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发布5月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

防范极端天气引发衍生次生灾害

江陵县沙岗镇：

干群齐心抗旱保水 解除虾农后顾之忧
本报讯（见习记者邓新星 通讯

员杨雨娇）受持续干旱少雨天气影
响，长江水位走低，农业灌溉用水面
临严峻挑战。江陵县沙岗镇迅速采
取多种应对措施，充分运用好水资源
调控功能发展虾稻养殖产业，确保农
户稳产增收。

沙岗镇水产养殖面积达 8.9 万

亩。随着小龙虾养殖进入投喂、上市
黄金期，沙岗镇通过水资源利用的科
学调配、养殖管理过程的精准服务、营
销推广的产业化调配等方式，全力护
航小龙虾产业提质增效。

面对气温攀升带来的养殖用水激
增，沙岗镇“开源节流”，利用 15座节
制闸动态调节水位，保障小龙虾用水

需求，对全镇 59座机电泵站、涵闸开
展“拉网式”检修，推行“一泵站一专
人”责任制；同时，投入20万元专项资
金，维护升级设备，实现水利设施精准
管护。目前，全镇机电泵站设备完好
率达100%。

围绕技术赋能、产销衔接两大重
点，沙岗镇创新构建“技术+信息+市

场”三位一体服务体系，组织水产专
家开办“田间课堂”，提供水质调控、
科学投喂等定制化技术方案，线上线
下推送市场信息，指导约 300户虾农
错峰上市、精准销售，预计亩均增收
超 200 元。生态治理上，建成 40 条
生态沟渠，实现尾水达标排放与循环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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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眼看荆州

近日，荆州格力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格力特公司”）生产车间
内，机器轰鸣，工人正忙着装车，一辆辆
满载饲料的货车陆续驶出，发往湖南等
地。该公司负责人叶友田介绍，近几日
各类产品已卖出300吨。

格力特公司隶属江西格力特集团，
是一家以饲料生产及销售为主的农牧
企业，现有猪饲料线、颗粒鱼（虾）料线、
特种膨化水产线和甲鱼料生产线共 7
条。去年，公司产值达2.6亿元，预计今
年将突破3.2亿元。

立足湖北、湖南水产养殖特点，去
年7月，格力特公司完成生产线技术改
造，新增 1条甲鱼料生产专线，增加辅
助设施原料低温库。叶友田介绍，生产
专线经过技改后，产品品质显著提升，
且自动化程度高，日产能达180吨，赢

得众多新客户青睐。截至目前，该专线
已生产甲鱼饲料2000多吨，预计全年
产量将达6000吨。

抢抓荆州区、荆州高新区农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契机，格力特公司加强本地
市场配套和开发，与银行、担保机构合
作，转变市场培育方式。目前，洪湖、监
利、仙桃、汉川等地水产饲料市场开拓
取得新进展，预计湖北本地市场销量将
增长30%。

如今，荆州高新区正打造国家级
农产品物流交易与加工中心，为企业
发展提供发展新机遇。未来，格力特
公司计划引入水产加工生产线，以“公
司+养殖基地+工厂”模式，延伸产业
链条，形成“原料收购—饲料生产—水
产收购—水产加工—市场销售”的完
整产业链。

格力特公司：

延伸产业链条 扩大市场占有
□ 记者 黄思明 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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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启动人社政策宣讲暨“千万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晓艳 通讯员张宝

龙）近日，荆州市2025年度人社政策宣
讲暨“千万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荆州
经开区双创中心举行。60余家企业代
表、人社系统业务骨干参加活动。

活动中，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围绕
“就业创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劳动争

议”四大板块进行政策宣讲，着重解读失
业保险涉企政策、创业扶持措施；解析渐
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结合案例剖析工伤
风险防控；针对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
系认定进行探讨，为企业提供精准指
导。仲裁干部与企业代表共同签署《廉
洁共建承诺书》，承诺以“公正、廉洁、高

