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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初冬时节，位于青峰镇
上阳坪村的房县梦园黑山羊养殖专业
合作社在群山怀抱中格外养眼，一排排
整齐的圈舍，一只只跑窜的湖羊，构成
了一幅现代化规模养殖的新画卷。

“养殖基地占地约1000平方米，目
前有300多只湖羊、300多只马头山
羊，300多只波尔山羊，100多只黑山
羊，年可出栏约600只羊。每只成年羊
能卖2000多元，可实现年产值120余
万元。”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朝桂一边喂

羊，一边介绍，养殖的湖羊是北方绵羊
和湖州山羊的杂交品种，具有多胎基
因、繁殖力高、生长发育快等优势。

据了解，合作社带动10余户村民家
门口就业，人均务工收入6000余元。

在张朝桂的带动下，康长平、张士军等
15户村民主动参与到养殖的行列中
来。目前，上阳坪村养羊户已发展到6
家，全村养殖山羊2000余只。

上阳坪村围绕“一村一品”的发展

思路，结合当地群众发展养殖产业的传
统优势，因地制宜，新建、扩建村集体养
殖小区，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带领老
百姓走上增收致富大道。

该村在壮大特色养殖产业的同时，
通过加工生产青储饲料，秸秆收储、加
工、再利用能力不断提升，秸秆饲料化
利用率逐年提高，通过综合利用“点草
成金”，串起一条“绿色产业链”。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房县频
道 作者 孙光银 刘庆波）

“目前，我们厂房已安装调试完毕3条生产线，时产800桶
17.5升桶装水生产线一条，时产1000桶5升一次性壶装水生产线
一条，时产4000瓶350毫升的瓶装水生产线一条。满负荷日生产
量200吨，可实现年产值1500万元至3000万元。”11月20日，在
来凤县绿水镇沙子田村，硒都九龙堡天然饮用水湖北省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张宝仁说。

生产车间内，全自动化生产线马力全开，吹瓶、洗瓶、灌装、封
盖、打码、包装等环节一气呵成，工人们正忙着把印有“溪凤泉”3
个字的瓶装矿泉水打包好整理装车。

绿水镇地势西高南低，海拔800米左右。地形以高山、丘陵居
多，境内高山溢翠，溪流淙淙。“溪凤泉”水源就来自该镇沙子田村
地表涌泉水，日出水量可达到1万立方米。

“产品因取自溪水，含有硒、锶、钙等多种微量元素，引入厂区
的山泉水通过活性炭过滤、精密保安过滤、钛芯过滤等6种生产工
艺，确保水质安全、水的口感好。”公司检测员向树蓉介绍道。

据悉，该项目是来凤县首家天然饮用水项目，预计全年产量
将超过7万吨，年产值过千万元，年税收50万元至80万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来凤频道 作者 向秋予 周林）

“以前医保报销、社保缴费、社保卡办理业务，需要到政务服
务中心不同的窗口办理。现在都在一个窗口，不到20分钟就能全
都办好，既方便又快捷。另外，不少业务还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理，
实在太便民了！”11月20日，前来安陆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
的陈先生，对安陆市政务服务新模式赞不绝口。

刘先生所说的政务服务新模式，指的是安陆市大力推行的政
务服务“一窗通办”改革，以实现“只进一扇门、只到一个窗、只上
一张网、最多跑一次，办成所有事”为目标，让政务服务有速度更
有温度。

目前，安陆市已实现16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一窗通办”，受
到群众点赞。

据介绍，政务服务“一窗通办”改革后，群众办理业务，不再按部
门分口办理，而是通过“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
件”的工作模式，实行“一窗通办”，有效提升了业务办理效率。

安陆是孝感地区最早实施“一窗通办”改革的县市。依托政务
服务实体大厅和政务服务一体化在线平台，整合政务服务资源，打
造“一号申请，一网办理，线上线下，同步办结”的政务服务新模式。

整合后，安陆市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可以跨部门受理1600
余项业务，涉及医保、人社、教育、市场监管、交通、林业等30多个
部门的业务。

同时，办事群众还可以通过安陆政务服务网在线申请办理。
为方便办事群众多端申请，安陆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还设立了自
助服务区，配备了自助终端，可通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开展咨
询、申请、办理服务。

截至目前，安陆市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共受理、办结业务
19044项。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安陆频道 作者 孔卫 方继伟）

“你好，我想过来咨询一下立案的相关事情。”
“民事立案先在叫号机上叫号，然后等窗口叫号就可以了。”
在宜昌市夷陵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厅，这样的对话在上演，

