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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思楫 特约记者肖
永军）4月 4日上午，松滋市召开“以商
招商”工作推进会，要求全面开展“以商
招商”攻坚行动，推动招商引资持续发
力，为全市“冲刺百强县、建设示范区”
作出更大贡献。

根据部署，松滋市将开展“以商招
商”攻坚行动，聚焦农产品加工、新型建
材、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纺织服装鞋
帽、文旅及专业市场、卤水开发等八大
产业链，突出缺链补链、短链延链、有链
强链，重点围绕梳理的17个重点项目，
以项目为载体，挖掘企业内生潜力，通
过技改、扩规、兼并、入股等方式推动以
商招商、招大引强，不断做大企业增量，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按照要求，此次招商攻坚行动将坚

持大员上阵，采取“一个四大家领导、一
个科局或地方负责人、一个专班”（1+
1+1）模式，全力推进招商工作；坚持政
策支撑，根据招引项目实际情况，分类
施策、统筹谋划；坚持精准招商，帮助企
业延伸完善产业链，开展多领域合作招
商；坚持积极稳妥，推行专业化、精细化

招商，做到既出成绩又保稳定。
会议指出，松滋市要始终保持燃

烧、沸腾、奔跑的姿态，以昂扬的斗志、
扎实的举措，聚焦工业、文旅、农业、市
场、养老服务、医疗卫生等项目，更大力
度放开市场、更大力度以商招商、更大
力度招大引强，支持现有企业技改扩
规、兼并重组、融资改造，不断延长产业
链，焕发新活力。

锚定八大产业链 补链延链强链

松滋开展“以商招商”攻坚行动
招商阵地战

本报讯（记者王子瑶 万杨 通讯员
张克功 彭传波）郢匠筑梦新时代，强技
赋能新荆州。4月 7日上午，湖北省第
三届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荆州市第一
届“郢匠杯”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式在荆
州体育中心举行。省人社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刘鸿致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刘辉文宣布大赛开幕。

刘鸿指出，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省民间工艺
技能大赛作为“湖北工匠杯”省级一类
重点赛事，连续 3届在荆州举办，既充

分展现了荆楚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也为荆州市打造江汉平原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活动由省人社厅、市政府
主办，市人社局、市总工会承办。活
动以“双赛合一”“赛展一体”的形式，
将省赛、市赛和荆州市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成果展示相结合，共设有 8 个民
间工艺项目及 7 类 16 个现代产业项
目，参赛选手们将开展为期两天的

“技能大比拼”，尽情展示竞技风采，
弘扬工匠精神。

郢匠筑梦新时代 强技赋能新荆州
湖北省第三届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荆州市第一届

“郢匠杯”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孙晓旭 通讯员李新
星）4月7日，第四届荆楚美食节开幕式
在荆州南国温德姆酒店举行，省商务厅
二级巡视员葛翔出席活动并致辞，副市
长李敢出席活动并宣布第四届荆楚美
食节开幕。

开幕式上，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金
勇为“楚菜地标美食城市”授牌，授予荆
州“楚菜地标美食城市”称号；“宜荆荆
恩城市圈”的行业代表发表联合宣言，
共同推进楚菜研发创新和宣传推介；现
场还发布了荆州市文明餐饮倡议及楚
味荆州文创产品。

葛翔表示，楚菜振兴方兴未艾，楚
菜发展大有可为，省商务厅将大力支持
荆州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目标，围绕楚菜振兴，实施楚菜品牌
工程，着力发掘楚菜精品、培养楚菜人
才、创新楚菜技艺、凸显楚菜特色，共同
努力把楚菜品牌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葛翔指出，希望荆州市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扩大行业影响，振兴楚菜品牌；
加速行业推进，支持楚菜创新；培育特
色楚菜，打造全产业链模式；倡导绿色
消费，让消费者吃出健康；扩大市场份
额，壮大楚菜餐饮龙头企业。

