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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漳河水库开工修建，
住在水库低洼处的漳河居民陆续告别
家园，开始新生活。

近些年，荆门市漳河新区把移民产
业发展作为移民扶持的重中之重来抓，
帮助各移民村以发展特色产业为基础，
大力扶持优势产业，提升移民农业效益
和农业收入。

柑橘产业加速农旅融合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
时。

金秋十月，漳河新区漳河镇迎接村
道路两旁的橘园挂满果实，游客纷至沓
来，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橘农脸上。

迎接村位于漳河水库东岸，依山
傍水，有村民1387人，其中移民705
人，之前村民主要靠捕鱼为生。2006
年，经过调研、考察，村“两委”引进温

州蜜橘品种，发展柑橘产业。在合作
社的带动下，该村柑橘种植面积达到
1.2 万亩，如今是荆门最大的柑橘种
植基地，种植柑橘成为村民的主要收
入来源。

为帮助村民更好地发展产业，近年
来，漳河新区移民部门投入约200万
元，扩宽硬化5.3公里通组公路、建设
500米入户道路，安装太阳能路灯178
盏；投入约43万元，统一翻新安装村主
干道两侧柑橘园护栏网2300米……

“道路硬化拓宽后，方便运输车辆
进出，还方便游客来看库区风光。”村党
支部书记黄志亮介绍，在橘园深处临水
边的一棵梨树经游客传播，成为小有名
气的网红景点。眼下，该村因势利导，
利用110万元移民后扶资金在景点附
近修建停车场、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
吸引更多游客采摘游玩。

“去年，移民后扶资金帮助我们在
橘园建了2万多根立柱，用以支撑柑橘
枝条，增加枝条间的透光率，助力柑橘
增产。”黄志亮介绍。

一村一品变一村多品

京河村位于漳河水库东岸，距离荆
门城区15公里，村里大部分是漳河水
库移民。

2008年，京河村将葡萄作为产业
发展方向，在移民后扶资金的支持下，
以奖代补，带动10户村民种植了30亩
葡萄，亩产葡萄高达1000公斤，吸引更
多村民纷纷种起葡萄。2009年10月，
京河村成立京河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分户经营种植，统一管理销售。如今，
京河村70%的村民种上了葡萄，种植
面积800多亩，成为远近闻名的葡萄种
植专业村。

葡萄产业发展起来后，村里又陆续
发展种植了猕猴桃、蓝莓、冬枣等时令
水果，还吸引市场主体前来投资，种植
了300亩欧洲大樱桃。目前，京河村四

季有花、果，水果种植面积达3000亩，
人均收入增加近万元。

村里还和湖北中旅集团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成立大京河乡村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农旅融合发展，村民的收入会
更可观。”京河村党支部书记黄兴富说。

新建村，地处漳河镇最西端，全村
589人都是因修建漳河水库搬迁而来
的移民。

借助移民美丽家园项目建设，村里
产业发展起来，2019年从贵州引进的
300多亩蜂糖李进入挂果期，每公斤
70元的价格，让村民们尝到产业发展
带来的甜蜜。此外，村里还种植了500
亩优质荒野茶园和500余亩油茶产业
园，带动部分移民就近就业。

利用移民美丽家园建设专项资金，
村庄人居环境得以升级，道路硬化刷
黑，安装路灯，房前屋后美化。“环境好
了，来村里玩的人多了，日子更有奔头
了。”新建村三组的林文美说，节假日还
有人开房车到漳河边露营，家里开的农
家乐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依山傍水 瓜果飘香

漳河新区移民深耕“甜蜜”产业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艾红霞 通讯员 郑修鹏 孔俊

发展移民产业 奏响乡村振兴“交响曲”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子轶、通讯
员张恒）从10月16日召开的2023
年全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
机监管工作联席会议上获悉，今年以
来，我省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任务数
占全部双随机抽查任务数的75%，
比去年增长34%，实现“进一次门，
查多项事”。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指的是迎
检经营主体和执法检查人员均随机产
生，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的抽查方

