；在科普课
堂上，她们还学习了为青春期女生专
门录制的“法律呵护你的成长”课程；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项目办负责人以

讲师的身份，现场为大家开展青春期
健康教育，以丰富的现实生活事例分
析学校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必要
性，深入浅出地阐述青春期健康教育
的内涵，并分享了很多青春期健康教
育小技巧。

据悉，该公益项目实施一年多来，
共为全国29个省（区、市）1000余所学
校的女性学生免费发放 30万份“女生
不简单”爱心包，受益青春期女生、家
长、老师、校医等累计达200余万人次。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积
极链接社会各方资源，通过多种形式的
公益活动呵护青春期女生健康成长。

“女生不简单”青春期健康教育
校园公益项目走进松滋

032023.3.24 星期五
责任编辑：任 鹏 见习编辑：王荣倩 美术编辑：谢江华 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2022 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和疫情持续
反复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全市上下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以
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的四化同步发
展，主攻“四大目标”，打好“四大会战”，
经济总量突破 3000亿元，实现历史性
跨越，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快于全省，工
业、投资、消费增速跃居全省前列，经济
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量质齐
升”的良好态势。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2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3008.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5.1%，两年平均增长8.5%。分产
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571.94亿元，增
长4.6%；第二产业增加值1072.79亿元，
增长9.7%；第三产业增加值1363.88亿
元，增长 2.2%。三次产业结构由 2021
年的 19.2:34.4:46.4调整为 19.0:35.7:
45.3。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其他服务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1.4%、0.3%、7.6%、2.5%，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分
别下降 1.5%、0.5%。人均生产总值
58577元，比上年增长10.4%。

价格运行保持稳定。全市居民消
费价格比上年上涨3.7%，涨幅比上年上
升 2.5个百分点。分类别看：食品烟酒
价格上涨3.1%，衣着价格上涨0.9%，居
住价格下降1.0%，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上涨2.1%，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4.7%，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0.7%，医疗保
健价格上涨0.1%，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
上涨1.2%。

市场主体较快增长。截至 12 月
底，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51.50 万
户，比上年增长 14.4%，其中企业类市
场主体达9.80万户，增长18.7%。全市
共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10.45万户，增
长37.5%。

二、农业

2022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617.7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5.1%。
粮食产能保持稳定。全市粮食种

植面积708.66千公顷，比上年增加0.30
千公顷；粮食总产量453.36万吨，比上
年减少0.6%。

优势经济作物稳定增长。全市油
料产量 56.48 万吨，比上年增长 9.4%；
棉花产量 2.58 万吨，减少 15.0%；蔬菜
产量340.87万吨，增长4.3%；园林水果
产量51.96万吨，增长5.5%。

畜禽生产稳步发展。全市生猪出
栏371.69万头，比上年增长4.8%；家禽
出笼6053.08万只，减少7.2%。肉类产
量 37.48 万吨，增长 2.2%；禽蛋产量
19.70万吨，增长6.2%。

水产品生产持续增长。全市水产
品产量122.22万吨，比上年增长3.7%。

三、工业和建筑业

年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1414家。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13.1%。分经济类型看，
国有经济增长 2.2%；集体经济增长
18.1%；股份制经济增长13.3%；外商及
港澳台投资经济增长 13.4%。分轻重
工业看，轻工业增长 10.8%；重工业增
长14.7%。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0.1%，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17.2%，航
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下降1.1%，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4%，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77.6%，医疗仪
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15.0%，
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增长11.6%。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
上 年 增 长 13.1% 。 产 品 销 售 率 为
93.13%。实现出口交货值125.73亿元，
增长29.6%。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145.71亿元，增长17.3%。

全市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完成建筑
业总产值 344.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8%。房屋施工面积1091.64万平方
米，其中新开工面积 592.18万平方米。
房屋竣工面积579.01万平方米。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22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
上年增长19.6%。按产业划分，一、二、
三次产业投资分别增长46.8%、53.9%、

0.8% 。 分 领 域 看 ，工 业 投 资 增 长
53.6%，民间投资增长34.6%，房地产开
发投资下降 8.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2%。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517.7%，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下降 16.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
长18.7%。

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426.05万平
方米，比上年下降12.6%；实现商品房销
售额235.10亿元，下降17.8%。

全市5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1268
个，其中本年新增项目763个。

五、国内外贸易和旅游

2022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1670.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
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实现零售额
463.56 亿元，增长 12.4%。按经营地
分，城镇市场实现零售额1421.56亿元，
增长3.3%；乡村市场实现零售额248.63
亿元，增长5.9%。按消费类型分，商品
零售额 1385.83 亿元，增长 3.9%；餐饮
收入额284.36亿元，增长2.5%。

全市限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
现商品零售额 24.68 亿元，比上年增
长 39.4%。

全市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208.2亿
元，比上年增长43.4%，其中，进口29.4
亿元，增长 57.2%；出口 178.8 亿元,增
长 41.3%。2022年，荆州市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出口总额8.9亿美元，增长
60.8%。全市外商直接投资（FDI）8309
万美元。

全年接待游客 5800 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380亿元，比上年分别下
降4.4%和6.4%。

六、人口和科技

2022年，全市公安部门统计年末总
户数为197.71万户，比上年增加0.04万
户；户籍人口为 625.08万人，比上年减
少 3.11 万 人 。 全 市 年 末 常 住 人 口
513.51万人，比上年减少 0.22万人，其
中：城镇 293.32 万人，乡村 220.19 万
人。城镇化率达到 57.12%，比上年上
升0.6个百分点。