第四届荆楚美食节开幕

本报讯（通讯员陈聪）4 月 7日上
午，市政协副主席万江平率部分民革界
别市政协委员到荆州区西城街道安澜
门社区调研创文工作。

万江平实地查看安澜门社区重点
点位外立面改造、飞线整治、消防设施配
套、“牛皮癣”清理等情况，听取社区文明
创建工作情况介绍，就如何调动群众参
与积极性、探索一线协商与基层治理有
机结合、提升文明创建质量和创建水平

进行现场协商，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万江平表示，文明城市创建是一场

“持久战”，是荆州建设宜居、韧性、智慧
城市的重要路径，这次调研将“一线协
商·共同缔造”与文明城市创建有机结
合，希望政协委员在履职实践中，认真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服务群众需
求，多办利民实事，以实际行动为荆州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共同缔造美好生活
环境贡献委员力量。

万江平在荆州区安澜门社区调研创文工作时要求

服务群众需求 多办利民实事

本报讯（记者周军 通讯员耿波）4
月 7日，2023年农业科技“五五”工程

“科技闹春耕”活动（荆州）暨中国农科
院水稻产业专家团荆州工作站推进会
在公安县举行。中国农科院水稻产业
专家团秘书长罗炬，省农业科学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游艾青参加活动。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和广大农业科技人员要积极开展“科技
闹春耕”活动，坚决扛起“科技兴农”责
任和担当，切实加强与部、省科研院所
和农业高校的对接，大力推进种业创新

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全市粮食生产
和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有
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活动中，省农科院、荆州农科院共
同向公安县黄山头镇、公安县宏莲种植
专业合作社捐赠价值 5万元的生产资
料和200册科技书籍，荆州农业科学院
与公安县宏莲种植专业合作社签署深
度科技合作协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相关岗位专家以及相关试验站
的专家团队，现场为当地村民开展技术
培训，提供科技咨询服务。

推进农业科技现代化
全省“科技闹春耕”（荆州）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赵叶秋 通讯员唐熊
焰）近日，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张磊带队督导调研我市普通国
省道养护提质攻坚工作。

调研组赴松滋市和公安县，实地查
看了解部分道路、桥梁养护、施工等现
场，公路应急保障基地等标准化站场建
设、规划情况。

座谈会上，张磊对荆州市普通国
省道养护提质攻坚工作开展情况予以
充分肯定。他要求，全市公路系统要
顺应改革，积极主动适应和把握机构
改革要求，按照聚焦主业、重视管养、

整合资源、理顺关系的原则，找准定
位、抓实事权，助力公路事业高质量发
展。要坚定信心，聚焦养护提质攻坚
行动，善于外部借力、形成上下合力，
统筹好资源的优先聚集问题。要科技
兴路，认真组织研究、推广应用公路

“四新”技术，牢固树立全寿命周期、长
寿命公路理念，高品质建设美丽公
路。要狠抓安全，在“三年消危”基础
上，加快推进项目规范验收评估，建立
桥梁管养长效机制，推动公路安全监
管智慧化、信息化，织密筑牢公路安全
生产、应急责任网和保障网。

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调研组到荆州

督导调研国省道养护提质攻坚工作

最美人间四月天，不负荆楚万千
才。春暖花开，荆州迎来一场“火爆”的
综合性技能人才盛会，4月7日至8日，
湖北省第三届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荆
州市第一届“郢匠杯”职业技能大赛在荆
州体育中心举行。820名参赛选手同台
竞技，吸引不少市民现场观摩，营造出

“技兴荆楚、能创未来”的浓厚氛围。
此次大赛是首届楚文化节系列活

动之一，在此期间同步举行荆州市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示活动，打造出集

“比赛、展示、体验、观摩”为一体的技能
交流平台。

匠心传承：
“50后”与“00后”同台竞技

71岁的根雕选手王习师，与18岁
的少年郎同台竞技；老师和学生一起切
磋技艺……赛场上，来自全省 17个地
市州、林区的 222 名选手，在漆艺、刺
绣、烙画、泥塑草竹编等8个赛项中，进
行“从脑尖创意到指尖轻舞的角逐”。