效”原则构建清朗政商生态。在互动交
流环节，企业代表踊跃提问，人社部门负
责人现场答疑，政企合力破解用工难题。

调解仲裁是劳动关系治理的“稳定
器”。省人社厅在连续八年开展“千名仲
裁员服务万企”活动基础上，着力打造
一体化、立体式、全方位的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仲裁“千万服务”公共服务体系，
以和谐劳动关系生态助力稳就业、保民
生。今后，市人社部门将持续探索“党
建+调解”“文化+调解”“一站式维权”

“线上智能服务”等创新工作机制，打造
覆盖全面、精准高效的调解仲裁服务体
系，切实解决企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华中园区：

绿色科技赋能 冲刺百亿产值
□ 记者 王大玲 王章青

安装设备附件、敷设电缆……刚刚
结束的“五一”假期，对金茂源（华中）表
面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以下简称“华
中园区”）110KV电力保障中心而言，
是抓紧施工的“窗口期”。

“我们要利用假期时间，加紧推进
这座 110KV变电站建设，确保如期投
运。”华中园区工程机电部负责人说，随
着入园企业增至 30余家，今年一季度
用电量已突破600万度，变电站的投运
将有效保障园区企业用电需求。

作为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化
电镀园区，华中园区落户荆州经开区
以来，不断升级环保设施、研发新技术
工艺，已成为现代产业强链延链补链
的必须配套和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载体。

“结合近年来入园企业需求，我们
全力攻破光伏银粉废水处理这一行业
难题，创新性研发分子筛膜、低温蒸发
等工艺。”生产运行部负责人说，该工艺

成功解决了含聚乙烯吡咯烷酮的高难
度废水处理问题，实现大部分废水经处
理后进入生化系统净化，小部分废水通
过低温蒸发分离浓缩，使净水成本降低
一半。“这项技术正加速助力入园企业
高质量发展，以银科新材为例，入驻园
区仅4年，去年年产值已达64亿元，今
年正冲刺百亿目标。”

目前，华中园区一期已具备废水处
理能力5000吨/天，通过地下综合管廊
系统对 18类废水进行分类收集，采用
生化、物化、离子交换、双膜处理、深度
氧化、分子筛膜、低温蒸发等工艺技术
进行废水深度净化和资源综合回收利
用，实现统一中水回用、达标排放；一季
度，园区还完成了废气处理系统改造，
处理能力从35000立方米/小时跃升至
78000立方米/小时。如今，华中园区
正坚持绿色发展之路，持续以绿色动能
助推产业升级，为荆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更多“绿色力量”。

鸟瞰金茂源（华中）表面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

暮春清晨，薄雾未散。湖北省石首市
笔架山街道的一家超市门前，身兼老板
和配送员的小伙赵志浩跨上摩托去给
客户送货。途经锦帻路时，赵志浩警觉
地发现前方路面有异常，原本平坦的水
泥马路，有一侧发生塌陷。赵志浩赶紧
下车，用手机拍下塌陷路面照片，将情
况上报。

很快，这则“平安情报”上传至平安
笔架“网格啄木鸟”驿站的值班网络大
屏幕上。值班员迅速将“平安情报”报
送笔架山街道综治中心，并通过网络平
台将这一安全隐患流转通知给市政部
门。不到半小时，市政部门派出维修人

员前往塌陷路段。半天工夫，路面修整
完毕，恢复通行。

“网格发现、社区吹哨、部门报到，这
是我们狠抓综治中心建设、打造平安
石首的一个缩影。”石首市委政法委常务
副书记王志红指着贴在平安驿站墙上
的“网格啄木鸟”队伍名册介绍，“笔架
山街道组织发动外卖送餐员、快递员、
货运司机等300余人加入‘网格啄木鸟’
队伍，人人都是平安建设的‘主人翁’。”

2023年5月，石首市综治中心建成
运行。该中心分为“引导受理、多元化
解、指挥调度”三大功能区，共设置行政
复议、速裁庭、仲裁庭、专业行业调解组
织等 37个功能室，力求实现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访接
待服务、公共法律服务、维稳指挥调度、

