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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异地购房提取资料
①有效期一年内的购房合同、增值税发票或房产证、契税发票；
②付款转账凭证或盖章的银行流水，同时提供提取人或配偶异地（购

房所在地）户籍证明。不能提供异地户籍证明的，需提供提取人或配偶、或
子女的工作证明。

③职工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原件（提取配偶的，还需提供配偶身份证、
银行卡及结婚证、户口本原件）。（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购房金额）

④如不能提供户籍证明或工作证明的，需履行约谈手续。
二、本市内建造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1.经县区以上土管部门核发的有效期一年内的《土地使用权证》或《个

人建房用地许可证》或《用地批准书》；
2.经县区级以上规划部门核发的有效期一年内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建造工程预算造价表；
4.工程进度三分之一以上经实地查勘属实的入户调查表（公积金中心

提供）；
5.职工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原件（提取配偶的，还需提供配偶身份证、

银行卡及结婚证、户口本原件）。（提取总额不超过预算金额）

荆州住房公积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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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基层飘扬·学习身边榜样

“目前处于试生产阶段，已经达到
设计产量，预计今年 10 月可正式投
产。”走进益海嘉里（荆州）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稻米加工车间，伴着轰鸣的机器
声，公司项目经理贺兴亚说，项目顺利
推进，要特别感谢荆州经开区住建局二
级主任科员、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办公室
主任夏光明。

为项目建设、企业生产提供要素保
障，是荆州经开区住建局的重点工作。
夏光明坚持用最诚挚的真心和最务实
的行动服务企业，做到“有呼必应、无事
不扰”。

益海嘉里荆州项目由世界 500强

企业益海嘉里投资建设。按照项目建
设计划，2023 年 7月需将蒸汽接入厂
区，完成蒸汽管道建设，12月进入试生
产。因今年 5月至 10月中旬，荆州将
进入主汛期，长江沿线1公里内严禁地
下开挖，为了不影响公司试生产进度，3
月底，公司负责人向夏光明反映：“能否
在5月1日前完成蒸汽管道接通工作？”

“现场踏勘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
河道、供热、水利等部门，通过航拍掌握
该区域地形地貌、河道关系等情况，制
定合适的施工方案。”夏光明和同事们
决定，采取地穿宝莲路、横跨化港河的
方式，解决蒸汽管道铺设问题。

3月底反映问题，4月初施工方案
出炉，4月底管道铺设完工……主动、
热情、高效的服务，令企业负责人直
言：“我们在荆州经开区投资，来对了！”

开展水环境治理，是夏光明又一项
重要职责。他按照“溯源、修复、截污、
整治”的工作思路，全力推进洪湖流域
综合治理工作，得到中心城区水环境工
作专班充分肯定。

去年11月 15日，荆州经开区将金
源世纪城片区、三板桥片区等4个片区
作为该全区水环境治理首批试点，探索
排口整治、管网修复等水环境治理工
作。此项工作由夏光明牵头负责。

今年 1月 20日，夏光明带队现场
验收整治效果时发现，其他3个片区排
口都已达到整治要求，唯独三板桥片区
节制闸排口有少量污水排出。机器人、
QV探测仪等设备多次进入箱涵探测，

始终无法找到原因。
“下箱涵找症结，再对症下药！”夏

光明决定亲自去箱涵内找原因。
1 月 23 日，下箱涵作业条件达成

后，夏光明带着科室成员和施工、监理
等单位负责人，身着防水衣裤、头戴安
全帽，深入地下箱涵内。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查，在不到
1.6米高、短短700米的箱涵内，他们弯
腰走了约 2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原因。
返回地面，夏光明立即现场办公研究整
改方案，设计单位连夜制定整改措施，
施工单位紧急开始整改作业……多方
合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服务项目建设、开展水环境治理
等，事关企业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夏光明说，经开区是荆州工业振兴崛起
主战场、城区向东桥头堡，要当好主力
军、排头兵，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当好工业经济主战场“排头兵”
——记荆州经开区住建局二级主任科员夏光明

□ 记者 王大玲 王章青

“一定要赶在7月 15日前播种，才
能确保9月 20日前齐穗扬花。”市科技
特派员杨永智深知，这是一条底线。

连续强降雨侵袭，监利市红城乡1
万多亩水稻面临绝收危机，杨永智与农
业部门紧密合作，一边引导村民排水抗
灾，一边请求救灾资金与协调早稻种子
资源，启动补苗与“翻秋”工作，确保补
种的水稻能在“寒露风”来临前齐穗扬
花，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