湖北省第三届民间工艺技能大赛
为省级一类大赛，以“匠心传承、楚艺复
兴”为主题，选手通过作品展示、现场制
作、作品创作概述三个环节，决出金、
银、铜奖及优胜奖。

为推动技艺传承创新，不少大师
也加入参赛队伍，发挥出示范带动作
用。襄阳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的王道
隧从事柳编行业 40余年，此次报名参
赛，与全省能人“比武”。长江艺术工
程职业学院教师王舒也参加了漆艺组
比赛。“通过此次大赛，吸引更多年轻
人的目光，让传统技艺后继有人。”王
舒说。

省第三届民间工艺技能大赛组委
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副裁判长范国忠
说，大赛既保留了漆艺、烙画等湖北民
间工艺优势项目，又新增了木雕、草竹
编等新兴产业项目，推动民间工艺实现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指尖技
艺”转化为“指尖经济”。

强技赋能：
“行家里手”亮出十八般武艺

从电脑编程操作工业机器人的高

端大气，到手持瓦刀进行瓷砖贴面的
接地气；从美容师比精巧，到快递员拼
速度；从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农用）的
智能化，到男女花艺师巧手插花的创
意美……荆州市第一届“郢匠杯”职业
技能大赛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主动
求变，创新引变。

为加快推进“技兴荆楚”工程落地
见效，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
领作用，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荆
州市举办了第一届“郢匠杯”职业技能
大赛。活动主题为“郢匠逐梦新时代、
强技赋能新荆州”，围绕我市“4611”现
代产业体系，对标世界技能大赛、全国
技能大赛竞赛模块、评分标准和技能要
求，设置竞赛项目 7类 16个，共有 598
余名选手参与角逐。

来自荆州技师学院汽修班学生平
厚宇说，汽修技术比赛竞争非常激烈，
选手们很厉害，我们从中学到不少技
巧，不虚此行！

成果展示：
延续和传承工匠精神
郢匠挥斤，荆楚振兴。荆州市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示推出“6大板块、
5种形式、9个展区”。“6大板块”即政策
引领板块、评价体系建设、竞赛成果展
示、企业院校发展成果、技能精英风采、
展望未来之路；“5种形式”即采用图片、
文字、视频、作品及现场技能展演等方式
进行展示；“9个展区”即全市8个县市区
和市直技工院校、企业参展。

“现场品尝公安秋刀鱼，又香又
酥，人间美味！”“石首鸡蛋入口即化，
非常鲜嫩。”“洪湖莲汁，又糯又甜，味
道纯正。”……在成果展示区，人们依
次品鉴和欣赏特色产品，对荆州味道
赞不绝口。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学生李中
悦最中意公安锅盔。得知“公安锅盔
制作技艺”2019年被公安县政府批准
为公安县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项目名录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小小的
锅块被公安人做到极致，形成了独特
的竞争力。

一批又一批观众前往观看这场技
能盛宴，在心手相传间，在欣赏品味
中，工匠精神正在深入人心，正在延续
和传承……

“工匠精神”闪耀荆州
——湖北省第三届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荆州市第一届“郢匠杯”职业

技能大赛侧记
□ 记者 王子瑶 万杨 通讯员 张克功 彭传波

一江碧波银鳞跃 两岸鹿鸣鸟翩跹
（上接第1版）
曾经，荆江岸畔污水排放、码头

林 立、沙 尘 漫 天 ，轮 船 垃 圾 肆 意 排
江 ，渔 船 肆 意 捕 捞 ，过 度 的“ 开 发 ”

“索取”让长江母亲河生态系统警钟
嘶鸣。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荆
州“破旧立新”，直击“长江大保护”难
题重点，“加”绿色发展思想，“乘”齐抓
共管系统治理，“减”“除”一切与生态
环境相违背的人类活动，全面打响长
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提前半年
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禁捕，启动实施长
江荆江段及洪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誓让母亲河
永葆生机活力。

厚植绿色发展理念，荆州拆除长
江干线码头 340处，复绿 267 处，腾退
岸线 55公里，“关改搬转”沿江化工企
业70家，溯源整治1824个长江入河排
污口，104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全面投入
运行，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犯罪行为，实
现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的历史

