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江陵城区内荆河畔的仙鹤楼生态公园全面开放，不仅成为江陵的新景点新地标，更成了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该公
园总占地 51835.3平方米，是集生态保护、休闲娱乐、社会交往于一体的城市生态公园，同时拓展了仙鹤楼片区的景观，将仙鹤楼、
内荆河沿岸景观融成整体。近年来，江陵县大力推进绿道、公园、小游园、微绿地等多级城市生态体系，龙渊湖公园、西湖公园、口
袋公园等一个个绿意盎然的公园，让群众幸福感不断攀升。 （记者 张梦瑶 通讯员 李玲 沈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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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区多措并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村美民富产业兴 宜居宜业幸福浓

本报讯（记者周蓉 陈丹 通讯员
湛畅 周辉）秋日暖阳下，行走在沙市的
广袤乡村，一幅幅田园图景映入眼帘：
富民产业兴旺发达，美丽乡村串点成
线，一张张笑脸幸福洋溢……近年来，
沙市区以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为突破口，依托沙市
农村近郊靠城、依江傍湖优势，绘就了
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深耕沃土，乡村产业兴起来。沙
市区以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为重
点，建设金色童年小镇·科创园，着力
打造婴童装“最新引擎”和“最强大
脑”；立足优势发展壮大婴童装产业，
全区婴童装企业达 555 家，年产婴童
装 1.8亿件，产值过 60亿元；高标准打
造沙东空港新城，着力打造华中高端
休闲食品产业基地；培育预制菜、冷链

仓储等产业，农产品加工产业产值突
破 100 亿元；大力实施龙头企业培育
工程，全力扶持小胡鸭上市融资，支持
红叶针织打造华中地区婴童装企业龙
头，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
业领军企业。

环境整治，乡村颜值高起来。沙
市区先后投入 6500余万元衔接资金，
建设 100 余公里产业路，改建和维修
泵站、剅闸、危桥40余处，农村危房动
态清零，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保障，村村
通客车、通快递全面实现，观音垱镇获
评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深入
开展房前屋后整治、道路沟渠清理、拆
违治乱等重点工作，发动农民群众投
工投劳 18515 余人次，整治“三堆”
7349 处，“两垛”4916 处；清理农村生
活垃圾11404.6吨，清理畜禽养殖粪污

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220 吨；清淤治理
池 塘 316 口 ，清 理 村 内 沟 渠 数 量
1199.5 公里，沟渠流域初步实现“水
清、岸绿、景美”；重拳出击清“八乱”，
清除村庄乱搭乱建、违章广告和破损、
污损宣传标牌 463 处；积极学习借鉴
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持续实施村庄高颜值绿化、美化、亮化
工程，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达标运
行，环卫市场化作业和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实现城乡全覆盖。

党建统领，乡村治理顺起来。沙
市区坚持建强红色堡垒，培育“红色
头雁”，配强帮扶队伍，13支驻村工作
队、68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
根农村。创新开展“村社互联、城乡
共建”活动，42个村党组织与 49个城
市社区、5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32家
两新党组织“结对子”，精心打造“说
事厅”“说事吧”“说事口”三级议事协
商平台，用好“村民议事”机制，“板凳

会”“屋场会”常态开展。把“幸福”留
给群众，创新打造长湖村等 10个共同
缔造试点小区（湾组），天星观村机耕
道建设奏响“五部曲”成为特色样板，
枪杆村、坮林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

文明为“钥”，幸福生活乐起来。乡
村振兴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沙市区

“村晚”“村BA”“村超”等乡村文化体育
活动的火热，证明广大农民不仅日子越
过越红火，而且在致富路上建立起了文
化自信，展现出新时代农民、新时代乡
村文化的风采。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
便利，沙市区邮快合作快递进村模式，
打通了消费品下乡进村“最后一公里”，
满足广大农民寄递服务需求的同时，进
一步推动农产品上行。

