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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9日，沙市区立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陈爱婷做客《行风热线》直播间，围绕基层治理、民生实事项
目办理等情况，与市民朋友在线交流。

向新发展 投身荆州新城建设主战场
作为荆州新城建设的主战场之一，2024年，立新街道围

绕打造“创新引领、宜居宜业”的“四新”经济示范街区目标，
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党的建设方面，立新街道实施党建强基提质工程，规
范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四题”（群众命题、干部领题、下沉解
题、共同破题）工作法为关键，有序推进共同缔造活动试点扩
面，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38件。

在镇域经济发展方面，立新街道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38
亿元；完成工业产值3.35亿元，同比增长5.16%；完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34.42亿元，同比增长8.3%；新增“四上”企业
10家、限上商贸业5家、规上服务业2家，上报新增资质等级
建筑业2家；新增入库项目5个，项目总投资6.4亿元。

在基层治理方面，立新街道积极探索住宅小区业委会管
理模式，推动“生人社会”回归“熟人社会”，协助处理物业纠
纷线索86件，持续擦亮诚园美好小区示范点品牌，建成保利
堂悦、华公馆等2个小区红色驿站，新加坡城小区新一届业
委会让老小区焕发新活力。积极开展“清渠洁岸·共同缔造”
活动，自筹23万元资金用于清淤、打捞漂浮物和渠岸日常维
护等工作。发动群众1000余人次，清理各类垃圾废物105
吨。同心村六组、七组微动力污水处理项目已正式启动运
转，蔬菜沟已启动污水提排站项目。

12件民生实事 提升群众“幸福成色”
陈爱婷说，民生实事项目是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着眼于

增进民生福祉、做好基层服务的一种工作方法，坚持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采用“居民点单、政府配菜”模式，将关注度高、受益面广、
贴近居民的问题形成小项目，快速响应、快速解决，推动将更多
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社区，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结合实际情况，近年来，立新街道不断探索，全力为辖区
各类群众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服务。2023年，立新街道首
次尝试通过人大议政会，从8个民生实事候选项目中票决出
街道层面的南机宿舍多功能活动广场建设、老旧石桥修缮、
增设张沟悦府便民游乐设施等6个民生实事项目，共计投入
资金百余万元。今年初，立新街道又票决出了包含为行动困
难的独居老人安装烟感报警器、东岳小区开办养老食堂、红
门路学校安装隔离护栏等6个街道层面的助老、助餐、护幼、
便民等民生实事项目。6个项目立项金额约60万元，目前基
本完成。项目获得居民群众一致好评。

编辑观点：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民力，民生关系发展。立新街道

以解决居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为突破口，扎实
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建设，通过发展惠民生、以民生促发展，使发
展成果惠及辖区更多居民群众。

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更
多基层党组织持续提升党建引领
力、组织凝聚力，进一步聚焦居民
群众所需所盼，强化精细管理，提
升服务质效，用心用情做好基层
治理工作，让居民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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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 州 依 水 而 建 ，因 水
而 兴 。

为守护好长江母亲河，
近年来，荆州法院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全力服务保障长
江经济绿色发展、长江十年

“禁渔”、宜荆荆都市圈发展，
2021 年以来审结环境资源案
件 740 件，以“法院之为 ”不
断刷新“荆江之美”。

本报讯（记者佘海艳 通讯员杜
天）2024年秋季开学在即，为进一步
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全面清除校
车交通安全隐患，荆州交警开展校车
安全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及
时督促整改，确保校车安全运行。

8月 27日上午，荆州交警走进中
心城区的沙市区小红帽幼儿园、沙市
区国花幼儿园等学校开展校车安全检
查。民警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
《机动车登记规定》要求，对各学校、幼
儿园的校车年检及保险有效期、驾驶

员资质等进行查验，并重点针对校车
安全逃生门、倒车辅助装置、监控探头
等进行检查，一一做好记录。

在各县市区，交警与校车办联合
开展校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教育培
训，并组织警力对辖区各中小学校

周边道路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要求
校方负责人及车辆驾驶人严把车辆
安全关，定期对车辆运行状态、安全
技术性能进行检查，确保校车始终保
持良好运行状态，全力筑牢学生“平
安路”。

荆州交警：

拧紧校车“安全阀”守护学生“平安路”

本报讯（记者王大玲 王章青 通
讯员刘玉珠）新学年即将开启，为营造
安全、有序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荆州
经开区多部门、各学校（幼儿园）从