式。部门联合进行双随机抽查的占比
越高，企业的迎检负担就越轻，能够一
次性查验多项事务，避免多头检查、重
复监管，助经营主体减负前行。

例如，今年我省市场监管局联合
省人社厅通过“双随机、一公开”方式
组织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专项行动，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
紧盯恶意低价竞争、发布虚假招聘信
息、行业垄断、骗取稳岗资金等违法行
为，将情况一次摸清、一查到底，依法

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权益。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家规定的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任
务数占比应高于20%，从比例上看，
我省该项工作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现
全覆盖、常态化，实现“清单之外无抽
查”，有力优化了营商环境。

通过省“互联网+监管”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平台，今年以来我省共开
展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9785项。截

至目前，省、市、县三级共有2904个
部门通过省监管平台开展部门联合
双随机抽查工作。该平台共囊括
774.5万户检查对象、9.5万条执法检
查人员信息。

近年来，我省还大力推进双随机
监管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融合发展，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等级，合理确定抽
查比例和频次，做到对守信者无事不
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实现精准监
管、智慧监管。

部门联合查验 企业迎检减负

75%的双随机抽查“只进一次门”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光正、通讯员

曾泓钧）全省民政重点工作暨养老服务
工作推进会近日在武汉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将2.5万户特殊困
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纳入“2023
年全省十大民生项目”，截至目前已完
成改造2.6万户，超额完成1000户。
2021年至2023年，全省共完成“适老
化改造”6.04万户，占全省“十四五”期
间改造10万户总任务的60%。

按照民政部等4部门印发的《关
于推进“十四五”特殊困难老年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工作的通知》要求，我
省积极推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工作。省民政厅将改造任
务分解下达到各县（市、区），明确实
施步骤、改造要求，每户平均改造标
准不低于3000元；及时将民政部下
发的《城市居家适老化改造指导手
册》转发各地，指导各地参照执行；印

发《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标准化操作手册》，指导湖北省康复
辅具技术中心发挥专业优势，拍摄

“适老化改造”培训授课视频和课件，
下发各地组织民政系统工作人员和
今年中标的施工单位进行培训，为提
高改造质量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为把“适老化改造”这件群众身
边事做实办好，全省民政系统推动

“适老化改造”与智慧养老融合，探索
“适老化改造”与老旧小区改造统筹
推进。武汉、咸宁、襄阳等地将家庭
养老床位建设与“适老化改造”结合，
将“适老化改造”纳入当地智慧养老
平台管理，支持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上
门照料服务。宜昌市探索将“适老化
改造”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筑堡工
程”项目建设、城市更新、无障碍环境
建设等工作统筹推进，让老有所

“安”、老有所“乐”。

已完成2.6万户 超额1000户

今年“适老化改造”任务提前完成

湖北日报讯（记者杨富春、通讯
员丁欢）近日，黄石市出台服务民营
企业职称评审的11条具体措施，聚
焦专业技术人才最关心的职称评审，
创新评审机制，激发人才活力。

畅通职称申报渠道。打破户籍、
身份、档案、所有制等制约，在民营企
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可在黄石
申报职称评审；企业总部在本市，异

地分部招聘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可
参加该市职称评审。

放宽学历和专业要求。非全日
制学历与全日制学历、职业院校毕业
生与同层次普通学校毕业生在职称
评审方面享有同等待遇。技工院校
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
师）班毕业，可分别比照中专、大专、
本科学历申报相应职称。除公共安

全和人身健康专业外，从事专业与所
学专业不一致的，可按本人长期从事
专业申报。符合中级职称申报条件
的，可直接申报中级职称。

针对企业优秀人才，黄石开辟绿
色通道，对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高级
生产经营管理人才直接推荐申报评
审高级经济师职称；对企业作出重大
贡献以及引进的紧缺高层次专业技