如今，沙市区正阔步走在新时代乡
村振兴之路上，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

“美好图景”正徐徐展开。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讯（见习记者周安一）为让更
多创业者享受到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江
陵县人社局持续优化贷款流程，精简申
报资料，压缩办理时限，推动全县“创业
一件事”高效实施。截至10月底，该县
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3983万元。

资市镇雷先生打算在村里进行水
产养殖，缺少启动资金，县人社局3天就
帮他把创业担保贷款办了下来。他为

人社部门的高效服务点赞。
为方便申请人就近高效办理创业

担保贷款，县人社局落实政务下沉，在
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开设窗口受理创
业担保贷款，增加创业担保贷款受理
点，办事群众可就近前往距离最近的
窗口申请。

在优化政策办理流程方面，县人社
局与乡镇便民服务中心通力合作，压缩

受理时限，限期3个工作日内办结借款
人资质审核，个人申请贷款最快可1个
工作日完成，最大限度实现随申随审，
并督促经办银行和担保公司对完成资
质审核的申请对象快速办理贷款发放
及担保工作，定期反馈放款名单，充分
发挥创业担保贷款稳就业、促创业的带
动效应，注入创业动能，激发创业热情。

为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政策知晓

度，江陵县通过“春风行动”、夜市招聘
等活动，提高经办人员政策理解力。
线上，还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新
媒体打响政策知名度。下一步，该县
人社局将继续提供标准化、精细化、人
性化的创业指导服务，确保每一笔创
业担保贷款都能进入到创业者的账户
里，扶持创业、带动就业，助力县域民
生福祉的持续提升。

力促创业担保贷款随申随审
江陵县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3983万元

本报讯（记者王大玲 通讯员秦
天）近日，荆州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组
织开展作风纪律暨服务礼仪培训活
动，努力打造服务质量高、精神面貌
优、企业群众评价好的政务服务品牌。

培训中，授课老师详细讲解服务
礼仪的重要性，通过案例分析、亲身示
范等方式，从职业形象、接待礼仪、文
明用语、服务禁忌等方面进行深入浅
出的讲解和演示，帮助窗口工作人员

深刻认识“学礼、知礼、讲礼、守礼”的
重要性。

为确保学习取得实质性成效，现
场还模拟演练，授课老师逐一点评，有
针对地提出提升礼仪的注意事项。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在轻松活
泼的课堂氛围中，我们收获满满。”参训
的窗口工作人员表示，今后一定将服务
的理念深深植入心中，以全新的精神面
貌和规范标准地服务接待企业群众。

提升服务“软实力”
荆州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开展服务礼仪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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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洪湖市把发展莲藕产业作为促进

农业产业兴旺、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绿
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在龙头企业和莲
产业联合体的带动下，建立“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基地+
农户”的契约型、分红型、股权型合作模
式，实行保底价收购，带动农户亩均增
收3000—5000元。

从一根藕到50多种产品
精深加工让莲藕变成“金疙瘩”

在洪湖市万全镇，湖北华贵食品有
限公司的加工生产车间一片繁忙景
象。一袋袋泡藕带、一罐罐野莲汁在流
水线上完成打包，运往全国各地。

“洪湖莲藕产业一步步走到今天，
离不开科技创新。”洪湖市农业农村局
总经济师左丹介绍。

地处江汉平原的洪湖市，水资源丰
富，塘泥富含有机质，孕育出口味鲜美
的洪湖莲藕。但莲藕产业也曾遇到过
瓶颈。由于产品单一且标准不统一，洪
湖莲藕知名度不高，大多就近销售，价
格最低时只有几毛钱一斤。

发展精深加工产业，提高莲藕产品
附加值刻不容缓。

2013年，经洪湖市政府穿针引线，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湖北
华贵食品有限公司与万全镇合作，手把
手教当地村民种植产量高、品质好的莲
藕，每亩藕塘产量达到1500多公斤，并
以最低每公斤5元的保护价收购，每亩
净收入5000元以上。

