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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在企，如我在诉，如我营商
——武汉法院倾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5.0版

在这里，15家基层法院入驻矛调中心实质
化运行，81个“小切口”项目正在培育、壮大，涉
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举措更优更实。

在这里，2500余万元的大额基金份额经执
行方案专业化定制，10日内实现基金解封、变
价、发放案款；涉案近6000人的执行案款通过

“云发放”一键发还。
2023年，是湖北高院确定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建设降本增效突破年”，武汉法院以降成
本、优服务、增质效为核心，立足群众满意、市
场评价、企业感受，采取有效举措，全力打造

“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5.0版”。

出实招降成本：源头活水不断涌现

今年上半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案数
同比下降2.3%。这是近年来该院收案数首次
出现拐点。

“诉前重防控、诉中提效率、诉后讲能动”，
全市法院诉源治理工作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
矛盾纠纷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
治理。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
江岸法院以“格局一体化、平台多元化、调

解专业化”为抓手，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
前端化解，打造多方齐参与、机制共健全、流程

更高效、矛盾早化解的多元解纷新局面，今年
以来受理诉前调解案件1.5万余件，大多数案
件在诉前化解。

江汉法院推动“诉源+执源”双源同治，形
成“在诉讼阶段考虑执行、在执行阶段扫除障
碍”的诉执一体工作模式。

源头谋治理，诉中谋优化。
为降低市场主体诉讼成本，江汉法院、江

岸法院、青山法院等相继推行金融纠纷诉讼费
缓交机制，将诉讼费缴纳环节后移，简化诉讼
费缴纳和退还程序。

武汉中院对胜诉退费系统平台进行升级
改造，完善退费流程，简化审批程序，对关键流
程和重要节点及时督促。截至10月底，全市法
院完成胜诉退费1.6万余件，涉及金额9400余
万元。

真评估优服务：司法能动愈深愈实

“案案都是营商环境试金石”，如何有效落
实这一理念？

“有温度、有精度”的制度引领，进一步推
动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常态化、规范

化、信息化。
年初，武汉中院结合全市法院工作实际，

制定《武汉法院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实施细
则》，在立案、审理、财产保全、执行、审限变更、
司法各公开环节“全流程闭环”落实经济影响
评估制度，要求“涉企案件必评估，评估过程实
质化，评估结果有效应用”，进一步深化涉企案
件经济影响评估运行成果。

围绕涉企案件保全，青山法院打造全流程
“保全案件前置担保”工作机制，实现担保措
施、担保财产在审判和执行阶段“共享”，涉企
保全一“函”通办，立审执“互联”等，开启涉企
保全案件绿色通道。

蔡甸法院推出“诉前财产保全温馨提示
卡”“诉前财产保全提示书”，武昌法院对涉企
保全类案件实施经济影响“双评估”措施，及时
获取被保全企业的意见建议，提升经济影响评
估效果。

武汉中院实行执行方案专业定制，对重大
涉企案件面对面开展涉企评估，实行“一案一
策”专业处置，高效审理武汉首起大额上市公
募证券基金份额执行案。

汉阳法院、新洲法院通过执行预告知机
制，全方位考量执行行为对企业生产经营可能
造成的影响，督促被执行人自动履行。

以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为发力点，
营商环境“最优解”持续生成。

“小切口”提质效：立审执破持续再生

7月，省营商办公布《2023年全省优化营
商环境先行区改革事项清单及创建点名单》，
武汉法院14个改革项目“榜上有名”。

东西湖法院会同辖区八部门建立优化破
产财产查询及处置机制，作为14个改革项目之
一，该机制通过多部门协力配合，保障破产管
理人快速掌握破产企业财产状况，为后续资产
处置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稳步推进14个先行区改革事项建设的同
时，武汉中院发布“2023年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重点任务清单”，提出以“小切口、精准化”改
革，推进营商环境机制创新再突破。

先行先试、多点突破，一批批创新试点落
地生根。

在诉前，江岸法院建立全省首个三方联动

的医疗纠纷“诉前鉴定+多元化解”机制，武昌法
院对建设工程、医疗纠纷、交通事故案件实行鉴
定前置，有效降低鉴定类纠纷的诉讼成本。

在立案环节，硚口法院建立涉企案件“承
诺+容缺”工作机制，企业立案时仅缺少个别非
关键性材料的，一次性告知其在后续环节补充
完善，涉企诉讼“绿色通道”更加高速畅通。