性转变。

“进”与“退”间
让出和谐共生“好风景”
3月底，洪湖市长江荆江段岸线，施

工人员抢抓时间种植防浪树木进行生
态修复，一棵棵新植的中山杉、重阳木
迎风而立。

这是长江荆州段及洪湖流域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
目施工现场之一。作为我市历年来争
取金额最大的单体项目，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项目总投资 72.15 亿元，覆盖 8
个县市区，计划3年时间打造长江生态
保护与修复主轴及洪湖生态保育区、
长湖生态保育区、江汉平原生态修复
与绿色转型示范区、洞庭湖流域（湖
北）生态功能提升区等“一轴四区多
点”的修复格局。

不遗余力保护、修复长江生态，催
生荆江两岸好风景。

芳菲四月，荆江两岸游人如织，曾
经的“化工围江”“砂石码头”“污水横
流”，如今碧波荡漾、草长莺飞、芦苇摇

曳、鸟飞鱼跃，从“疮疤”变成“氧吧”，成
为人们热衷“打卡”的荆江风情带。游
览荆州，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不时可
见江豚逐浪戏水，麋鹿奔腾；百里洪湖
莲叶田田，“鹤汀凫渚、雁阵排空”盛景
再现。

野生动物是生态环境的风向标。2
月 17日，荆州市湿地保护与修复新闻
发布会通报，全市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
的 27.68％，湿地植物 1077 种、野生动
物 385种，6年来野生鸟类从 289种增
至 335种，麋鹿从 64头发展到 2500头
左右，湿地生态全面向好，生物多样性
日益丰富。

“舍”与“得”间
端稳饭碗吃上“生态饭”
荆州区李埠镇龙洲村，68岁的黄远

秀正在蔬菜基地浇水，一垄垄嫩绿的蔬
菜长势喜人。3年前，长江全域禁捕，儿
子陈中银承包 70亩地种植蔬菜，在江
上漂泊半生的黄远秀也“洗脚上岸”，开
始了退休养老的生活。

“捕鱼看天吃饭，卖菜收入更稳

定。上岸转业，这条路走对了。”陈中银
经营的银柱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已吸
纳18名上岸渔民安稳就业。

保护母亲河，促进生态修复，一代
渔 民 告 别“ 江 湖 ”，转 产 就 业 迎“ 新
生”。截至目前，荆州建档立卡退捕渔
民7749人，已全部转产就业，自食其力
端稳“饭碗”。

长湖湖畔，护渔员尤兴权一手拿
着相机，一手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
鸟儿。5 年前，在长湖捕鱼 30 年的尤
兴权响应禁渔退捕号召，交船上岸，
干起了小龙虾养殖，还积极申请担任
护渔员。

围网密集、餐馆繁多，曾让长湖水
质一度降至劣V类。如今，长湖可目测
1米多深，水鸟翔集，连白天鹅都结伴而
来。上岸5年，尤兴权感叹：“生态好，生
意才会好，‘饭碗’才端得稳。”

“‘生态饭’才是‘长久饭’。”每周，
松滋市陈店镇石桥村村主任张俊都要
带着喇叭、柴刀，穿梭在林木间监测、排
除森林火险隐患，履行“林长”职责：“管
好了有奖励，管不好要问责。”

像张俊一样，荆州共有“林长”3825
人，已累计开展巡林87401人次。林有
人管、树有人护，全市林业产业发展迅

速，林下经济从业人员达10万人，林下
经济效益突破 14.34 亿元，从“绿水青
山”中掘出“金山银山”。

（上接第1版）
2000多年的古城故事，唱不完也

演不完。荆州是楚文化发祥地、三国文
化荟萃地、红色文化富集地、长江文化
展示地。20位楚王定都荆州 411年，
成就了楚国跻身“春秋五霸”“战国七
雄”的历史功业，创造了内与黄河流域
中原文化相辉映、外与同时期古希腊雅
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

近年来，荆州坚定文化自信，深挖
文化“富矿”，打造了一批具有荆州特色
的文旅品牌和文化名片——

每逢节假日，千架无人机在方特震
撼起航，以夜幕为背景，通过不同造型
图案，书写着表白荆州的“情书”；

荆州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区打造的
“荆州古城国风艺术节”品牌，集美食集
市、武术秀场、国韵大秀、国乐盛典、古
风汉舞于一体，激发古城新活力；