华贵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家
庭农场）+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模
式，牵头成立洪湖市华贵水生蔬菜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建成莲藕精深加工生产
线8条，冷库冷藏量10万吨，年加工处
理能力 20万吨，就地取材研制出洪湖
野莲汁、野藕汁、藕带等 50多个产品，
去年营业额达18亿元。

培育莲藕新品种、制定质量标准体
系、提升品牌宣传推介力度……近年
来，洪湖市联姻科研院所，锚定建设“全
国淡水产品预制菜产业基地”功能定
位，培育龙头企业，在精深加工、科技创
新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莲藕加工企业
11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5家，国家

级重点龙头企业1家、省级重点龙头企
业5家，年加工莲藕系列20吨以上，加
工产值28亿元，占全国的17.5%，占全
省的40%。

从线下到线上
“敷面膜”的莲藕身价倍增

“双十一”即将来临，专职做农产品
电商的王文娟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朋友们，这青泥就像面膜，敷上后
能更好保护莲藕的娇嫩肌肤，保质期更
长。”她捏起一块莲藕上的青泥，向直播
间1万多名观众展示。

2009年，王文娟嫁到洪湖，得知洪
湖莲藕是湖北人的“心头好”后，尝试开
网店销售自家的莲子。

万事开头难。她骑着自行车考察
了洪湖好几个以莲子闻名的村，了解莲
子的生长、采收、加工、储藏的全过程，
精挑细选出最优质的洪湖莲子卖给消
费者。

王文娟网店的生意越来越好，销售
的农产品越来越丰富，到2012年，1天
最高订单数已达到3000单。王文娟应
接不暇，来不及将莲藕仔细打包，简单冲

洗后就送上了快递车。许多顾客拿到
手的莲藕已经变质，一时间差评如潮。

王文娟向有关专家虚心求教，解决
包装难题。“原来裹上青泥，莲藕就能多
保存近一周时间。”她组建青泥巴团队，
开始推广青泥巴莲藕，并根据莲藕的生
长地块、年限、大小、品相、部位、口感等
因素，对莲藕进行打分排名分级，不同
的质量制定不同的价格。

王文娟的诚信经营，不仅留住了越来
越多的回头客，还大幅提升了洪湖莲藕的
网络知名度，也推动洪湖莲藕市场价节节
攀升，由过去每公斤2元提升到8—60元，
去年直播带货400万公斤以上。

近年来，网销已经成为洪湖莲藕销
售的主力方式。洪湖市通过搭建平台、
培育网红、创新融合、政策支持，不断强
化平台、产业、能力三个支撑，化流量为
能量，推进电子商务发展，打造洪湖“互
联网+”新模式新业态。

截至目前，该市注册登记电子商务
市场主体755家，其中与莲藕产业相关
市场主体682家，洪湖莲藕电商销售额
近8亿元。

（原载10月30日《湖北日报》）

洪湖莲藕综合产值冲刺百亿元

本报讯（记者荆文静 陈理君 通讯
员童佑文）10月 31日上午，市政府召
开全市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暨市州政府
质量工作考核调度会，对下一阶段全市
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和质量强市建设工
作作安排。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敢出席
会议。

李敢强调，抓好质量强市建设，提
升公共服务质量事关全局。各地各有
关单位要责任上肩、措施上手、工作上
心，进一步凝聚共识、明责实干，紧盯目
标强化统筹协调，在“吃透”标准、补齐
短板、提升工作质效上再下功夫，对标
找差、靶向攻坚，同题共答、聚力突破，

全力推动全市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稳居
全省第一方阵的目标，力争全市政府质
量工作在全省争先进位。

会议通报二季度省、市公共服务质
量监测情况，解读了2024年市州政府
质量考核工作方案，分析研究了各地各
部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改进措施。
市交通运输局、市卫健委、荆州区、公安
县有关负责人分别就公共服务质量提
升工作作发言。