蔡甸法院、经开法院等相继推行律师调查
令在线申请，借助电子律师调查令线上申办系
统，实现业务在线申请、在线审批、在线反馈，
提升律师调查令取证便利度。

东湖法院在全省首推全流程“无纸化”办案
模式。实行调、立、审、执各环节、全要素的“无
纸化”线上程序流转，目前已运用随案生成电子
卷宗技术，万余件审执案件实现“无纸化”办理。

今年10月，武汉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通报武汉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行动
方案5.0版推进情况，发布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典型案例，大力营造亲商、爱商、护商、助商、
惠商的舆论氛围。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武汉法院将继续立
足司法工作服务营商环境的宗旨，坚持把群众
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市场评价作为第一评价、
企业感受作为第一感受，更加精准、高效、规范
对接市场主体需求，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步伐更加坚实。

（黄洋 刘万花）

膘色黄亮，肉香浓郁，咬一口下
去皮韧肉嫩，肥而不腻。

10月 11日，在黄公顺酒馆堰
河分号，一锅腊蹄子端上桌，游客品
尝后，要来老板冯毕建的联系方式，
决定年底预订几只腊蹄子作年货。

今年冬天，冯毕建打算再做
1000余只腊蹄子，供自己农家乐使
用和游客购买。“光腊蹄子，一年就
有七八万元纯收入，不愁销。”冯毕
建说。

在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像冯
毕建这样的商户不在少数。村里承
办了10年“打年货，到堰河”年俗文
化节，建起年货一条街，家家户户卖
山货。

堰河村党委书记闵洪艳说，目
前，已有30多个国家的游客到堰
河游玩尝鲜。城里人爱来、村里人
增收。2022年腊月，全村线上线
下销售腊蹄子、茶叶等年货2000
余万元。

打响品牌求特色

家门口办起“年货节”

堰河村文化广场上，有一条土
特产展示展销长廊，店铺内陈列着
各种干货山货。

每到春节，这里处处张灯结
彩，腊味飘香。李桂茹家去年腌了
500多个腊蹄子，请了10多个邻居
去帮忙。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熏制腊肉，
用黄泥大缸缸腌发酵是谷城的特
色。“腌好了，自然风干小半年，口感
最佳。”李桂茹说。

而在过去，山货出不去，客商
进不来，很多老一辈村民只能“盯
着山坡看，房前屋后转，守着几块
田，养鸡数着蛋”，过着一成不变的
穷困生活。

养在闺中的农产品如何出山？
农产品如何优质又优价？

多方考察学习后，闵洪艳对农
村发展有了一些新认识：用工业化
思维建设农村，用市场化模式运营
农村。

“‘工业化’就是要有标准，就是
对大小、长短、型号等有要求；‘市场
化’就要善于品牌营销，酒香也怕巷
子深，货好也得会吆喝。”闵洪艳说。

合作社注册“堰河香”品牌，售
卖茶叶、腊蹄子等130余种系列产
品。该品牌被认定为“灵秀湖北”旅
游商品标识，堰河实现从零打碎敲
到规模经营，从提篮小卖到品牌销
售的转变。

村里承办了10届五山年俗文
化节，累计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销
售年货过亿元。2023年1月，襄阳

“打年货、游堰河”年俗之旅，入选文
化和旅游部推出的128条“乡村四
时好风光——瑞雪红梅 欢喜过年”
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从“赶集卖”到“在家销”

小村触网“潮”起来

9月6日，在微信上接单后，堰
河村情雅居茶叶土特产批发店老板
蔡恒敏将9斤桑葚干、4斤茶叶、16
斤木耳打包好，分别寄往襄阳、武
汉、深圳。

谷城县是“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建成乡镇电商物流服
务站12个、村级 240个。蔡恒敏
说，依托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
系，她在家每年就能销售土鸡蛋50
余万枚。

2022年1月11日，“五谷深情·
味在谷城”农产品电商博览会在五
山镇堰河乡村旅游区开幕。在直播
带货区，主播们为网友推荐特色优
质农产品，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突破
300万元。

不少年轻人也选择返乡创业。
他们以电商当农田、手机当农具、直
播当农活，让小山村触网“潮”起来。

李长健夫妇在越南打工多年，
学会了咖啡、糕点等制作技艺。
2019年返乡创业，他们在民俗文化
园二期开了家咖啡馆。疫情期间游
客锐减，他开启直播带货模式，通过
传统手工炒茶、茶香酥制作等技艺，
吸引众多粉丝围观，2022年在网上
销售土特产30余万元。

