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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湖北日报讯（记者马文俊）12月
27日，武汉市委宣传部与楚天都市报·
极目新闻联合举办《2023·大城生长》
城市致敬礼活动。来自武汉市各区各
单位各系统的400余名代表齐聚东湖
之畔，共同感受英雄城市昂扬向上的
生长之力。

2023年，武汉牢记嘱托，迎难而
上，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5%，创
新指数排名跃居全球第十三，环境更
加生态宜居。同时，深入挖掘提炼新
时代英雄城市精神内涵，“武汉以我
为荣”文明素养提升行动如火如荼，
道德模范、荆楚楷模，最美人物层出
不穷。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出自平凡。
一系列亮眼成绩背后，是千万平凡市
民的辛勤付出——

长江电力数字化管理中心主任张
辉多年来投身葛洲坝、三峡电站的生
产运营，创新技术填补多项行业技术
空白，强力助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硚口区交通大队辅警韩靖从近
30米高的桥上纵身一跃，拼尽全力只
为救起轻生女子；只因一句承诺，武汉
市道德模范熊昌金牵手盲人工友37
年，像“眼睛”一样给他带去光明……
来自武汉市15个城区的“平凡英雄”
受邀上台，携手点亮大武汉发展宏图，

汇成“奋力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的磅
礴动能。

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信思金、
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王宗源等各界
知名人士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为
这座城市送来了新年的寄语和祝福。

活动现场，极目新闻还联合有关
部门，推出2023湖北高职“最佳传播”
榜单、“2023魅力医生”榜单、2023中
国·武汉极目金融榜，向各行各业的领
军者、建设者、奋斗者们致敬，为他们
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喝彩。

继 2021 年、2022 年连续推出
“大城生长”致敬礼，极目新闻持续为
这座英雄城市的拔节生长凝聚强大
精神力量。在刚刚出炉的武汉市第
九届道德模范中，10位获表彰的道
德模范中有4位为极目新闻率先发
掘报道。

当前，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新媒体
用户量突破3.22亿，其中极目新闻总
用户量已超过1.31亿。在2023报业
新媒体（客户端）影响力排行榜上，极
目新闻跻身全国前三，全国影响力日
益提升。

“真诚期盼社会各界一如既往看好
武汉，深耕武汉，与我们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美好未来。”武汉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婷、通讯员
岑婧、黎甜）近日，湖北省总工会印发
《关于开展2024年元旦春节期间全省
工会送温暖活动的通知》，启动“两节”
送温暖活动。为支持各级工会做好送
温暖工作，省总工会对下拨付3000万
元送温暖资金。

《通知》指出，全省工会要坚持以
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结合省委

“一下三民”实践活动，深入重点项
目、困难企业和节日期间保障性企
业，重点面向生活遭遇临时性、突发
性、特殊性困难职工家庭，以及在国
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和重大活动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职工，节日期间公共
服务一线岗位的干部职工，走访慰问
一批重点工程和项目、一批困难企业
和困难职工家庭、一批车间班组和一
线职工、一批劳动模范和技术工匠、

一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农民工，把
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职工的心
坎上。

《通知》强调，全省工会在送温暖
活动中要集中开展“六大活动”，即开
展思想引领宣讲活动，引导广大职工
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开展广
泛走访慰问活动，确保困难职工温暖
过冬过节；开展困难职工群体帮扶活
动，对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应纳
尽纳、及时帮扶；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关爱活动，依托工会驿站提供法律
服务、健康体检、心理咨询等贴心服
务；开展“城暖农民工”活动，助力农民
工安全有序返乡返岗；开展提升职工
生活品质活动，发挥工会职工服务中
心、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疗休养院、职
工书屋作用，为职工提供生活、文化、
娱乐方面的服务。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际凯、通讯
员包晓霁、常梦星）近日，根据《退役军
人事务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
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
知》，湖北决定从2023年8月1日起
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
补助标准。

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在
乡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
年 增 加 1440 元 ，按 照 每 人 每 年
25620 元执行；其他时期入伍的补
助标准每人每年增加 1440 元，按
照每人每年 25140 元执行；带病回
乡退役军人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
年增加450元，按照每人每年9510
元执行；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
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
员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年增加480
元，按照每人每年 10080 元执行；
不符合评残和享受带病回乡退役军
人生活补助条件，但患病或生活困
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原
8023部队退役人员，以及其他参加
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含参与铀矿
开采军队退役人员），生活补助标准
每人每年增加 480 元，按照每人每