网格服务管理“六位一体”的目标，将社
会矛盾全量吸纳到综治中心“一站式”
化解。

同时，石首市委政法委制定“石首市
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流程图”，将16个
部门横向打通，15个乡镇和192个村级
综治中心实现纵向联动，织细织密“平安
联创、矛盾联调、问题联治”的网络，搭建
起警情、社情、民情、舆情、访情等“五情”
研判平台，对矛盾纠纷实行“日分析、周
研判、月调度”。两年来，石首市综治中
心累计化解矛盾纠纷2960起。

走进石首市新厂镇的“580”雷锋驿
站，这个谐音为“吾帮您”的雷锋驿站，
是石首市综治中心向基层延伸的触角。

2023年，新厂镇的绣林玉液酒业
有限公司申报“中华老字号”。然而，一

起久拖未决的经济纠纷，让该企业负责
人担心申报的顺利开展。得知这一情
况，“580”雷锋驿站主动帮忙，将问题
反映给了石首市综治中心。

不出3天，入驻石首市综治中心的
法学咨询专家小组上门来到绣林公司，
现场提供法律援助。最终，这起经济纠
纷得到妥善解决，2024年 2月，“绣林”
品牌成功入选“中华老字号”。

“综治中心是综治力量的大集成、
风险防控的大枢纽、矛盾化解的大平台、
群众解难的大本营。”石首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段毅说。近年来，石首市
先后荣获湖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
进集体、平安湖北建设示范县（市、区）
等荣誉称号。

（原载5月6日《光明日报》）

湖北石首：

综治中心的平安守望

本报讯（记者佘海艳 通讯员李蓝
影）日前，荆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5月全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
告。综合研判认为，5月冷暖空气均较
为活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多发，需防范上述灾害性天气给
交通运输、户外施工、农业生产及民众
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警惕强降水可能
带来的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内涝风险。

据 预 测 ，5 月 我 市 平 均 气 温
23℃～24℃，较常年偏高0.8℃～1.5℃；

降水量110～15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
少 1～3成，河湖库渠水位普遍偏低。
各地各单位要密切关注水雨情和汛旱
情形势，加强监测预警，对前期汛前准
备工作再检查、再强化、再落实，切实
做好水旱灾害风险防控。科学做好蓄
水保水、引水提水，有效保障农业灌溉
和生活用水需求。同时，要关注旱涝
急转，防范局地强对流、区域性暴雨引
发山洪和城市内涝，加强堤防巡查排
险，强化监测预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研判认为，5月份，我市将全面进

入汛期，各类自然灾害也将进入多发
频发期，要防范极端天气引发的衍生
次生灾害。深刻汲取贵州游船倾覆事
故教训，强化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各地
各部门要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
按照气象预警等级及时响应并采取管
控措施，必要时，依法采取停课、停业、
停工、停产、停运以及其他防范保护措
施。交通出行方面，需重点关注风雹、

短时强降水、雷电等灾害天气对交通
出行的不利影响；文化旅游方面，重点
防范连续降雨、局部强降雨引发的旅
游景区灾害事故；农业生产方面，要防
范阶段性干旱，做好水资源调度，保障
农业灌溉用水需求。

市安办提醒：5月我市气温持续
偏高且降水偏少，需加强阶段性晴好
天气下的森林火险管控，各地需继续
加强森林火灾隐患排查和防火巡护，
严防人为因素诱发森林火灾。

近日，在荆州区八岭山镇
丁家咀水库东桥小泵站附近，
工作人员正在使用数套紧急
调来的混流式柴油机水泵机
组，从水库中将清澈的水流源
源不断地抽出，保障当地农田
灌水。

（记者 潘路 肖琦 通讯
员 杨嘉琪 摄）

调泵引水
全力抗旱

本报讯（见习记者肖丹 通讯员刘
芊）为加快农业机械装备升级，助力乡
村振兴，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省粮食 局 联 合 印 发
《2025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统筹中央
农机购置补贴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金，推出以旧换新政策，单台农机报
废并新购同种类机具补贴额最高可达
3万元。