目前，堰河村户籍人口 1050
人，常住人口突破1800人。

闵洪艳介绍，目前已有16家公
司在堰河注册。村里计划投资
5000万元，将老旧学校建成“堰河
香”旅游商品深加工电商产业园，吸
引更多企业落户。

景村一体、主客共享

获评国家4A级景区

入夜，外地游客们从民宿、客栈
汇聚到文化广场。

任安强是村子里的“歌星”，村
口的广场就是K歌的“舞台”。一首
《小城故事多》，既有远来游人的演
绎，也有当地村民的助兴。

景村一体，主客共享，把整个山
村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4A级
旅游景区，堰河村准备了10余年。

但2021年 7月 23日，一场特
大暴雨造成3个大堰塘决堤，堰河
村部分沿河护栏、滚水坝、铁吊桥等
基础设施被冲毁，满目疮痍，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300多万元。

这里，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家
园，也是2个多月后即将接受评审
验收的旅游区。从凌晨3点开始，
闵洪艳和党员祝勇等一直忙着组织
村民转移。雨停后，闵洪艳马上组
织干部、党员和广大村民清淤整修、
排涝消杀，进行灾后重建。终于，
2022年1月，堰河乡村旅游区成功
获评国家4A级景区。

让更多游客近悦远来，让更多
村民畅享红利——

去年9月，总投资1.77亿元的
堰河水库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
将有效解决堰河、下七坪等5个村
（社区）1.27万居民生活用水及0.65
万亩耕地灌溉用水问题。

今年5月，总投资1.03亿元的
山野农场开门迎客。住帐篷酒
店，游萌宠乐园，看篝火晚会，赏
烟花大秀，小山村的夜晚不再静
悄悄。

如今的堰河村，农耕博物馆、民
俗文化园、院士工作站、生态白酒庄
一线串珠；茶圣亭、茶经路、茶艺馆、
小游园星罗棋布……

货好也得会吆喝
——堰河村绿色发展启示录之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欣 余姝满 通讯员 阮班明

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通讯员赵
超）广大司机注意了，下月起通行湖北高
速公路，通行费票据将不再提供纸质版，
全部改为电子发票。

12月8日来自省交通运输厅的消
息，从2024年1月1日起，湖北省所有
高速公路将实现现金（含移动支付）通行
费票据电子化，不再提供通行费纸质票

据（俗称“纸改电”）。另外，一级收费公
路现金（含移动支付）通行费票据电子化
工作，按照属地原则，由地方交通运输、
财政、税务等部门组织实施。

“纸改电”不仅提高通行效率，还可以
减少纸张浪费和碳排放。据统计，原来纸
质发票成本约每张0.1元，为支持开具纸质
发票还需要付出大量人工、领销票等成本。

据了解，省联网收费中心建设湖北
省高速公路现金通行费电子票据管理平
台，对接湖北省财政票据管理系统，实现
政府还贷高速公路财政电子票据的申
领、开具、存储等业务服务；对接全国收
费公路通行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实现
经营性高速公路现金通行费电子发票开
具、版式文件生成、查询和交付等功能，

优化收费公路电子发票开具服务。省联
网收费中心开发微信小程序，为用户提
供在线开票服务。

目前，湖北多个高速收费站已开始
试运行“纸改电”。近期来自鄂东高速9
个收费站统计数据显示，前期试行“纸改
电”后，单车收费时间缩短3秒至5秒，
收费站整体通行效率提升10%。

下月起，湖北高速通行费票据“纸改电”

连日来，我省冬季火灾集中治理
“百日会战”行动向纵深推进。

各地重点针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九小场所”、混合经营场所等八类重点
对象，多元共治整体推进，紧盯岗位人
员责任不落实、违规电气焊和施工作
业、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十类突
出问题，全力打赢风险隐患歼灭战。

防止“带病经营”，根治隐患顽疾

11月28日晚，孝感市消防救援支
队成立16个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对
足浴、汗蒸馆等场所进行消防安全专项
检查。

“这个是疏散通道，你装这个密码
锁，一旦发生意外，顾客能逃生吗？”在
一家足浴店内，消防监督员发现店主为
了防止顾客逃单，在多处疏散通道加装
了密码锁，同时店内使用大量易燃可燃
装饰材料进行装修。当场，检查组要求
该店停业整改，坚决防止“带病经营”。