年10080元执行。
对于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

位、18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
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含
新中国成立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
女），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年增加540
元，按照每人每年 8280 元执行；从
1954年11月1日试行义务兵役制后
至《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
年龄在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未
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
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标准，每服一年
义务兵役每人每年增加40元，按照每
服一年义务兵役每人每年补助688元
执行。

残疾军人（含伤残人民警察、伤
残预备役人员和民兵民工、其他因
公伤残人员）的残疾抚恤金、烈属
（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
属）的定期抚恤金、在乡退伍红军老
战士（含红军失散人员）的生活补助
标准，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
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标准，均
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文件规定
的标准执行。

深化改革做减法 服务能力做加法

湖北在营商中不断“赢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丽琼 通讯员 彭峰 胡诚

仲冬的湖北，八方宾客纷至沓
来。2023中国纺织大会座无虚席，
2023中国—北欧经贸合作论坛高朋
满座，数场活动为湖北带来千亿级的
项目签约。

“水大则鱼大”，营商环境越优，
重量级项目就越多。湖北民营企业
打出的这张评分表，代表了湖北营商
环境的“新高度”。

降成本
为企业精打细算

填完一张《小微企业免缴不动产
登记费承诺书》后，金兆佳置业（武汉）
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女士便收获了减免
13万元登记费的惊喜。武汉市不动产
登记领域改革的这项做法，入选全国
优化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典型案
例，并由中国不动产官微向全国推介。

成本更低，意味着企业的生存能
力更强，盈利水平更高。

“控制成本”是今年湖北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关键词。年初，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环
境若干措施》，47条举措招招为企业降
成本；5月，《2023年以控制成本为核心
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以控制成本
为核心优化营商环境操作流程图
（2023年版）》同时印发，29条举措为企
业精打细算。

贯穿全年的“控制成本”让湖北企
业的获得感更高——

税费红利应享尽享。截至目
前，全省免收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
和履约保证金 513.15 亿元，今年以
来，全省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683.26亿元。

用能用工能省则省。推行160千
瓦以下小微企业用电报装“零费用”政
策，累计为市场主体节省办电成本约
41.54亿元。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
险费0.44亿元，累计发放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1711.8万元、企业吸纳社保
补贴1亿元以上。

融资成本一降再降。今年，全省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免收担保费达
80.69亿元；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
到9144.22亿元，同比增长28.1%，累
计减免银行业手续费14.74亿元，均创
历史新高。

畅行湖北该免就免。落实高速公
路通行费减免优惠政策，今年截至11
月底减免通行费29.54亿元。

据统计，今年以来，湖北已累计为
各类经营主体降成本1300亿元以上。

提效能
帮企业争分夺秒

截至11月底，全省经营主体总量
达到827.69万户，总量居中部第二、全
国第八，较上年底增长12.40%。

流程更简、跑路更少，让更多老
板把创业的心动变为行动。9月 28
日，在武汉东湖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跨域通办”窗口，想在鄂州开办两家
连锁药店的马女士顺利拿到了食品
经营、药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等多
个许可证。

如今，全省150项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跨省通办，武汉都市圈、襄阳都市
圈、宜荆荆都市圈跨域通办事项分别
达到805项、356项、638项。

湖北以一项项“一”字改革，帮企
业争分夺秒。

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市、县、乡
三级政务服务事项进驻综合性政务服
务中心；招投标领域“一网通投”应用范
围扩大至15个市州，有关经验做法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注；深入推进“一件
事一次办”，全省定标推广“一事联办”
主题事项52个，事项办件量达310万
件，平均减办理时间 81%、减环节
75%、减跑动83%；全面深化“一网通
办”，100种高频证照实现办事免提交，
政务服务事项可网办率达99.16%，“最
多跑一次”事项占比99.80%；“一业一
证”改革行业拓展至25个以上，累计发
放行业综合许可证超6.9万张；全面优
化湖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已
接入17项服务功能，开发上线161个
应用子系统，累计注册企业超过1.9万
家、用户超过3.2万个，货物申报业务
覆盖率达到100%，各项指标均在中部
地区位居前列。

深化改革做减法，服务能力做加
法。今年，湖北及武汉市网上政务服
务能力被国家评价为“非常高”，位列

全国第一方阵。

拼服务
让企业放手拼搏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之
土，是经营主体的生命之氧。政府全
力拼服务，让企业更敢放手拼经济。

在“2022年度万家民企评营商环
境”报告中，受访的样本民营企业曾
对湖北提出要素环境、政务环境、市
场环境、法治环境、创新环境五方面
的期待。在创新方面，高端人才引进
的诉求名列榜首。