本次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
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报废品种涵盖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植保无人
机等27类农机具，重点支持粮食烘干、北
斗导航、智能监测等现代农业装备。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由报废补贴与
更新补贴两部分构成，报废补贴实行定
额补贴，更新补贴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贴政策执行。报废联合收割机、水稻插
秧机、播种机、水稻抛秧机并新购置同
种类机具按不超过50%提高报废补贴
标准，单台最高报废补贴额不超过3万
元；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植保无人

机、田间作业监测终端三类机具设备
报废补贴申领要以购置同种类新机具
设备为前提，田间作业监测终端按照
1200元/台进行更新补贴，参照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申办程序实施。

根据《方案》，此次农机以旧换新，
由农机机主自愿提出报废申请，经县级
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后，发放《报废农机
回收确认表》；机主持《确认表》将已经
审核登记的待报废农机交售给定点回
收企业，回收企业对机主信息和待报废
农机状况核实，依法依规对回收的农机
进行拆解，相关机构校对机主和报废农
机信息后，在《确认表》上签注“已办理
注销登记”字样；县级农业农村（农机）
部门、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审核，
财政部门向符合要求的机主兑现补贴
资金。

荆州作为农业大市，农机总动力常
年位居全省前列。该政策的实施将加
速淘汰老旧农机，带动全市农机装备更
新率大幅提升，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
实保障。

27类农机具报废可领补贴
单台补贴最高可达3万元

（上接第1版）
2023 年，村里启动千岛湖湿地公

园项目，需要大量工程机械。李长新第
一个报名参加，第一年便垒出130多个
小岛，到第二年湖面小岛数量增加到
700多个。村民们在岛上栽垂柳、种芦
苇，湖面星罗棋布的小岛既能防风浪，
还能护水草，借自然之力养自然，十几
年未见的水生植物和翻飞的鸟儿也重
现湖区。

“未来，这里将打造集渔村风情体
验、洪湖生态旅游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
风景区。”这是李花青和村民们的美好
愿景。

烈日高悬，在建的宦子口大桥如一
道钢铁巨龙横卧在洪湖之上，大桥连通

监利市、洪湖市，第一个受益的便是王
小垸村。

“这是三代人的希望。”走在一侧便
桥上，李花青说，大桥开工那天，村民们
自发赶来放鞭炮，大家等这一天已经很
久了，“从前去武汉卖鱼，天不亮就得摇
船到对岸搭车。等这桥通了，村民们开
着三轮车一脚油门就能到对岸，可以节
省一个半小时！”

如今的王小垸，路是风景线，塘是
生态池，家是后花园，村民人均年收入
1.8万元，这里不再有“竭泽而渔”的叹
息，只有“活水养人”的欢歌——

投资1100万元的“三坝两池”将养
殖废水层层过滤，达到Ⅲ类甚至Ⅱ类水
标准，覆盖全村6300亩农田，实现循环

灌溉，确保“一滴污水不入湖”；
沿堤打造的“十里荷花长廊”被发

包给村民管护，沿途栽种的格桑花和中
山杉摇曳生姿；

全村被划分为 11个断面，分段设
置公益性岗位，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常态化开展，保洁机制长效运行，“最美
庭院”评选活动如火如荼；

……
从摇船架桨到路路通畅、从围网密

布到水草丰茂，王小垸村在虾塘里“捞”
出致富经，于挖机声中“掘”开转型路，
让淤塞河道重现潺潺流水，将一度“溃
败”的围垸化作千座生态岛。

夏日已至，“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
景又将复现。在洪湖的潮声中，村民们

吟唱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渔
歌越来越响亮。

记者手记：
夕阳斜照虾塘，跟随李建飞行进在水

中的身影，不难想到他躬身收笼时的喜悦。
几年前，这里漂着腐臭的泡沫浮

球，如今，肥硕的小龙虾连虾须都透着
清亮。坐船去千岛湖建设现场时，一条
欢快的鱼儿竟然腾跃上了甲板。

当淤泥堆成生态岛，当荷香飘满旅
游路，王小垸人正在洪湖的肌理上织就
一张生态网，逐渐悟透了“靠水吃水”的

“新吃法”。
在冲破竭泽而渔的困局后，清波里倒

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