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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观察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鹏、通讯员黄朝晖）12月4日，记
者从鄂州市住建局获悉，今年全市深化工程建设领域审批
改革，大幅压减审批时限，政府投资项目、社会投资项目全
流程审批时限分别缩短至47个、38个工作日。

今年4月16日，鄂州国际会展中心完成竣工联合验
收，3个月后进入运营期。在该项目建设前期，各审批部门
按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三个阶段，
对涉及的多个审批事项进行并联办理，项目方只需提交一
套材料即可同步申办每一阶段所有事项。

项目动工前，通常需要完成项目立项、用地许可、规划许
可等流程，涉及多个部门，费时又费力。为优化营商环境、压
缩审批时限，鄂州市全面推行落实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审
批事项合并办理等措施，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的材料
清单、办理时限、办理方式等进行全面优化。与改革前相比，
工程建设领域所有事项审批时间压减幅度超过50%。

在项目竣工验收环节，住建、规划、人防、档案等部门集体
行动、联合验收，并在验收前组织专家到场提前进行技术服
务，确保项目验收一次性通过。目前，鄂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
合验收时间最多不超过6天，耗时只有省定标准的一半。

鄂州工程建设审批时间提速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鹏、通讯员黄朝晖、姜志刚）12月
1日，鄂州市今年累计完成10余个工业园区转供电改造，
惠及企业近百家。

“推上闸刀就能用电，比通过园区接电方便多了。”今年
10月，为优化营商环境，国网鄂州市华容区供电公司完成
葛店经开区双创谷二期工业园区转供电改造，入驻该园区
的企业全部用上直供电。

工业园区转供电一般由业主单位委托物业公司管理与
维护，并代收电费。对企业而言，这样的用电方式并不省
心。双创谷产业园有关负责人介绍，原来入驻企业要用电，
先找物业公司，由后者向供电部门申请，然后还有现场勘
查、确定供电方案、进场施工、验收接电等环节，企业用上电
至少要一个月时间。

实施转供电改造后，园区企业直接对接供电企业，不仅
可以直接“零证办电”，更能直接享受零上门、零审批、零投
资的供电服务，让企业报装用电申请省时又省力。在电费
核算方面，企业不需要承担变压器变损，用电成本进一步降
低。同时，企业用上直供电后，还可以获得独立的电费账单
进行增值税额抵扣，直接享受国家减费降价政策红利。

转供电改造惠企近百家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鹏、通讯员马卓 张文轩）
今年前11个月，鄂州已为55家“小巨人”企业贷款
22.25亿元，其中14家企业已明确上市目标。

针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
的困境，鄂州市不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实施中小企
业成长工程。目前，鄂州市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8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

彤诺电子鄂州工厂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其专业生产显示器及品牌电脑一体机，产品远
销海内外，今年更是逆势上扬，销量上涨四成，销
售额翻番。

“金融给力！”彤诺电子副总经理熊阳熙介绍，
公司老板是鄂州人，于2010年返乡投资建厂，2013
年投产，一期占地100亩，现产销两旺，公司将新增

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生产线，需要建设二期，仅基础
建设就要1.2亿元。而公司销售回款压力较大，资
金紧张。

得知企业难处，市金融局主动协调，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湖北银行等纷纷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对接，
按照鄂州市扶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贷款政
策，新增贷款1亿元。“以前贷款需要抵押、担保等，
办理下来往往在一个月以上，现在只需一天。”熊阳
熙说，有了贷款，二期建设顺利进行。

武汉新城和花湖机场两大省级战略叠加，正是鄂
州腾飞的历史窗口期。鄂州市紧密围绕高端装备、生
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展开布局，挑选出成长
期企业，加强与企业联动，帮助企业解决经营中遇到
的政策问题，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55家“小巨人”企业获贷22亿元
其中14家明确上市目标

“00后”吴优是育苗繁育高手，他在养殖

车间里一跺脚，数以万计的鱼宝宝就成群浮

出水面朝他游来。

距吴优20余公里远处，岳石洪村木溪咖

啡馆里的戴含笑、全李魁忙着调制咖啡，香

醇浓郁的味道溢满山村小院。

在临空经济区沙窝乡，周杨带货直播，

当地特产豆丝远销全国。

连日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访发现，

在鄂州的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批扎根乡村的

“新农人”。鄂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方勇利

说，鄂州市大力实施“乡村工匠”“农村电商

人才”“一村多名大学生”等计划，鼓励乡贤、

乡村能人回乡，累计为农业农村领域输送人

才1000余人，建设院士专家科研基地面积达

1.5万亩，生态种养殖面积50万亩。

如何将直径不到0.2毫米的鱼卵孵化成鱼
宝宝，又如何将体长不到0.3毫米的鱼宝宝培
养成鱼苗？

11月28日，鄂城区杜山镇下王村永达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里，吴优带着一帮“小伙伴”
在车间里检查鱼卵孵化情况，“这要特别注意
水温，不能高也不能低。一般七天左右会孵化
出来。”他说。