“目前，我们已协调5000亩稻田种子
启动补救，后续还会加紧跟进，争取将百
姓损失降到最低，受灾不减产。”杨永智说。

面对6月底至7月上旬持续的强降
雨天气，市科技局迅速响应，积极动员
科技特派员投身抗洪减灾技术指导工
作，以科技力量守护农业生产。

科技兴农，雨中显担当。6月24日
起，市科技特派员刘忠连续多日奔波在
洪湖回族老湾乡珂里村，这里75%的农
户以“四大家鱼”及甲鱼养殖为生。暴
雨导致养殖水塘水位骤升，泥浆与“倒
澡”现象频发，严重影响鱼类养殖。

刘忠迅速对接示范养殖户，指导他
们采取紧急措施降低水体泥浆含量，并
补充外塘水、促进藻类繁殖，稳定水质、
减少损失。

连续数日走村串乡，刘忠的专业指
导赢得村民广泛赞誉。刘忠说：“政府
给了我科技特派员这份职责，就是要我
当代表融入老百姓，为大家服好务。我
并不觉得累。”

分类施策、科学复绿、精准抗灾……
他们冒风雨、顶酷暑，坚守在守护丰收
的第一线。

——入汛以来，市科技特派员周巍
深入洪湖市汊河镇、万全镇等多个乡镇
田间地头，针对不同作物受淹情况分类
施策，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同时，密切关
注病虫害动态，及时发布防治信息，帮
助农民科学应对灾情、减少损失。

——公安县杨家厂镇沿江村蓝莓
基地里，市科技局特派员、果树专家夏
强明针对积水问题，迅速指导清沟排
渍，并创新采用滴酸降盐复绿技术，结
合夏季修剪与病虫害防治措施，助力蓝

莓树体快速恢复，减少基地受灾损失。
——在石首市高基庙镇百子庵村，

市科技特派员付维新多次前往鸭蛙香
稻基地，指导农户做好抗灾准备，确保
4400亩稻田无一受灾，为秋粮丰收奠
定了坚实基础。

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科技特
派员们在保障本职工作的同时，冲锋在
防汛救灾一线，展现了高度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今后，将继续动员各级科技特
派员下沉一线，为灾后复产提供全方位
科技服务，确保农业生产尽快恢复。

托起丰收的希望
——奋战在我市防汛抗灾一线的科技特派员群像素描

□ 记者 吴杰 赵叶秋 通讯员 李玲

科技特派员开展灾情调查和技术指导。

本报讯（记者孙晓旭 通讯员熊铭
杨涛）7月7日，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工作时意外拍摄
到2只通体黑色的水鸟，经省野生动植
物保护协会专家确认，为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鸟类——彩鹮。这是石首麋鹿保
护区首次拍摄到彩鹮。

彩鹮属于鹮科彩鹮属的鸟类，是珍
稀朱鹮的“近亲”。其羽毛栗紫色，身
体、头颈、上半身具绿色及紫色光泽，羽
翼呈深橄榄绿色及黑色，在阳光照射下
呈现绿色金属光泽，且随其移动色彩变
幻，华丽亮眼，故而得名。

据悉，我国濒危物种红皮书曾宣告

彩鹮在中国绝迹，但随着近年我国生态
环境改善，2009 年后彩鹮逐渐重现。
2021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中，彩鹮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
国家一级。今年，彩鹮已在武汉、恩施、
孝感等地先后被记录。

近年来，石首麋鹿保护区高度重视
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态环境的
改善优化。据2023年完成的保护区陆
生野生脊椎动物调查结果，相比 2016
年综合科考，鸟类增加了29种，包括白
枕鹤、卷羽鹈鹕、黑翅鸢等国家重点保
护鸟类。截至目前，石首麋鹿保护区野
生鸟类记录已达250种。

石首麋鹿保护区发现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彩鹮鹮

本报讯（记者王子瑶 柯以鹏 实习
生罗婷蓉 通讯员何太义）7月9日，第六
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湖北省乡村
振兴类路演评审活动在荆举行。

该活动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指导，省人才事业发展中心、荆州市
委组织部、荆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主办，荆州市人才服务中心承办。自
今年 3月以来，经过各市州选拔、省级

项目初评等层层筛选，共有 12个项目
入围湖北省乡村振兴类路演评审。参
赛项目涵盖生态农业、电商直播、生物
科技、人工智能等多种类型，通过对传
统产业进行智慧化改造升级，推动乡村
振兴，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经过现场路演、专家评审和公证
人员公证，我市“赵美丽直播电商基
地”项目获得第1名。