“细”字着手，提前做好开学前各项准
备工作。

8 月 27 日上午，在经开区第一
小学，教师们对校园进行全面大扫

除，营造整洁、舒适、安全的校园环
境，迎接学生到来。暑假期间，该校
组织教师开展业务培训，按照新学期
工作要求，制订教学计划，做好教学
准备。

在联合街道中心幼儿园东风雅苑
园区，老师们提前对门厅、走廊、教室
等进行环境创设。

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共服务局深
入全区学校（幼儿园），排查整治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保障师生用餐安全。
区公安分局对校园安全防范工作开展
检查，组织应急处突演练，提升校园安
防能力。

荆州经开区公共服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全力优化教育资源配

置，提升教育教学水平，3 年来，经
开区新建联合街道中心幼儿园、西
湖街道中心幼儿园等 6 所公办幼儿
园，经开区第一小学、经开区第一中
学等 3所学校，有效满足辖区企业群
众子女入学需求，全力推进教联体
建设，加快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
配置。

荆州经开区：

部门学校抓细处 全力护航新学期

近日，市长江河道管理局直属分局联合市公园管理
处、沙市区城管执法局在沿江大道开展防溺水宣传。

（记者 梅闻 肖琦 通讯员 张宏娥 摄）

日前，在长江石首市九曲湾段，海事执法人员利用无人机对水域游泳人员进行空中
巡航监控，通过强化科技赋能，开展防溺水宣传，提高群众防溺水安全意识。

（通讯员 黄国舜 记者 潘路 摄）

严防溺水
筑牢防线

严惩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犯罪
8 月 15日是全国生态日，在洪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公开宣判。瞿某某等4人在禁
渔区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使用禁用
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 170公斤，被渔
政巡逻人员当场查获。4人的行为涉
嫌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监利法院与监利检察院联合发
布荆州市首份司法保护令，围绕洪湖
生态系统保护提出 4条禁令，以司法
手段进一步保护洪湖生态环境和自然
资源。

这是荆州法院严惩破坏长江生态
环境犯罪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荆州
法院依法严厉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
罪，审结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348 件。
严厉打击长江非法捕捞行为，审结非
法捕捞刑事案件185件。依法惩处长
江非法采砂行为，审结湖北境内首起
长江非法采砂命案张某某涉黑案、长
江流域特大非法采砂系列案件郑某某
涉黑案等重要案件，有力打击黑恶势
力对长江流域破坏性开采。树立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依法审理非法
狩猎案件12件。

荆州法院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主线，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民事
案件 335件，妥善审理环境资源合同
纠纷案件 261件，公平维护各方主体
权益。强化生态公共利益保护，审结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和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案件64件。审结各类环境资源
行政案件57件，促进行政机关积极履
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支持检察机关
依法开展涉长江环境公益诉讼，公安
法院审理的湿地保护案入选全国首批
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恢复性司法理念促生态修复
为增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实效

性和针对性，荆州法院探索环境资源
案件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模
式，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13个。

常态化开展环境资源审判调研，
深化湘鄂赣三省法院长江中游城市群
审判工作协作机制，加强环境资源司
法理论研究，积极参与长江大保护司
法论坛，推动成果转化运用，1个案件
入选第七届“中国十大公益诉讼”，1篇
文书荣获全国特等奖，4个案件入选全
省、全国典型案例，1篇调研报告获评
全省法院司法研究优秀课题。

在松滋洈水建成全省法院首个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先后在石首、洪
湖等地设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13
个、长江保护增殖放流基地3个，全面构
建“生态环境保护法庭+司法保护基
地”工作格局。争取省高院支持，整合
三级法院力量，石首市法院联合省高
院、荆州中院在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设立司法修复基地，为“湿地精
灵”撑起强有力的“司法保护伞”。积
极探索“法院+”保护模式，入选湖北
法院贯彻长江大保护十大典型案事

例。经多方努力，麋鹿从64只增加到
3800余只，是全球最具规模与活力的
野生麋鹿种群。

“谁破坏、谁修复。”荆州法院落实
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创新恢
复性司法实践举措，沙市区法院审结
的全省首批、全市首例由行政机关提
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创新

“现金赔偿+劳务代偿”方式，助力生态
环境修复。石首法院推出全省首个生
态损害赔偿金管理办法，促进生态修
复落地落实，入选全省法院“微创新”
精品案例。

既严厉打击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犯
罪，又注重让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
有效的修复与补偿，2019年以来，荆州
法院增殖放流鱼苗1367万尾，补植复
绿 207亩，判决当事人承担生态补偿
金2000余万元，实现生态环境全方位
司法保护。

