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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市镇投入 400万元，支持邱市村美丽乡村
试点项目建设。

弥市镇举办以“庆丰收 促和美”为主题的农民
丰收节庆祝活动。

弥市镇夏粮丰收场景弥市镇夏粮丰收场景。。

激活力、转作风，党的建设焕发新动能；引项目、调结构，经

济发展实现新跨越；强三农、谋长远，农业发展走出新路径；抓

生态、重建管，城乡建设焕发新面貌；优服务、惠民生，社会事业

迈进新阶段；保平安、守底线，乡村治理建成新机制……

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近年来，荆州区弥市镇紧紧围

绕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聚焦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大

事、要事，用脚踏实地、攻坚克难、务求实效的政治担当，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全镇各项事

业取得新成效、新进步。

荆州区弥市镇：

奋楫扬帆启新程奋楫扬帆启新程 笃行实干谱新篇笃行实干谱新篇
□ 记者 李晓华 通讯员 罗胜华

荆州市首家村级供销社在弥市镇合兴村挂牌成立。弥市镇招商引资项目——荆州市雅咪食品有限公司。

党建为纲 夯实基层治理之基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重在党建。弥市镇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组织镇级宣讲 25场
次。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依托主题党日活动、机关例
会，原原本本、逐章逐条学习《条例》，持续筑牢党员干部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基层干部是基层治理的主角，如何优化村（社区）干部
队伍结构？

弥市镇积极强化村级干部培养，顺利完成8个村（社区）
党组织成员补选工作，储备村级后备干部65人，14名村级
后备干部补选进“两委”班子；把好党员发展“源头关、入口
关、出口关”，培养入党积极分子50余人，新发展党员8人；
紧盯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持续推动天保村党总支软弱涣
散党组织整顿提升见实效；顺利完成“六办三中心”机构改
革，人员配备到位，各机构有序运转。

巩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环节，紧盯重点时节正风
肃纪，开展节前提醒5次、监督检查10次。超常规查处群腐，
强化震慑绷紧“一根弦”，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
中整治为抓手，以惠农惠民政策为重点，利用大数据监察系统
比对数据，核查反馈问题线索59条，处理移交问题线索3条，
组织处理4人，拟立案1人，群腐整治工作不断取得实效。

责任为要 筑牢乡村振兴根基

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为业者护航。弥市镇坚决扛牢粮
食安全主体责任，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筑牢群众增收基础。

去年，全镇全年粮食种植面积为 132980 亩，总产量
182888吨，超额完成粮食播种任务。同时，严守耕地保护红
线，如期完成全年永久基本农田流出恢复整改任务。

根据镇域内不同片区农业产业发展特点，弥市镇强化
引导，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让特色更鲜明，形成了以水
稻、小龙虾、淡水鱼、澳龙等为主的种养片区（里甲口片区），
以小麦、高粱、玉米、油菜等大宗农产品为主的种植片区（天
保片区），以蔬菜、南瓜、葡萄、翠冠梨等为主的果蔬种植片
区（太平口片区），产出的葡萄品质优良，不仅畅销国内，还
出口至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有序壮大村集体经济。因村施策，23个村分梯度制定村
集体经济增收计划和目标清单，以“小田并大田”“农业社会化
服务”等工作为基础，积极引导土地经营权向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专业大户集中流转，目前全镇土地流转面积达8.56万
亩，流转率达53.88%。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两县街村地块已成功入市摘牌，后续计划运用该地块建设以
预制菜、服装加工、电子加工产业为主的返乡创业园。

产业为本 促进群众稳定增收

金秋时节，走进弥市镇合兴村种植专业合作社高粱基地，成
片的红缨子高粱铺陈在大地上，颗粒饱满的高粱籽挤满枝头，收
割机来回穿梭，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当下，荆州区弥市镇
12000余亩红缨子高粱穗粒饱满，长势喜人，预计年产值可
达260万元。依托村级“三个合作社”平台，弥市镇3000余
亩高粱定向为贵州茅台镇酒厂、五粮液、泸州老窖等酒企提
供订单高粱种植。

今年，弥市镇再次将适应性强的高粱作为增加农户收
入的一项特色产业，通过整合土地资源，以“三个合作社+市
场主体+农户”的种植模式，推动高粱种植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市场主体、村集体、农户“三方共赢”。