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湖北省乡村
振兴类路演评审活动在荆举行

我市一项目获第一名

本报讯（通讯员谢函君 程本洪）
近日，荆州区大力推行“歇业备案”制
度，让还有经营意愿的困难市场主体
主动暂时休眠，合法降低运营成本，
并保留字号、商标等合法权益，为企
业重拾发展机遇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张先生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导

致资金不足，7月初，他来到荆州区政
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想暂时注
销企业，等筹措到资金后再做打算。

在了解到张先生有在未来重新经
营企业的意愿后，工作人员向他宣传

“歇业备案”制度。办理完结后，张先生
激动地说：“‘歇业备案’政策让我的公

司有了休整时间，保留了重新发展的
可能。”

“歇业备案”制度一方面有助于
各类型企业的存续和行业的稳定，
另一方面也让各行业重拾发展机遇，
省去了更多重复性投入，减少了经营
成本。该制度推行以来，荆州区已

有 4 家企业办理歇业。下一步，荆
州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围绕市场主
体设立、变更、歇业及注销的全生命
周期，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
发展，全面助力营商环境优化，为该
区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提供有
力支撑。

本报讯（记者田心怡 卢艳 通讯
员何晓华）日前，荆州海关邀请10家
生产和使用木制品包装的代表性企
业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聚焦 2024 年
公安县出境木质包装智慧检疫先行
试点改革工作，共商发展良策。

木质包装是国际贸易中不可或
缺的绿色包装材料，在传统监管模式

下，木质包装的真伪难辨及监管效率
低下问题日益凸显。荆州海关依托
武汉海关和中国（湖北）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共同开发的出境木质包装检
疫智慧管理平台，积极为企业提供业
务指导和技术服务，帮助企业参与平
台运用并顺利推进试点工作。目前，
该平台已在公安县2家出境木质包装

生产企业推广运行。
通过出境木质包装检疫智慧管理

平台，可以实现出境货物木质包装处
理、使用、核销闭环信息化管理，使数
据采集更及时安全、管理更规范。通
过海关赋码（溯源码）、企业出证（合
格凭证），做到一件一码、一批一证，
实现监管前移，有效解决标识真假难

辨和难以溯源的问题，为企业扩大出
口、促进外贸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荆州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
极吸纳企业建议，指导公安县做好出
境木质包装智慧检疫先行先试工作，
持续推进智慧管理平台建设，力求为
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精准的服
务，助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荆州区：“歇业备案”让企业“喘口气”再出发

荆州海关：“智慧检疫”赋能外贸发展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上接第1版）
5月 23日，武汉阳逻港。爬上三层

楼扶梯，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万吨巨轮
“华航汉亚5号”驾驶舱，见到满头大汗
的卢德亿。他指向船舱，222个来自日
本的集装箱整齐码放，装满汽车零部件
和电子产品。卸货后，轮船将直接上载
新货，连夜启程赴日本名古屋。

这条线路，就是“汉亚直航”，又称
武汉直达日韩集装箱班轮航线，是长江
中上游地区唯一直达境外的水运航
线。运行4年多来，卢德亿亲历“汉亚直
航”班轮装载量从100多个标箱增至满
载的500个标箱。

从中部腹地眺望世界，有多远？
在 53岁的潘汉宜看来，世界就是

铁轨的尽头。
潘汉宜是汉西车务段吴家山车站

党支部书记，每天协调中欧班列（武汉）
的发车信息。“今年，每周都有加开班
列。”潘汉宜打开调度表，“仅5月 17日
这一天，客户就要求加开了3列。”

车站斜对面，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

作业股道上，龙门吊巨臂起舞，将一箱
箱“湖北造”吊装至中欧班列的车皮。

目前，中欧班列（武汉）已有 53条
跨境运输线路，形成“七龙出关”格局：
途经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内蒙古
二连浩特、满洲里，广西凭祥，云南磨
憨，黑龙江绥芬河7个地方，辐射欧亚大
陆116个城市。

从中部腹地呼叫世界，有多远？
在 37 岁的“空中交警”巴富毅看

来，世界就在指令传输的刹那间。
这位新疆小伙子原本在乌鲁木齐

工作，跨越6000里举家投奔湖北，担任
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管制室经理。

每天，他在机场最高处的塔台，通
过成百上千的指令，协调飞机起降。“夜
间，货机密集进出港，需要精神高度集
中。”巴富毅说，从 2022年机场首航到
现在，单日航班数从个位数跃升为百位
数，流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里能感
受到强大的‘枢纽’气场。”