楚王车马阵景区推出“小小考古
家”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荆楚文化
魅力……首届楚文化节、园博园新春灯
会、“油菜花赋”全域旅游系列活动等一
批文旅活动成为独特的城市标签，不断
擦亮“游荆州古城，品荆风楚韵”城市名
片，文化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
增强。

加快文旅融合 推进全域旅游
神秘诡谲的楚巫、娇美婀娜的楚

舞、气势恢宏的楚乐……在荆州方特
《楚乐》演出厅里，观众随着悠远的编钟
声，仿佛穿越了千年，回到楚国盛世。

如何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近年来，
荆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用大

项目、好项目书写荆州文化旅游发展新
篇章。

去年以来，荆街、楚王车马阵出土
文物陈列馆、洈水运动休闲小镇、沙市
洋码头沙市记忆文化展示馆、江汉明
珠工业成就展示馆等新景区景点陆续
开园迎客。老牌景区趁势拔节生长，
荆州园博园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洪湖湿地生态旅游区通过4A级
景区验收、松滋市卸甲坪旅游区通过
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评审；松
滋九号宇宙航天探索中心、洪湖瞿家
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荆州区龙
隐湖旅游景区、公安县黄山头生态旅
游区成功创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项目建设为旅游发展开拓了新空间，
提升了荆州旅游格局。2022年，荆州
全年接待游客 5800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380亿元。

未来，荆州还将实施一批重点文旅
项目，开发一批精品旅游产品，培育文旅
产业发展新动能。发展夜间经济，丰富

“夜游”“夜购”“夜宴”“夜演”等产品，支
持做优纪南文旅区、沙市洋码头、荆街、
松滋市松美滋美食城、洈水运动休闲小
镇等夜经济集聚区。同时，实施重大文
旅项目带动战略，推动楚肆水街、洈水运
动休闲小镇等项目投产运营，加快方特
二期、古城小样板等项目建设步伐，努力
把荆州打造成为全国知名文化生态旅
游目的地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坚持以文塑旅 实现以旅彰文
荆州历史文化灿烂，遗产荟萃，有

不可移动文物4077处、文物藏品20余

万件（套），文物总量和等级居全国第一
方阵。如何让文物“开口说话”，让非遗
文化“老字号”焕发新活力？荆州一直
在努力。

锹衣、龙凤虎纹绣罗禅衣、一凤二
龙相蟠纹绣……当荆州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化身成丝巾、手提包、扇子之后，
吸引不少游客“追捧”。荆州博物馆作
为荆楚文化最直接、全面的宣传展示
地，其丰富的馆藏文物资源为文创产业
开发设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
感。目前，荆州博物馆文创商店有漆木
器、真丝织品、青铜器、楚绣、瓷器、楠木
挂件配饰、小工艺品、文具、书籍、饮料
副食等9个系列，自主开发文创商品40
余种。

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
展，众多非遗项目融入文旅各环节，大

力推进文创开发，让文化遗产“活”起
来，彰显荆州城市魅力。为继续讲好
荆州故事，推进荆楚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市文旅局将积极推进荆
楚文化保护传承示范区创建工作，通
过荆楚大遗址联合申遗、荆州城墙联
合申遗、荆州关圣史迹联合申遗、筹建
荆楚文化研究院、举办楚文化节、策划
光耀“轴心时代”主题大型实景剧、推
进平头冢抢救性发掘工作、荆州古城
疏散和创建5A级旅游景区工作、建设
国家长江文化公园荆州样板段等“十
大任务”，强化荆楚文化的标志符号、
品牌符号和空间符号，将荆州打造成
为荆楚文化权威阐释地、活动聚集地、
场景再现地、文旅目的地，推动荆州历
史文化优势“金名片”向经济社会发展

“金钥匙”转变。

文旅融合新发展 古城激发新活力

无人机俯瞰荆州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区东门宾阳楼景区，景色宜人，蓝天白云美
如画卷。 （张梦瑶 摄）

洪湖湿地生态日益优良。（本报签约摄影师 孙昌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