“你看，有两条已经孵化出来了，在动！”吴
优指着棕片中间一处鱼宝宝兴奋地介绍，而记
者凑近看了半天也没找到。通过录像放大后，
记者才看到，刚孵化出来的鱼宝宝，比芝麻还
小的身体几乎全透明，尾巴在不停摆动。

今年23岁的吴优从小就跟着父亲吴四文在
养殖场打滚，尽管在大学学的物流专业，但
2021年毕业后，他还是决定跟着父亲学养鱼苗。

“那就试试吧！”吴四文没想到，儿子比他
想象的要认真、能吃苦，父子俩经常凌晨5点
左右“查房”，在实验室一呆就是大半天。仅
一年多时间，吴优便掌握了鱼苗培养的“独门
绝技”。

吴优说，鱼儿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可以通
过游动、体型，甚至拉的粪便等来读懂它们的
情绪和成长状况。如果有鱼儿生病，可以通过
病理实验找到原因。

吴四文介绍，在儿子的建议下，合作社投
建了智慧育苗生产线，并引来和儿子志趣相投
的同龄人。一年来，因更高的存活率，这里的
鱼苗受到市场热捧，虽然在冬季，但“明年的订
单已经飞来了！”

目前，永达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的鱼
苗达6亿尾。吴优说，家乡的花湖机场已经开
通货运航线，他将借“机”协助父亲一起打造国
家级原种场，守护好鱼种“芯片”，把鱼苗销售
得更远。

今年11月，鄂城区汀祖镇岳石洪村
投资主体百村集团董事长余元兵、木溪咖
啡老板刘洁等获得了新的身份：新村民。

鄂城区区长夏鑫说，“新村民”是乡村
振兴事业的新生力量，颁发“新村民”证书
既表达支持市场主体投资运营乡村、扎根
乡村发展的决心，也是推动建立联农带农
机制，鼓励他们与村民合力把乡村建设得
更加和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关健是人才。鄂州市正深
入推进“三乡”工程，实施乡村合伙人、创
客、CEO计划，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千年古村岳石洪村，昔日因采矿而千
疮百孔，2019年，岳石洪村以土地、废弃
厂房学校等要素入股，将百村集团从一名
规划设计者变为投资共建者。

百村集团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以商招
商，吸引了木溪咖啡、东山书院、伊甸元文
化园等进驻，废弃小学变身网红民宿，废
弃矿井复垦为绿色茶园，矿井塔台建成矿
采景观……

初冬深秋，步入岳石洪村，白墙黛瓦
间，浸染着深深的山村意境。

走进木溪咖啡，“00后”戴含笑端上
一杯拿铁。作为本村人，她愿意回到家
乡，因为这里成为景区，前景可期。

她的老师全李魁是名95后，来自东
方山另一头的大冶，他看中岳石洪村的风
景，随刘洁到这里负责运营维护。“有人喜
欢灯红酒绿，也有人喜欢自然风景！”他深
信岳石洪村会越来越火。

“有人就有了希望！”村党支部书记张
志平说，美景、人文、酒店、民宿、瑜伽、咖
啡和图书等元素汇集，吸引越来越多年轻
人进驻，新时代乡村魅力与活力十足。

暖阳之下，临空经济区沙窝乡沙窝村七
组，炊烟袅袅，新摊好的豆丝整齐排在晒器
上，空气中弥漫着烟火气。

在好口味土灶豆丝加工厂，两名阿姨站
在土灶前，涮锅、泼油、倒米浆，动作行云流
水、一气呵成。“滋滋”声中，倒入锅中的米浆
很快形成圆饼状。盖紧锅盖蒸上半分钟，再
将成形的豆皮翻面加热。很快，一张做好的
豆皮便出锅了。

工厂负责人周杨今年23岁，2021年大
学毕业后，她主动回乡，成为好口味豆丝第
三代传人。

“现在我每周都要开几场直播，直播做
豆丝的过程，让我们的本土特产走出去。”在
大学期间，周杨学的是电商专业，她学以致
用，将传统风味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让“沙
窝豆丝”乘上电商翅膀，销往全国。

周杨介绍，霜降节气后便迎来豆丝销售
的旺季，是豆丝加工厂一年最忙碌的时候，
平均每天要使用800斤大米和豆子，两个月
可生产5万多斤豆丝。

为适应现代消费习惯，周杨还在豆丝口
味上想办法，并在直播间科普，“我们改良的
豆丝是用大米、绿豆、小麦、燕麦、葛根、荞麦
等多种无公害营养保健食材制成，经过选
料、浸泡、磨浆、柴火铁锅、手工烫浆、晾晒等
一系列流程，用土鸡汤煮熟后，鲜香细腻有
劲道，特别符合现在大家的健康饮食观念。”