这只是弥市镇坚持“守底线、强产业、促振兴”工作主线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持续强化“大豆、玉米、油菜、小
麦、水稻”五大主导产业，深化农产品深加工，补齐特色产业
链条薄弱环节，优化高粱、南瓜、葡萄、小龙虾、黄鳝等特色
农业，助推农业产业集聚升级。用好“企业（电商）+合作社+
农户”新模式，探索推广合兴村“村社（供销社）合一”新经
验，发展农村电商、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休闲体验等新业
态，拉动乡村经济实现新增长。

项目为基 激活镇域发展动能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弥市镇积极主
动谋划，申报的省级2024年荆州区小麦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发
展示范试点项目已完成财政评审，投资8020万元的里甲口一
站重建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中。旱改水、
中型灌区、中心水厂取水口迁建等一批重点项目序时完工；太
平口片区农村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荆州区第二人民医院整
体搬迁项目等在建项目进展有序。李埠长江公铁大桥、金上
—湖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弥市段）、二广高速
公路荆州绕城段项目（弥市段）等重大项目服务保障工作有力
有效，为项目如期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招商引资是项目建设的“生命线”，也是经济发展的“活
力源”。弥市镇坚决扛牢招商引资主体责任，建立“领导带
队外出、专班论证研判”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镇党政主要
负责人带队外出招商8次，收集有效信息27条，新签约项目
19个，合同总投资额18.22亿元，新注册项目19个，新履约
到资项目17个，盘活项目14个。

如今，弥市镇招商阵地战成果丰硕，投资立体战亮点纷
呈，镇域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已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27
亿元，限上消费品零售总额1.63亿元，限上批发总额1.36亿
元，规上服务业主营业收入 2284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5亿元，同比增幅76.91%。

环境为先 全力建设和美乡村

城镇之美，美在繁华；乡村之美，美在生态。
弥市镇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聚焦流域综合治

理，以“清渠洁岸·共同缔造”活动为切入点，推进水生态、
水环境治理，确立大兴南北灌渠为流域综合治理示范点，
分区分级推进流域生态净化，完成对129条入湖排口、河湖
沟渠等问题的整改；以共同缔造“清洁家园”活动为抓手，
强化“三堆”“两垛”专项整治，生产废弃物、沟渠水塘、墙体
广告得到有效清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等乱象得到有力
整治。

坚持生态立镇，做实环境保护。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关停2家养殖场，有效遏制养殖污染现象；抓好长江禁捕执法
力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和违法经营行为；上下联动抓好秸秆
禁烧，有效遏制秸秆焚烧势头；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广
普及秸秆粉碎还田等生态农业技术；高标准完成12个长江入
河排污口整治销号，处理违法倾倒磷石膏矿渣1起。

坚持规划引领，依托荆州区第二人民医院迁建、弥市集
镇新区商业综合体、红色美丽村庄试点等项目的推进，修改
集镇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产业发展用地，在满足项目
自身建设需求的同时带动集镇新区经济发展。

民生为要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弥市镇始终将民生问题摆
在最紧迫的位置，切实发挥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
等帮扶政策作用，做到应帮尽帮、应保尽保。有效做好雨雪
冰冻灾害天气核灾报灾减灾工作，为621户农户发放救灾资
金196.8万元。

针对脱贫劳动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开展
“春风行动”，开办13场小型招聘会，输送81名求职者到城
区参加大型招聘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以“我们
的节日”系列活动为契机，组织开展“四季村晚”“送戏下
乡”等文艺活动；完善政务服务大厅内便民设施建设，推
动全镇 990个办理事项向镇村两级便民服务中心进驻；新
完成 20个镇级事项、144 个村级事项发布管理，实现“一
网通办”；推动“农村登记一件事”微改革，增设不动产登
记便民服务窗口，办理发放农村不动产登记证 14435 份。
这一连串数字彰显的是弥市镇排民忧、解民难、暖民心的
初衷，一件件惠民实事的落实，让群众有了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使命在前，责任在肩，唯干唯先！接下来，弥市镇将深
刻领会“三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以日拱一卒的坚持、

“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加快推
进理念升级、思路升级、能力升级、作风升级，为荆州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域担当、一域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