术人员，优先推荐参加全省工程系列
高级职称特殊评审。

该措施畅通技能人才职评路径，
对获得由各级人社部门组织或参与
组织的国家、省级技能竞赛优胜奖及
以上，市级竞赛三等奖及以上的企业
技能人才，自获奖三年内（含当年）可
视同其贯通专业相应层级的职称水
平能力测试成绩合格。

该市人社部门发挥职称评审“指
挥棒”作用，破“四唯”、立“新标”，优
化评审服务，激发专业技术人员创新
创业活力。

黄石出台服务民企职称评审“11条”

“如果在巴西生产，CKD（全散
件组装）方式你们感兴趣吗？”“汽车
的售后服务和技术保障如何进行？”

“投资备忘录上可以加上这些企业
吗？”10月16日，巴西马拉尼昂州副
州长兼教育厅长费利佩·卡马朗一行
在十堰参访，走访当地车企的过程
中，外宾们一路上拍个不停、问个不
停。费利佩·卡马朗更是现场当起了
十堰汽车产业的“推介官”，出镜录制
视频并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上。

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长期专
注于专用车、公路客运车辆、厢式货
车、校车、新能源重卡的研发。在该
公司车间，费利佩·卡马朗对校车特
别上心，详细询问车辆性能的同时，
还不忘及时找厂家询价，“这样的校
车，我们州至少需要1000台！”

试乘完无人驾驶微型公交车，所
有的来宾纷纷竖起大拇指。“全新的
乘车体验！我刚才乘坐的这辆公交
车既干净漂亮，又环保节能，真是太
棒了！”马拉尼昂州科技厅长莱安德
罗·科斯塔兴奋地说。

在东风商用车品牌体验中心，外
宾们认真聆听讲解，不时拍照记录，当

听到这里的“完好率中心”可以借助大
数据技术服务50万+大货车时，大家
赞叹不已。马拉尼昂州立法会董事局
第二书记罗伯特·科斯塔体验了一下
东风最新款的商用车，随后竖起大拇
指点赞：“很智能，很舒适，相信司机开
起来也很棒。”他说，马拉尼昂州有很
好的港口和道路运输系统，非常需要
这样的车辆，将把在十堰的见闻与体
验带回巴西，与朋友们分享。

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单
项冠军企业，产品远销中亚、东南亚、
非洲地区。在该公司智慧新工厂生
产车间里，看到眼前的一辆重型工程
自卸车，马拉尼昂州州议员里卡多·
阿胡达忍不住坐进驾驶室体验，并让
同行嘉宾为自己拍照留念。

临分别时，双方不约而同地索要
起对方的联系方式。驰田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玉钵说，希望能够
通过此次交流，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
下一步将争取去巴西实地考察寻找商
机。费利佩·卡马朗则发出热情邀请：

“马拉尼昂州和十堰在资源等方面高
度互补，合作前景广阔，希望更多十堰
企业到马拉尼昂州投资兴业！”

巴西外宾点赞车城
现场当起“推介官”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宽宏 通讯员 莫雁 芦航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彤）据省农
作物病虫监测网监测，今秋我省气温
偏高，土壤墒情较好，小麦、油菜田杂
草预计偏重发生。10月10日，省植
物保护总站印发《2023年秋播小麦
和油菜田杂草科学防控技术方案》，
指导各地抓住冬前杂草敏感期，加强
秋播作物田杂草科学防控，力争杂草
防治处置率达到90%以上、防治效
果达到90%以上、杂草危害损失控
制在5%以下。