据悉，全市公共服务质量监测工作
今年已连续两个季度居于全省第一方
阵。2023年全市政府质量工作被省质
量强省工作委员会评定为A级。

全市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暨市州政府质量工作考核调度会要求

全力推动公共服务质量
和政府质量工作“双提升”

本报讯（记者王子瑶 通讯员孙超）
为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吸引重点
高校毕业生来荆就业创业，10 月 31
日，“才聚荆楚·秋意校园”暨职引未
来——2024 年湖北省荆州市人才招
引团赴北京理工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
行。我市 17 家用工单位携逾 300 个
岗位组团亮相大学校园，与大学生开
展对接活动。

当日，在北京理工大学，我市人才
招引团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代表开展推
介座谈会、签署校地人才合作协议及授

牌议式、颁发引才大使证书，并组织开
展专场招聘会。

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办指导，市人
社局主办，市人才服务中心、各县市区
人社局和公共服务及人才服务机构承
办。 招聘涵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
能源、通讯工程等多个热门领域，吸引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等8所高校1500余名毕业生进入双选
会现场交流。参会单位收到硕士毕业
生简历 158份，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58
人，其中博士7人、硕士51人。

我市组团赴北京理工大学招聘
58名博硕人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讯（记者张明金 通讯员周凡）
为加强和改进人民陪审员工作，提升人
民陪审员参审履职能力，近日，市中级
人民法院举办为期三天的人民陪审员
培训班，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128名新
任人民陪审员参加培训。

培训期间，荆州两级法院的审判专
家、资深法官和法官助理，为陪审员们
详细讲解涵盖刑事审判、劳动争议、婚

姻家庭、侵权损害赔偿等多个审判业务
领域的重点内容。

此次培训班得到人民陪审员们的
积极响应和广泛好评。大家纷纷表示，
通过培训加深了对陪审员制度的理解
和认识，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和能力。
今后工作中，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
工作中，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荆
州审判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人民陪审员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叶子啸）近日，洪湖
市河湖长制办公室会同该市财政局、发
改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审计局、住建局、荆州市生态环境局洪
湖分局等市级河湖长联系部门组织召
开洪湖市新一轮“一河（湖）一策”实施
方案专家评审会，高标准推进新一轮

“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
评审会特邀请省水文水资源应急

监测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专家，
共同审查洪湖市22条市级河流、27个
市级湖泊的一河（湖）一策实施方案。

会上，听取了洪湖市 22条市级河
流、27个市级湖泊的一河（湖）一策实施
方案编制及修订情况汇报，与会专家和
代表就如何做好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
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
修复、执法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进行充分
讨论，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会议认为，方案编制依据充分，资

料翔实，内容全面，查找问题较准确，提
出的目标较为合理，制定的任务、措施
总体可行，基本符合水利部《“一河（湖）
一策”方案编制指南（试行）》和湖北省
有关要求。希望编制单位进一步梳理
主要问题，优化总体目标、年度目标和
控制指标，细化实化任务措施，为河流
的水岸同治、系统治理提供更科学、更
可靠的技术支撑。

洪湖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河（湖）
一策”方案是各级河湖长履行职责的重
要依据，是各级河长制办公室开展日常
工作和河湖管理的重要抓手，是落实河
湖长制工作任务的技术指南，编制“一河

（湖）一策”实施方案是全面推行河湖长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洪湖市河
湖健康、改善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该市将督促各级河湖长切实履行职
责，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确保“一
河（湖）一策”实施方案得到有效实施。

洪湖市高标准推进新一轮“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

提升河（湖）生态保护治理水平

10 月 31 日，由市残联、市图书馆主办的市盲人摸读比赛在市图书馆多媒体室
举行。活动旨在丰富视障读者们的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

（记者 潘路 通讯员 姚俊 摄）

文化助残 传递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