目前，该机场已开通 51条国内货
运航线、22条国际货运航线。上海造、

深圳造、武汉造等在这里完成“物物交
换”，实现“运全国、配全国，运全球、配
全球”。

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
的循环过程。

畅通经济循环的“经络”，推进“铁
水公空”硬连通。2023 年湖北铁水联
运量占长江干线的三分之一，国家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达10个、全国最多。“武汉
是重要的中转节点，铁水联运发展空间
很大。去年公司15.8万标箱的业务，大
部分都是中转、联运业务。”武汉中远海
运港口码头有限公司生产操作部门经
理陈晓勉介绍。

“通道经济”释放活力，彰显重要节
点和重要枢纽磁吸力。

5月10日，“华航汉亚”轮班装载着
55个高箱的日本高端整车，由日本名古
屋港口运抵阳逻港。在武汉集结后“换
乘”中欧班列前往中亚。这一航线颇受
青睐，6月起，该轮班日本整车装载量提
升为220个高箱。

5月 30日，潜江小龙虾交易市场，

车辆南来北往。安徽、湖南、江西、江
苏、四川等地的小龙虾养殖户和商户，
争相将小龙虾送到这里。“高峰期日交
易2300吨小龙虾，小龙虾到潜江，不仅
可以卖掉，还可以卖个好价钱。”中国虾
谷、潜江鲜活小龙虾交易市场负责人康
峻说。

内循环“畅”起来，内需潜力在激
活。今年1至 5月，湖北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9293.81 亿元，同比增长
5.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前
5 个月，武汉出入境旅客超过 50 万人
次，同比增幅近300%。

双循环“稳”起来，支撑高水平开
放。“相比过去，现在运输的是电子显示
器、汽车零配件、锂电池等高端货。”华中
港航大通国际副总经理曹志宇介绍。
去年，全省“新三样”出口增长 91%，新
能源汽车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五位。

拥抱，加速融入国内外产业链
武汉江汉关大楼，今年迎来落成

百年。

穿越历史风云，大楼的钟声，见证
了从闭关锁国到开眼看世界、再到走向
改革开放的历程。

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退回孤立
的河湖。以内循环为主体，也绝不是关
起门来封闭运行。

开放的姿态，闪耀“一带一路”。湖
北建桥军团在30多个国家设计建造了
近200座大桥，全球大跨度桥梁一半以
上是“湖北造”。

开放的气质，提升湖北能级。世界
500强对话湖北、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
谈会、汉交会等国际经贸合作平台活动
常态化推进，吸引采埃孚等知名企业

“投资中国、优选湖北”。
开放倒逼改革，激发更加旺盛的活力。
5月 22日，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

在这片5.41平方公里的“境内关外”，光
谷货站正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最后的冲
刺改造。一年多以前，武汉光迅 16箱
光电子产品，首次“尝试”从这里出关离
境，踏上前往欧洲的天路。

不远处，“极速通关”也在武汉自贸

区生物制品通关平台上演。密闭的仓库
内，海关人员据单清点、逐一核对。价值
28万美元的美产免疫球蛋白直接离境，
相比在机场排队出境节约至少3天。

截至目前，湖北自贸试验区“先出
区、后报关”等28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
国推广。

物流的“地网”，数字化的“天网”，
供应链的“金网”，服务贸易的“商网”，
共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扩大经贸
合作共赢圈。

今年前4个月，武汉东湖综合保税
区进出口总值达 132.4亿元，同比增长
35%。位于武汉市蔡甸区的中德国际
产业园，吸引 160多家中外企业落户，
其中外资企业60多家。

在开放中收获成长，在开放中争取
新的更多战略主动。

迎着“双循环”东风，打造内陆开放
新高地，湖北正努力由沿海开放的“后
队”变为新时代内陆发展的“前队”。

时间，会铭记今天的奋斗。
（原载7月2日《湖北日报》）

本报讯（记者伍丹）近日，2024年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
计划“传统漆艺髹饰技艺培训班”在我市
开班，来自全国近20个省市漆艺领域的
青年传承人、相关从业人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由文化和旅游部、教育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指导，湖北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长江艺术工程
职业学院、荆州传统工艺工作站承
办。此次是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第
十次承办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
班，开展本次培训旨在提升传承人的

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
助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的
融合创新发展。同时，长江艺术工程
职业学院将不断完善和创新研培计
划培养机制，帮助非遗传承人“强基
础、拓眼界、增学养”，更有效地参与
非遗保护工作。

培训将持续至8月 7日，通过创作
实践、交流研讨、考察观摩等形式，让
学员们学有所悟、研有所得、艺有所
进，助力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绚丽
光彩。

2024 年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
“传统漆艺髹饰技艺培训班”在荆开班

九州通衢 驰骋陆海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