作为群众办事的第一站，导诉员们为当事人提供诉讼咨询、立案引
导、材料收转、联系法官等诉讼服务。在另一侧，配有诉讼服务智
能查询机、诉讼服务自助服务机等智慧诉讼服务设备。

如此便民的举措始于今年10月，夷陵区人民法院对诉讼服务
中心进行了全面改造升级，打造“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满足人民
群众多元的司法需求。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取消传统封闭柜台式
服务模式，设置了安检服务区、诉讼引导区、立案等候区、业务办理
区、多元解纷区、速裁审判区、执行事务区、信访接待区等八大服务
区块。

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少坤因工作需要，常常出入诉讼
服务中心，对于诉讼服务中心的改造升级，他坦言为自己省了不少
麻烦，“相比以前，我觉得窗口分工更精细化，从诉前保全、民事立
案以及执行过程当中申请一些评估环节，都能够在这个大厅全部
一次性办完，给当事人或者我们律师提供了很多便捷性的服务。”

为了提高群众办事效率，中心的业务办理区设置了16个业务
窗口，集立案办理、审判辅助、执行事务、涉诉信访等业务为一体，
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截至目前，夷陵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共受理案件4202
件，其中网上立案1957件，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网上立案1339
件，律师服务平台立案854件，办理线上申请保全49件。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夷陵频道 作者 汪婧 邹金浩）

11月17日，冬阳高照。位于黄石大
冶市陈贵镇的湖北于万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智能环卫车项目首车下线仪式现场，
掌声雷动，于万智能科技与市城管执法
局进行首车交付签约，并与四川天恒智
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客户完成合作签
约。该公司生产的智能环卫车一下线，
便受到市场青睐。

当天上午，走进于万智能科技智能
环卫车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对即将交付
的可俐1号智能环卫车进行程序编辑，
让车辆可以对周边环境进行精准判断。

“我们目前生产的是可俐1、可俐2
号智能环卫车，是针对城市辅道、人行
道进行清扫的设备，可以实现L4级别
的无人驾驶。”上海于万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彭旭说，可俐1号是一款纯电
动自动驾驶清扫车，主要用于城市道路
及非机动车道、校园、园区等场景，可实
现高精度定位、精准贴边清扫，还支持
云端远程任务下发、远程遥控、实时监
控等功能。

据了解，湖北于万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由上海于万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具有丰富的环卫装备无人驾驶系统研
发、云端调度监控平台开发经验，为客户
创造一体化的智能环卫解决方案。湖北
于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大冶市重点招
商引资企业，项目总投资6亿元，分两期
建设，其中一期租赁陈贵镇工业园区
4200平方米厂房；二期计划购置用地
100亩，主要建设智能无人环卫车生产
焊接、涂装、整装加数字运营中心。项目
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4亿
元以上、年缴税2000万元以上，带动就
业200余人。

“今天我们共签约了 50台智能环
卫车，分别是可俐1号、可俐2号和可
俐 3 号。目前智能环卫车已正式下
线，预计此批订单将在明年1月底完成
交车。”于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熙介绍，一期工厂可年生产350台智
能环卫车，二期工厂建成后将有信心把
整体产能提升至 800 台以上，并以大
冶为中心辐射周边安徽、江西等地区
市场。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大冶频道
作者 郑甜甜）

11月21日，广水市郝店镇黑河村
稻蛙养殖基地，白茫茫的纱网覆盖着
115个大小不一的养殖池，池内撒满
了生石灰。

“我们正在对养殖池进行全面消
毒。”参与稻蛙一体化养殖的第三年，
黑河村副主任叶华俨然从“门外汉”变
身“行家里手”。

黑河村地处郝店镇西北部，木梓
河穿境而过，河流上游有一座水库，而
水资源正是养殖稻蛙的关键。“之前也
有村民养蛙，一年收入有十几万元
呢。”叶华说。

彼时，黑河村集体无产业，全年基
本无收入。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

经多方考察，黑河村“两委”决定
与养殖大户合作，带领群众发展稻蛙
一体化养殖项目。2022年初，村“两
委”着手修建养殖池。起初，村民担心
有风险，不愿参与投资，村“两委”干部

主动出资40万元，先行先试，养殖30
亩虎斑蛙。

当年7月，黑河村成立乡村合作
公司，流转70亩土地养蛙。“当年卖了
5万多斤蛙，收入有50多万元。”叶华
说。

叶华介绍，基地主要养殖黑斑蛙、
虎斑蛙，从外地购进卵块，自制孵化仓
孵化。蝌蚪孵出后，便投入养殖池，每
平方米投入约350只蝌蚪。40多天
后，蝌蚪变成青蛙，由鳃呼吸转为肺呼
吸。“这个阶段被称为‘变态期’，此时
水质一定要保持好。”叶华介绍，“青蛙
皮肤薄，一不小心就会被晒干，我们种
的水稻就是给它们遮阴纳凉的。”