方案明确，坚持“综合防控、治早
治小、减量增效”的防治原则，抓住重
点区域、关键环节、恶性杂草，以农业
措施为基础、化学措施为重要手段，

示范推广一批农业生态控草技术、一
批高效低毒低风险药剂品种、一批杂
草综合治理模式，实现绿色可持续防
治的目标。

方案要求，各产区要加强秋播小
麦、油菜田杂草调查监测；做好麦田杂
草“两监测三精准”主推技术示范推广
与宣传培训，动员广大农民抓住关键
时节开展杂草科学防控。旱旱轮作田
重点防控“三草一菜”（节节麦、多花黑
麦草、雀麦、播娘蒿），水旱轮作田重点
防控“两草一菜”（看麦娘属、菵草、猪
殃殃）等恶性杂草。根据油菜种植区
重点防控“两草两菜”（看麦娘属、菵
草、猪殃殃、牛繁缕）等恶性杂草。

我省发布秋冬播小麦油菜除草害方案

10 月 10 日，位于襄阳市樊城区的
湖北诺伯特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生产
新能源汽车配件。作为一家研发制造
智能工业装备、汽车发动机核心零部件
和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该公司今年前三季度销售额达 1.2 亿
元，目前正专注于比亚迪新电机壳体项
目研发与制造。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悦 通讯员
张沛 谢勇 摄）

优化营商环境

巴西客人参观十堰汽车生产企业。

襄阳诺伯特
研发新电机壳体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闯、褚楠）
10月17日，全国定制家居行业、全国
数智农业两大产教融合共同体在襄
阳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标志着襄阳正
式启动全国性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

全国定制家居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由海天星辰智能家居（武汉）有
限公司、武汉纺织大学、襄阳职业技
术学院共同发起成立，首批成员单位
近百家，遍布全国多所本科院校、职
业院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该共同
体将充分发挥成员单位科研技术以
及资源优势，建设具有技术研发、技
术咨询、技术培训、成果转化等功能

的定制家居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
打造定制家居职教品牌。

全国数智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由北京农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华中
农业大学、长江大学、襄阳职业技术
学院牵头发起，首批成员单位包括55
所本科院校、职业院校，以及28家上
下游企业，将汇聚全国农业领域产教
资源，实现教育和产业双向奔赴。

襄阳是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今年5月成立了市域产教联合体。
此次组建的两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将致力于打造“政、校、行、企、研”
集群化融合发展新格局。

襄阳启动全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

湖北日报讯（记者袁超一、通讯
员蔡蕾、叶宇）购入26716双仿制匡威
牌运动鞋，每双加价2至4元卖给外贸
客户……10月12日，张某涉嫌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案，在黄冈市
黄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我省
基层法院运用民事、行政、刑事“三合
一”审判模式，办理的又一起涉知识产
权案件。

根据去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
管辖的若干规定》，湖北新增19家基

层法院获得标的额为500万元以下
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
辖权。此前，我省仅省法院、各中级
人民法院及武汉市3家基层法院具
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

湖北基层法院开展知识产权案件
审判工作迄今已满一年。管辖权调整
后，大量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下沉至
基层法院，既减轻中级法院负担，提高
审判效率，也减轻了企业和当事人的
诉累。一年来，全省基层法院共受理
各类知识产权案件9304件，相较于全

省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总数
17891件，占比达52%。2022年湖北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中，有3件来自基层法院。

受理案件中，审结7940件，结案
率85.34%，调撤率48.41%，平均审
理时限58.36天。相比管辖权调整
之前，案件调撤率和自动履行率相对
有所提升，多数案件通过适用诉前调
解和平台调解机制得以化解，减少了
进入强制执行环节。

省法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全省

共有67家法院设立知识产权联合保
护工作站，在重点产业建立知识产权
保护联系机制、加强行政与司法部门
的互联互动、签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服务站框架协议》、设立巡回审判点
等，聚焦知识产权保护需求，积极拓展
司法服务职能。

同时，我省法院严格落实“湖北省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联合行政执法机关深入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
加强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衔接协作。

提高审判质效 减轻企业诉累

我省过半知识产权案件下沉至基层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