全市规模以上高新企业（包含高新
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高技

术产业企业和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
达到654家，比上年净增123家。其中
高新制造业企业608家，高新建筑业企
业 8家，高新服务业企业 38家。全市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511.8亿元，
占GDP比重 17.0%。其中规模以上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511.4亿元，同比增
长14.5%。

全年争取各级科技计划项目63项
（省级及以上）。登记科技成果260项，
登记技术合同交易额140.59亿元，比上
年增长51.8%。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18家。全市专利授权总量 6771件，下
降 4.6%；发明专利授权总量461件，增
长32.5%。

七、交通运输

2022 年，全市完成货物周转量
904.4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34.8%。其
中，公路完成货运周转量148.07亿吨公
里，同比下降 20.4%，水路完成货运周
转 量 756.38 亿 吨 公 里 ，同 比 增 长
55.9%。完成客运量 2158.43 万人，同
比下降 21.0%，旅客周转量 10.98 亿人
公里，同比下降20.9%。（以上均不含铁
路数据）

全市公路总里程达25031公里，比
上年增长0.9%，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
712公里，与上年持平。港口完成货物
吞吐量6656.02万吨，增长52.1%。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2022 年，全市地方财政总收入
223.10亿元，比上年增长0.9%。其中，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2.05亿元，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可比增长11.8%。在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101.90亿元，可比增长10.0%。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479.40 亿元，增长
13.4%。分支出领域来看，卫生健康、社
会保障和就业、交通运输分别增长
12.6%、7.5%和5.8%。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
款 余 额 4516.27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2.8%，比年初增加 510.61 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3563.46亿元，比年初增加
543.21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为2777.38亿元，增长12.6%，比
年初增加311.69亿元。其中，住户贷款

1097.57亿元，比年初增加 80.19亿元；
非金融企业及机构团体贷款1679.73亿
元，比年初增加231.50亿元。

全市实现保费收入182.61亿元，比
上年增长10.0%。其中，财产险保费收
入51.32亿元，增长22.0%；人身险保费
收入 131.29 亿元，增长 5.9%。支付各
类 赔 款 和 给 付 64.22 亿 元 ，增 长
15.5%。其中，财产险赔款支出35.14亿
元，增长31.6%；人身险赔付支出29.08
亿元，增长0.7%。

九、教育和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稳步发展。2022年，全市
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285所（不含小学
教学点和高校），其中中等职业学校13
所，普通高中49所，普通初中122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68所，小学389所，特校
8所，幼儿园 636所。全市共有在校生
70.32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 3.12万
人，普通高中9.02万人，普通初中14.99
万人，小学 30.15 万人，特殊学校 1361
人，幼儿园 12.90万人。全市共有教职
工 5.68 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 2310
人，中学（含初中和高中）2.34万人，小
学 1.61万人，特殊学校 203人，幼儿园
1.48万人。

卫生事业不断进步。年末全市拥
有医疗卫生机构 3040家，比上年增加
31家，其中医院 76家，卫生院 115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88家。卫生机
构人员44798人，比上年增加1698人，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36161人，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人员3670人。全市拥有各类
病床 35979 张，比上年增加 776 张，其
中 医 院 床 位 24435 张 ，卫 生 院 床 位
8824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床位
1240张。

十、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22年，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40678元，比上年增长6.4%；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904
元，增长8.0%。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26496元，增长4.3%，其中食品烟
酒类人均消费8199元，增长5.1%；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357元，增长
8.9%，其中食品烟酒类人均消费 4816
元，增长7.4%。

全市社会养老保险费收入97.59亿
元，其中：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26.98万人，征缴61.01亿元；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参保18.85万人，征缴23.08亿
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286.33 万
人，征缴 13.50亿元。全市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 70.96万人；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63.61万人。

十一、节能降耗、资源环境

2022 年，全市继续大力推进节能
降耗工作，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同比下降 5.0%，万元GDP能耗同比下
降0.2%。

全市 9个县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标比例在 77.7%-86.8%之间，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在 283-317 天之间，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在 3.28- 4.20 之
间。其中，荆州城区 PM10累计均值为
78μg/m3，同比上升 21.9%；PM2.5累计
均值为 57μg/m3，同比上升 62.9%；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61天，优良天数
达标率 71.5%，同比下降 16.7 个百分
点；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为 5.28，主
要污染物为PM2.5。

年末全市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对 31
个地表水省控河流断面、15个主要湖
库点位进行了监测。全市主要河流断
面水质符合Ⅰ-Ⅲ类的占 86.2%（25
个），符合Ⅳ类的占3.4%（1 个），Ⅴ类占
3.4%（1 个），劣Ⅴ类占 6.9%（2 个）。全
市主要湖库测点中，水质符合Ⅱ-Ⅲ类
的 占 13.3%（2 个），Ⅳ 类 占 26.7%（4
个），Ⅴ类占60%（9 个）；营养状态级别
为中营养的占13.3%，轻度富营养的占
26.7%，中度富营养的占33.3%，重度富
营养的占26.7%。

注：
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

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2021 年全市 GDP 总量和结构，使

用的是最终核实数据。
4. 货运、客运采用交通运输局提供

数据，客运仅含公路数据，货运周转量
含公路与水路。

5.2022 年，外资统计口径调整为外
商直接投资（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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