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4日，在第五届中国
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开幕式
上，黄石下陆区《以信用为基，
探索打造“一证多址”新应用》
荣获全国优秀信用案例。

今年2月，下陆区聚焦推动
食品经营领域审批便利化改
革，制定《下陆区食品经营许可

“一证多址”工作实施方案（试
行）》，使企业开店能以信用承
诺方式替代事前核查，实现了
简化审批手续、明确办理流程，
审批时间由20个工作日缩短为
当日即办。

在实行“一证多址”改革前，
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只能对应
一个经营场所，每新增一家连锁
店都需要提交一套办理材料，增
加不少成本。“一证多址”让食品
连锁经营企业新设门店实现了

“快捷粘贴”“快速复制”。
“办证效率很高，以后再开

分店就方便多了！”3月，湖北金
港传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在下陆区政务服务中心顺利
领取“一证多址”食品经营许可
证，成为黄石第一家享受到“一
证多址”改革红利的企业。

“一证多址”的实现得益于
下陆区构建“信易+监管”新机
制，丰富市场主体的信用应用
场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在
审批过程中，对企业是否存在
重大风险隐患、严重失信行为、
重大违法行为等情形进行比
对，将信用承诺纳入市场主体
信用记录；在办理证件后，监管
部门将在15个工作日内实施现
场检查，重点检查申请人承诺
事项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食
品生产经营条件是否符合食品
安全要求等情况，对不符合要
求的责令整改，整改后仍不符
合要求的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并
记入不诚信档案记录，共同构
建信用市场环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下
陆频道 作者 汪涛 唐上游）

“过去5个环节才能完成的
事，现在一个窗口一个环节就
能办完，真是太贴心了！”近日，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盛世
国际文体项目负责人李胜国在
黄陂区政务服务中心现场领取
到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证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盛世国际文体项目是黄陂
区重点民生工程，了解到该项
目急需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后，黄陂区行政
审批局当即指派首席服务员

“一对一”进行全方位帮办服
务，指导企业以“承诺可开工”
方式提交申报资料。

“承诺可开工”是指对符合相
关条件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
位作出书面承诺并提交报建资料
后，相关主管部门和单位不再对
项目资料进行实质性审查，直接
作出审批决定，实现“多证齐发”。

通过“承诺可开工”方式办

理排水事务，排水户审批环节由
5个环节压减至1个环节、审批
材料由9项压减至4项，审批时
限由15个工作日变为“即来即
办”。黄陂区行政审批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工
程建设项目，黄陂区全域推行涉
水事项“承诺可开工”，实现当场
拿证、“多证齐发”。

截至目前，该区行政审批局
加推“承诺可开工+N”系列惠企
举措，以“承诺可开工+局长走流
程”拓宽智慧审批场景、“承诺可
开工+定制办”增强用户体验、

“承诺可开工+首席服务员”构建
审批闭环，实现了从“高效办成
一件事”走向“高效办好一件事”
的迭代升级。目前，通过“承诺
可开工”模式办理涉水事务37
件，帮助企业在办事过程中降本
增效。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黄
陂频道 作者 吴九云 张茜）

11月8日，走进保康县龙坪镇大阳
坡村，道路洁净，路边的格桑花绚丽绽
放，墙体彩绘栩栩如生。

“村里漂亮了，游客也多了，我家门
市部生意越来越好。”村民姜玉梅喜上
眉梢。

“今年生意真不错，从6月底到8月
底，毛收入就有5万多元，能抵以前一
年的收入。”龙坪镇龙坪村村民姜大荣
忙得不可开交。

自龙坪村被确定为美好环境与幸福
生活共同缔造试点村以来，全村围绕美
丽庭院打造、“五乱”治理和“小三园”建

设，开展环境整治，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姜大荣申请了2万元政策资金对

自家民宿提档升级，今年夏天，她家客
房天天满房。

精耕农旅融合，打造“诗和远方”。
龙坪镇平均海拔1350米，夏季平均气温
23℃。去年以来，该镇按照“山区变景
区、田园变公园、民房变客房”的思路，走
出了一条“民宿兴村”的绿色致富路。目
前，保康县发展旅游民宿400余家，房间
总数2800多间，床位总数5000多张。

一到周末，寺坪镇蒋口村文化广场
儿童乐园吸引了不少孩童。他们有的

荡秋千，有的玩跷跷板，有的玩滑滑梯，
一片欢声笑语。

“这里变化太大了，从‘脏乱差’转变
为‘优乐美’。”蒋口村党支部书记黄玉成
说，这个小广场位于高架桥下，过去长期
堆放建筑垃圾，臭气熏天。村里虽然安
排了专人清运，但还是治标不治本。

在经过充分论证和村民共同协商
后，该村规划利用高速公路高架桥下空
间，精心打造了一处集游玩、餐饮、休闲
于一体的文化广场。

荒地变游园，乡村活力尽显。“儿童乐
园开起来后，店里生意也好起来，一天能

卖个几百元。”烧烤店老板罗意高兴地说。
美丽乡村建设，激活乡村旅游“一

池春水”，绽放“美丽经济”。“相思寨湾”
“塞上白竹”“水墨大畈”“银溅云溪”“红
色黄堡”……一个又一个村庄火爆出
圈。生态环境体验游、历史文化纪念
游、民俗文化体验游、田园风光游、休闲
采摘游等乡村主题游，吸引游客来到保
康。1月至11月，保康全县乡村旅游接
待量达 300.7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24.1亿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保康频道
作者 王玮 肖婕 彭燕丽）