蝌蚪变成青蛙后，要经历一个关键
阶段——“训食”。工作人员把饲料放
在食台上，引诱青蛙上岸吃食，为刺激
青蛙食欲，饲料里还会添加一定剂量的
大蒜粉。“只要青蛙开口吃食，后续问题
就不大。”基地管护员裴远发介绍，工作

人员每天巡护三四次，观察青蛙吃食、
水质情况，查看周围是否有天敌。

解决了“吃饭”问题，还得预防“传
染病”。去年6月，不少青蛙得了“歪
头病”，光吃食不长个，难治且易传染，
当时可把叶华愁坏了。“为防止病毒传
染到其他池子，我们把染病的一池青
蛙全消灭了，损失20多万元。”叶华心
疼地说。

为防止“惨况”再次发生，基地求
助广水市农业农村局水产科专家。经
现场勘查，专家找出了问题所在：水稻
种植稀疏，遮阴效果不好，且消毒工作
不到位。此后，基地便提高了水稻种
植密度，一年至少进行两次大规模消
毒。“只用生石灰，一个池子撒4包。”
叶华说。

精细管护下，基地渐入正轨。今
年以来，基地靠销售青蛙，收入60多
万元。给蛙群遮阴的稻谷收割后售
卖，又是一笔收入。

眼见产业红火，先后有5名村民入
股投资，周边350余个村民来基地务
工，村合作公司支付劳务费14.8万元。
村民黄友志是基地的固定工，日常负责
撒饲料、除草、抽水、巡护等工作，月工
资4000元。青蛙上市期，基地每晚有
十余人头顶照灯穿梭在田间，在此起彼
伏的蛙声中抓蛙。高峰期，每晚都有
1500多斤青蛙被送往武汉白沙洲批发
市场。“抓5个小时就能挣120元，比外
出打工强多了。”黄友志说。

“过完年后，我们会再一次消毒，
等到农历三月三，就准备新一轮的养
殖了。”叶华说，黑河村构建了“蛙吃
虫、稻遮阴”互为供给的生态系统，实
现了稻蛙双丰收。明年，村里打算整
合项目资金，新建一座泵站，扩建20
亩蓄水池，让稻蛙共养“蹦”出乡村振
兴新收获。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广水频
道 作者 程淇 高晓涵 张哲傲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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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天然饮用水项目

日装矿泉水6万瓶

1600余项政务“一窗通办”

法院打掉封闭柜台

“一站式”诉讼服务便民又利民

冬闲时节养殖池消毒忙

广水探索青蛙水稻共养

下线即签单 大冶智能环卫车受青睐

11月16日，荆州市江陵县郝穴镇
颜闸村，蔗农们收获“甜蜜”的喜悦。
颜闸村种植甘蔗 600 余亩，每亩产值
6000 元以上，预计收益可达 300 多万
元。目前甘蔗已进入销售高峰，通过
线上电商平台、线下商贩定点收购两
种方式销售，来自周边县市区的商贩
早已提前下订单。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江陵频
道 作者 梅闻 张梦瑶）

江陵甘蔗
收获如饴生活

“一村一品”壮大集体经济

房县山村依山养羊

11月 21日，2023年湖北检察机
关邀请人大代表视察检察工作（“襄十
随神”片区）启动仪式在随州举行。

启动仪式后，人大代表乘车前往
现场，视察了广水市青少年法治教育
基地、“火凤·静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室，随州市曾都区检察院建设的全省
首家一站式取证中心、心理咨询辅导
中心和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三合一中
心”，详细了解随州检察机关以能动履
职助力未成年人保护情况。

此次视察活动由省检察院统一部
署，全省检察机关分片区开展。“襄十
随神”片区视察活动以随州为起点，活
动将通过各种方式，让人大代表更加
深入了解未成年人检察、轻罪治理、知
识产权保护机制建设、公益诉讼助力
生态修复等方面情况，展示检察机关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助力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的担当作为，凝聚“人
大+检察”合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贡献检察力量。 （刘大印）

省人大代表赴随州视察检察工作
为进一步加大金融知识在广大乡

村的普及力度，提升农村消费群体的
金融素养和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切实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农行荆州分行
松滋支行组织开展了“普及金融知识
进乡村”宣传活动。