周杨回乡，让一个常住人口不足百人的
小村湾充满活力。除了豆丝厂，她还在村湾
办了农家乐，流转土地种植瓜蒌，仅用工就
超过30人。

“我们将借力亚洲最大专业货运机场所
在地的优势，让资金流、信息流向家乡汇
集！”周扬满怀希望。

从守护好鱼种“芯片”掌握智慧育苗技
术，到把老旧矿区变成火热景区，再到将传统
风味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助力土特产远销全国，
鄂州的田野释放出意气风发的青春气息，背
后活跃着一群朝气蓬勃、活力十足的新农人。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
生气的力量。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人，
关键在青年人。返乡青年，是从城市回流
农村的新群体，是新型农业生产主体的主
力，给乡村带回新理念新思维新技术，带

回满满的干劲韧劲闯劲。他们在乡村振
兴的舞台上挑大梁、当主角，实现自身价
值的同时，也带动了广大农民的干劲与热
情，在希望的田野播撒新的希望。

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乡村这所
没有围墙的学校，蕴含着反哺青年人成长
成才的宝贵机会。无论是促进产业提档
升级还是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
境改善，一道道现实考题摆在新农人面
前，呼唤着有本领、肯担当的时代青年，深

入基层，展其所长，打开农村新的气象，拓
展农业新的业态。新农人与新农村的双
向互动，有利于搭建起联农助农的平台，
在彼此融合中推动乡村振兴焕发新颜。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广袤田野乐见新农人
的青春故事，时代也需要更多新生力量融入
乡村振兴的大舞台、大课堂、大熔炉，把青春
写在乡村振兴的题板上。

把青春写在
乡村振兴的

题板上
□ 湖北日报评论员 程曼诗

彤诺电子鄂州工厂生产线一角。（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鹏 摄）

他们脚踩泥土，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惧风雪，在鄂州乡村——

新农人“青”舞飞扬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鹏 通讯员 黄朝晖 兰晓笛

鄂城区杜山镇下王村永达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00后”吴优是育苗繁育高手。

（通讯员 何景星 摄）

全李魁负责木溪咖啡日常运营维护。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鹏 摄）

周杨查看她的豆丝，为保证口味，她要
求全部按照传统方法制作。（采访对象供图）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鹏、通讯员童勰、杨建勋）11月25
日，葛店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在中建三局城市投资运营
公司举行廉情监测站揭牌仪式，标志着鄂州首个廉情监测
站正式投用。

今年，葛店经开区高标准启动武汉新城建设，先后规
划建设80多个重大项目，中建三局作为葛店经开区的城市
合伙人，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城建类项目建设任务，为推动
工程项目顺利实施推进，葛店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结合被
监督单位的职能特点，决定在中建三局设立廉情监测站。

廉情监测站将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主要
负责人纳入进来，成为廉情观察员，区纪检监察部门与被
监督单位建立双向反馈制度，定期了解、及时收集廉情风
险信息，推动形成发现问题、反馈问题、整改问题的闭环管
理，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安全生产、保障工程进
度等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这有利于实现监督的有效覆盖，发挥了监督一线的
‘探头’作用。”葛店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吴华堂说，廉
情监测站的成立起到了“气象站”“小喇叭”“助推器”“指导
员”等四大作用，更好优化营商环境，实现问题精确聚焦，
推动监督精准发力。

葛店经开区成立廉情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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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湖北日报讯（记者夏中华、通讯员李姣、李小芳）近
日，据鄂州市民政部门介绍，该市主城区城市社区老年助
餐服务实现全覆盖，农村地区按需求应建尽建，一批标准
化、规范化的“幸福食堂”让老人不出社区和湾组就能在家
门口吃上“暖心饭”。

每天早晨7点，鄂城区镜园社区幸福食堂里坐满了食
客，前来就餐的大多是附近的老人。

镜园社区幸福食堂地处官柳小学和鄂州四中附近，就
餐区域亮堂、整洁。鄂州市民政局介绍，鄂州市老年人口
约19.6万人，老年人助餐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为
此，该市以“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为
抓手，把老年人助餐需求这件“关键小事”作为重要“民生
大事”统筹推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因地
制宜构建为老助餐服务网络。

全市共建有幸福食堂77家，累计服务60.66万人次，
拨付幸福食堂伙食补贴181.98万元。

老年幸福食堂覆盖鄂州主城区

湖北日报讯（记者夏中华、通讯员王卫卫）线上提交资
料，办好送到学校。12月6日，记者从鄂州市人社局获悉，
全市已有4万余名学生申领社保卡。

为确保在校学生享受相关待遇与服务，9月20日起，
鄂州市全面启动学生社保卡申领工作。为方便学生家长，
鄂州市人社局联合各社保卡合作银行开展“社保卡服务进
校园”活动，由原来的学生家长来办理变为主动上门去服
务，学生家长只需线上提交相关资料，不需要再跑到银行柜
台办理，在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可以领到自己的社保
卡，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鄂州全市在校学生约10万人，目前申领社保卡的有
4万余人。”鄂州市人社局信息中心副主任张诗介绍，该局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还在推进社保卡加载交通出行、文化旅
游等104项应用功能，推动形成“1+N”服务体系，提升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

鄂州4万余名学生申领社保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