共筑长江流域保护强大合力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是一个完整的

生态系统，如何做好“流域”文章，荆州
法院探索前行的脚步从未停歇。

荆州法院深化府院联动，建立与
当地河、湖、港、库管理部门沟通联系
机制，共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荆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生态环境局、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开展第三方环保
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整治行
动，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
司法保障。深入参与“清渠洁岸·共同

缔造”活动，派驻工作组开展环境问题
整治，助力水清河畅、景绿岸美。

为推动跨域合作一体化，荆州法
院坚持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联
动，深度融入宜荆荆都市圈发展、环洞
庭湖司法协作体系，与四川宜宾、江西
九江、江苏南京等 8省 12家中基层法
院共同签署《九江绿色协议》，织密保
护和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法治
防线。

荆州区法院、沙市区法院联合潜江
法院、沙洋法院共同签署《长湖生态环
境保护司法协助框架协议》，以“法律之
盾”合力守护长湖之美。公安法院联合
湖南澧县法院、安乡法院建立环洞庭湖
流域（西北片）环境资源审判协作办法，
推动洞庭湖流域跨区域保护。

荆州法院把强化民众生态文明意
识摆在突出位置，先后开展“世界环境
日”“全国生态日”等专题普法宣传活动
45场次。选取群众关注度高、影响较
大、有代表性的环境资源类案件，开展
巡回审判10余次，让鲜活案例成为群
众共享的“法治公开课”。发布环境资
源审判白皮书2份、典型案例13个，全
方位促进环境执法水平提升。联合省
法院开展人大代表跨区域视察活动，以
代表“好声音”汇聚法院发展“新动能”。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全市两级法院将牢牢把握“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导向，不断
推进全流域综合治理，为保障长江安
澜、绿色发展贡献司法力量。

盛夏时节，石首市天鹅洲长江故道湿地绿意盎
然，成百上千只麋鹿正栖息觅食、跳跃嬉戏。

早在2021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荆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石首市人民法院共同在石首麋鹿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司法修复基地，为湿地精灵撑起
强有力的“司法保护伞”。目前，麋鹿从最初的64
只增加到3800余只，种群从1个发展到5个，是全
球最具规模与活力的野生麋鹿种群。

随着麋鹿种群的发展壮大，石首麋鹿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原有保护区域不足以承载现有麋鹿种
群，经省政府批准，计划对保护区缓冲区的 8000
亩土地进行流转，将麋鹿分流至缓冲区内放养。

“法官，我前期改造农田投入近7万元，这次损
失不小啊！”看到法官后，村民田某忧心忡忡地说。
法官了解到，田某承包土地开展种养殖，现在租期
未满，村委会要将地收回。双方多次协商，始终未
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达成一致。

“麋鹿进入缓冲区放养在即，就剩田某那块
地还没交付了！”村委会也很着急。“只按原承包
费补偿田某肯定不合理，建议适当提高标准减
少村民损失。”法官组织双方调解，田某与村委会
各退一步，达成补偿协议。麋鹿顺利进入缓冲区
放养。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地2.3万亩，周
边人口稠密，不可避免会出现人与麋鹿争地、争水
问题。石首法院努力平衡麋鹿保护和群众权益，在
保障“人退鹿进”的同时，守护“人鹿两安”。

“树再不砍，麋鹿就要挨饿了！”石首市麋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心急如焚。原来，保护
区成立之初，有一处面积约 2800 亩的意杨经济
林。因麋鹿活动空间受限，保护区需在这里开展湿
地修复工作，但该林地因涉诉被异地法院查封无法
腾退，导致相关修复项目难以推进。

一边是麋鹿的栖息需要，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如何才能二者兼顾？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司法修复基地设立后，在省法院和荆州中院积
极协调指导下，石首法院配合保护区与案件承办法
院沟通，将该案成功调处，意杨经济林全部砍伐，所
在土地得以平整，保护区及时开展湿地修复工作，
麋鹿种群生栖范围进一步扩大。

为给麋鹿提供更严密的司法保护，石首法院在
全省率先建立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使
用机制，与石首检察院、保护区搭建联动保护机制，
与湖南省华容法院建立麋鹿跨省协作保护及时响
应机制，凝聚保护麋鹿的合力，为湿地保护和麋鹿
繁衍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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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洋码头文创园，长江沿岸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记者 张梦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