11月17日至21日支行班子率服
务小分队，先后到松滋市斯家场镇的
杨家溶、白鹤山、小堰当、文家河村和
南海镇的拉家渡、严兴场村，通过搭建
宣传台、拉横幅、摆展板，为广大人民
群众送去了一次金融服务“大餐”。

活动现场，服务小分队积极向村
民发放宣传折页，讲解网络电信诈骗
常用手段、假币防伪特征、减费让利具
体内容、存款保险保障范围、征信个人
影响、典型非法集资形式等金融知识，
并对乡亲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耐
心解答。同时“零距离”广泛征求村民
金融需求，积极推介“惠农E贷”、三代
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发、农行掌银代缴
（养老、医疗)两保缴费等产品，受到了
广大村民的广泛赞誉。

（陈东华）

松滋农行：“普及金融知识进乡村”宣传

“项目推进有没有困难？是否遇
到干部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日前，
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派出第八纪检
监察组在远景襄州智能风机制造基地
查看项目建设进度，了解惠企政策落
实情况。

该区纪委监委印发优化营商环
境整改提升方案，制定、优化63项整
改提升措施。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
项巡察，以查看资料、实地检查、个别
谈话等形式，查找全区在营商环境建

设方面存在的问题118个，已整改完
成73个。

在该区纪委监委的推动下，该区持
续拓展涉企领域“免证明”应用场景，推
动营业执照、身份证等高频电子证照证
明及批文在政务服务事项中的应用，为
企业和群众办事“减材料”“减时间”。
今年以来，该区实现权限范围内217类
证照的电子化，取消了无法律法规依据
的证明事项89项，真正把群众跑腿变
为数据跑路。 （冯越）

襄州：有力监督护航营商环境优化
“办理登记的工作人员效率很高，

场景布置也很温馨浪漫。”近日，一对
在武汉市洪山区婚姻登记处领到结婚
证的新人幸福地说。

去年，洪山区婚姻登记处因办理
结婚登记等待时间较长、服务态度不
佳等原因，收到多条不满意评价。洪
山区治庸问责办迅速督促该单位立行
立改。该单位大力改进服务，受到新
人们的好评。

洪山区把“双评议”作为提高为民

服务质量的重要抓手。今年该区治庸问
责办在全区334家服务窗口单位张挂二
维码，方便群众现场评议，收集评价
26549条；通过短信等方式邀请办事人
员评价4348次。针对部分干部服务态
度差、作风飘浮等问题，及时问责通报处
理；针对办事流程不合理等问题，督促被
评议单位进一步优化流程、提高质效。

通过不断推动优化服务，到目前，
全区“双评议”满意率达99.78%。

（胡俊昊 邢兰娟）

洪山：“双评议”优化为民服务
近期，松滋市纪委监委印发纪律

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区分不同岗位人
员，精准施策抓实纪律教育，有效摒弃
不分对象“一锅煮”“一勺烩”等传统做
法，增强纪律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针对年轻干部，该市纪委监委注
重开展沉浸式纪律教育，使他们在深
学、警醒中增强纪律意识。针对新任
职党员干部，注重抓好任前廉政谈话、
强化以考促廉、注重家庭助廉，督促扣
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针对关键

岗位人员，开展廉政风险教育、典型案
例警示教育，促使他们用纪律约束自
身行为。

该市纪委监委还督促党校把纪律
教育融入各类主体班次，通过上纪律
教育课、观看警示片、旁听庭审、参观
教育基地、组织测试、交流心得等方
式，改变你说我听、“填鸭式”的传统教
育模式。今年以来，已在主体班开办
纪律教育课7课时，300多人次接受纪
律教育。 （张绍成）

松滋：精准施策抓实纪律教育

11月20日，在恩施市白果乡桑树
坝村农村公路施工现场，挖掘机、三滚
轴轰鸣声不断，工人师傅们正在对浇
灌完成的混凝土进行抹面修整，一片
忙碌景象。

据了解，这是恩施市今年农村公
路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也
是农村道路由通到畅再到好的真实写
照。截至目前，该市今年已完成农村
公路建设93.62公里，争取省级农村公
路养护资金2000多万元；行政村通客
车率达到100%。

为着力打通农村寄递物流“最初
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恩施市建成
乡镇寄递物流服务站14个，165个行
政村的村级综合服务网点已全部建设
完成并投入营运，搭建起“开放惠民、
集约共享、安全高效、双向畅通”的市
镇村三级农村寄递物流服务体系。

恩施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表示，在
做好农村公路建管养齐头并进的同时，
将逐步提升农村寄递物流供给能力，确
保山区特色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
来，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吴英龙）

恩施市全面推进交通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