卧室里配置护理床、防褥床垫，阳
台上安装监控设备、电动晾衣架，卫生
间加装一字形扶手和沐浴椅……近
日，巴东县信陵镇白土坡社区朱祚照
老人家，刚刚完成了适老化改造。

朱祚照老人今年83岁，因为身
患高血压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平时
只有老伴儿谢克凤一个人照顾他。

“原先总是担心怕他摔着，现在有
了这些设备，他起床、洗澡、上厕所、走
路都方便多了，在外打工的家人还能
通过手机监控看到家里的情况。”谢克
凤指着房间里崭新的设施给社区工作
人员看，语气里满是喜悦。

让谢克凤安心的，是今年巴东县

实施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
改造工程，他们家是全县400余户完
成适老化改造家庭中的一户。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为推
进社会适老化改造工作，今年初，县
民政局通过摸底排查，计划对信陵镇
白土坡社区、黄土坡社区和野三关镇
铁厂荒社区等地404户特殊困难老
年人实施家庭适老化改造，改善困难
老年人居家生活环境。

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是老年人的
心愿，也是儿女的牵挂。如何通过适
老化“小改造”，承载老年人“大幸福”？
7月19日，巴东县政协委员及县民政
局、县住建局负责人来到信陵镇白土

坡社区，围绕推动城市社区适老化改
造开展民主监督活动，就推动适老化
改造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各抒己见。

大家纷纷建议，结合老年人身体
机能、行动轨迹、生活习惯等特点，

“一户一策”实施改造。
“404个老年人家庭，需要404个

改造方案。”巴东县民政局在实施过程
中，对照省民政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关
于加快推进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
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明确的改造项
目和老年用品配置清单，根据老人的
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方案，进行改造。

现在，居住在云集路的赵世凤再
也不用担心洗澡问题了，经过适老化

改造，施工人员在她家卫生间安装了
淋浴器和安全扶手，还在门外安装了
监控设备和电动晾衣架等。

看见社区工作人员来了，赵世凤
喜上眉梢地说：“我无儿无女，平时侄
儿照管我。政府帮我把淋浴器都买
了，还安装好，真是太贴心了。”

配置护理床、轮椅、沐浴椅、坐便
椅、换鞋凳，安装晾衣架、监控设备、
安全扶手……截至目前，全县404户
适老化改造已基本完成，一个个小小
的改动，为行动困难的老年人营造出
便利的生活环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巴东频
道 作者 田苗）

土豆炖牛腩、木耳小炒肉、清炒四
季豆……11月17日中午，刚到饭点，
荆州市沙市区朝阳路社区食堂内一道
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香气四溢，不少
老人排队取餐后，围坐一起边吃边聊。

“朝阳路社区有500多位老年人，
独居老人比例较高，老年人就餐服务
需求强烈。为解决老年人‘就餐难’问
题，社区改造升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拓展居家养老助餐服务，社区新建食
堂面积200多平方米。”沙市区朝阳街
道朝阳路社区党委书记苗红梅说，社

区积极发动社区退休老党员、老职工
成立小水滴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轮流
提供洗碗、打菜、送餐和保洁等服务。

如何破解高龄、独居老人吃饭难
题？沙市区积极拓展以老年助残服务
为基础的养老服务供给，采取“政府+
慈善”“社区+物业”“公建+民营”等模
式，推进资源、平台、服务“三下沉”，让
老年人愿意吃、吃得好，企业愿运营、
能运营，实现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
2023年，沙市区将老年人助餐点工作
纳入政府“十件实事”，在全区6个街

道范围内全覆盖开办社区食堂，解决
5万多位老年人就餐难题。

“家里就我和老伴儿，自己做饭
耗时耗力，在社区食堂花十几块钱就
能吃一餐饭，还有很多菜式可以选
择，经济实惠又方便。”社区居民刘传
喜笑盈盈地说。

“朝阳路社区食堂创新共享厨师
的模式，由酒店中央厨房统一烹饪后
配送，每餐约20个菜品，荤素搭配、
少油少盐，价格从1元至8元不等，既
保证饭菜品质又节约人力成本，让老

人吃饭既安心又实惠。”荆州巴山子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易小雨
介绍道。

今年，沙市区出台《老年人助餐
点补贴方案（试行）》，对建成并正常
运营6个月以上，并且月服务老年群
体达到1000人次及以上的助餐点发
放运营补贴。沙市区民政局副局长
熊丽玲介绍，该区所有社区食堂均严
格落实“六公示”制度，将食品经营许
可证、健康证、惠老价及老年人助餐
补贴政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
安全承诺书、服务（投诉）电话上墙公
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老年人

“舌尖上的安全”。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沙市频

道 作者 余延平 江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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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安 老有所乐

11 月 8 日，2023 年全国
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在
英山县大礼堂广场举行，当
地 1000 名老年人沐浴着初
冬的暖阳，阔步前行。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

英山频道 作者 童曙明）

迈开双腿
拥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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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宜昌市点军区朱市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江
南新城党支部、国土资源局等40余名志愿者清理长江沿线垃圾。活
动中，志愿者对卷桥河河道、维多利亚沙滩及江边河道垃圾进行清
理，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点军频道 作者 穆华珍）

英 山

“一证多址”获评全国优秀案例

在下陆区开店可“秒批”

“承诺可开工”制度
助力项目建设加速跑

清理沿线垃圾
共护长江美丽岸线

建设美丽乡村 绽放“美丽经济”

保康乡村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4亿元

巴东404户“一户一策”

适老改造改出“稳稳的幸福”

沙市打造“10分钟就餐服务圈”
让5万名老年人吃上热乎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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