在黄冈市，消防监督员对69家地
下小商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发现多家
地下小商铺存在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未
按要求配置灭火器，电气线路敷设不符
合要求、燃气橡胶管老化等消防安全问

题。消防监督员叮嘱各店铺经营人员：
“电气线路不能私拉乱接，需要用阻燃
材料穿管保护，不能敷设在可燃物上，
更要避免大功率电气线路超负荷使
用。”

为避免“三合一”场所火灾事故的
发生，监利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应急
管理局、容城镇政府，对辖区87家“三
合一”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特别对
整改后一直复发的“三合一”商铺加大
巡查检查频次与隐患整改力度，力求将
此类顽疾根治干净。

“查、训、练、宣”一体服务

消防监督员纷纷走进辖区医院、福
利院、养老院、托育机构等场所，开展集
检查、培训、演练、宣传为一体的消防安
全专项检查及指导服务。

“消防值班室的值班人员，每班不
少于2人且必须持证上岗，并保持24小
时在岗在位，同时对消防报警系统、消
防监控系统等能够熟练操作。”11月29
日，消防监督员在对广水市十里卫生院
检查时说。当日，该市检查专班还对市
第一人民医院、市南山医院、上善托育
公司等进行检查，发现存在部分机构对

消防设施保养不到位，消防值班室值班
人员存在无证上岗，对消防报警系统、
消防水泵等消防设施操作不熟练等情
况。

“冬季用火用电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烤火人走断电。”
11月30日，通山县消防救援大队针对
县安康精神病医院弱势群体(病人)多、
易燃可燃化学制剂多等特点，讲述扑救
初起火灾、组织被困患者逃生等消防知
识。期间，他们走进14家福利养老院
排查火灾隐患。

在天门市春蕾幼儿园，消防监督员
发现部分室内消火栓、灭火器被幼儿园
教学用具、装饰物等遮挡，现场告知幼
儿园负责人这一安全隐患，并一同将遮
挡消防器材的杂物移开。11月29日以
来，消防监督员对天门市28家托育机
构、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
宣传教育，目前已排查整改隐患173处，
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了火灾事故发生。

确保检查一个，整改一个

“要从常规处找问题，从隐秘处查
隐患！”近日，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专家
在武汉检查时说，大型商业综合体等是

火灾防范的重点领域。
“常闭式防火门上应醒目张贴‘常

闭式防火门请保持关闭状态’等警示标
语，否则容易影响人们的观察和判断。”
12月6日，鄂州市消防监督员在辖区新
亚太国际广场进行排查时，发现一处常
闭式防火门未张贴警示性标语，消防监
督员要求负责人整改，同时“确保一直
处于关闭状态”。

“这个洞里面保温材料是岩棉，是耐
燃材料，但火大一样能烧着，这个洞要封
堵！”在咸宁市同惠广场大型商业综合
体，消防监督员对综合体内是否设置灭
火救援窗口有无广告牌遮挡、地下冷库
隔墙是否采用聚氨酯泡沫板、消防安全
通道是否被占用等进行了详细检查。

“要确保检查一个，整改一个！”检
查中，各地消防监督员立足大型商业综
合体防火要点，查看消防控制室值班人
员在岗在位及防火巡查、检查记录填写
情况，重点对商场安全出口、消防通道
是否畅通，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
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安全责任制是
否实际落实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排
查，并对商场工作人员的基本消防安全
知识、消防技能、应急处置能力等掌握
情况进行随机抽查。

全力打赢风险隐患歼灭战
——我省冬季火灾集中治理“百日会战”行动侧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喜 通讯员 鄂消宣

解锁堰河村绿色发展密码

12 月 1 日，在荆襄河水系治理连通及配套工程项目荆州市沙市区楚源路段施工现场，复兴渠渠道建设及驳岸整
治已初具规模，平整地面、景观绿化等系列收尾工作正加快推进。荆襄河水系治理连通及配套工程项目占地面积约
1275 亩，建成后连通区域内水系总长度约 12.35 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构建以人为本、以业为先、以水为脉、以绿为韵
的生态城市空间，打造荆州绿色城市新名片。 （视界网 张梦瑶 潘路 摄）

荆襄河水系治理连通工程

加快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