6月25日，湖北省人才集团在汉正
式揭牌，30亿元规模的长江优企高端
人才股权激励基金同步启动，该基金预
计十年内可循环投放资金逾100亿元，
支持省内优质企业超300家，激励高端
人才1万名以上，助力50家企业上市。

8月，我省面向海内外启动两大人
才计划，设立“湖北省博士后尖端人才引
进计划”和“湖北省博士后优秀人才跟踪
支持计划”，推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培育、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质量发展。

企有所呼、政有所应的营商环境
为企业蓬勃生长赋能，成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随着“2023 年度万家民企评营
商环境调查结果”出炉，湖北民营企
业的新期待，又将化为做优湖北营
商环境的新举措以及湖北赢商进位
的新动能。

请15位市民站上C位

“平凡英雄”见证武汉大城生长

省总工会启动“两节”送温暖活动
下拨3000万元资金 开展“六大活动”

我省调整部分优抚对象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阳春）“没想
到我不需要抵押就获得30万元惠农
贷款，购买肥料的资金不愁了。”近日，
阳新县洋港镇种植农户柯师傅高兴地
说。作为与劲牌公司签订了糯高粱种
植协议的农户之一，柯师傅不愁技术
和销路。

批量支持农业产业链上的小农
户，是农行湖北省分行在“三农”普惠
金融领域的创新之举。农行湖北省分
行推行“龙头企业推荐+农户线上申
请+客户经理入户调查”模式，紧盯农
户金融需求，以“惠农e贷”为抓手滴

灌“三农”。围绕核心企业劲牌公司
“生态链”，农行湖北省分行不断延伸
金融服务触角，为劲牌“朋友圈”“共同
体”成员提供资金支持。

今年以来，农行湖北省分行大力
践行“建设美好湖北、建设美丽家乡”
使命情怀，争当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
主力军，深耕普惠金融领域，着力以普
惠金融新机制、新模式、新空间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广大小微企业
共同成长。截至2023年11月末，普惠
贷款比年初增加233.4亿元，普惠有贷
户比年初增加5.4万户。

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模式

湖北农行批量支持链上农户

12月26日，武汉经开区美的
集团武汉暖通工厂，接入5G网络
的机器人正在高效运转。

该工厂是国家级5G工厂，在
车间和园区内建有 300 多个 5G
点位，打造 5G+智能在线检测、
5G+质量精准追溯等五大应用场
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目
前工厂年产值超50亿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通讯员 李岿 摄）

5G工厂
赋能企业智造

（上接第1版）
“很多人摘下老屋的门牌号，带上

蔬菜种子、石磨耕犁，含着热泪背井离
乡，甚至流着泪把祖坟的骨灰都挖出
来带走了。”万古寺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屈家明回忆。

蓄水的最初三年，是余下2000多
村民最艰难的阵痛期。

香溪河水位急剧抬升后，淹没了
河面6座悬索桥，河面最宽达500多
米。出村的通道，断了。

当时河面上，仅有两三条小渡船，
根本无法满足千人村庄的出行。尤其
进入冬季脐橙采摘旺季，大批柑农冒
着刺骨寒风，背着橙子在河边排队候
船，心急如焚。

“一筐橙子重120斤到150斤，从
山上背下河，需要2个小时。加上等
船，至少半天才能背过河。”柑农屈艳
芬说，因为交通不便，下山又艰难，多
数柑农一天只能背一趟，一筐橙子卖
三四十块钱。

脐橙的销售期只有两个月，如果
过年之前卖不完，橙子就会烂掉。“为
了尽快把橙子卖出去，其他村一斤卖5
毛钱，我们只能咬牙卖3毛钱。”她说。

屈家明说，万古寺的村干部最怕三
件事：一怕开会迟到，二怕卖橙子，三怕
突发事件。一次赶去镇上开会，渡船突
然出故障，他和另一名不熟水性的村干
部，硬是划着泡沫筏子过的河。更让他
后怕的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一位
50多岁的村民突发心肌炎，需要紧急
送到河对岸的归州镇卫生院抢救。渡
船不能夜航，加上极端天气，船老板不
敢过河。人命关天的千钧之际，屈家明
通过镇里协调海事部门，批准紧急渡
运，才抢回乡亲一条命。

修桥，成为万古寺村民最为迫切

的期望与出路。

“换血”

限制万古寺村发展的，不仅仅是
“路断了”，还有产业自身的周期问题。

橙子是万古寺村的主要产业，蓄
水前有5300亩地，家家户户都种橙
子，人均年收入2000多元。

村里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种
植脐橙，当时因为嫁接种植罗伯逊脐
橙的地区少，一斤脐橙能卖到1.8元到
2元。

2012年前后，南方许多地区大规
模发展脐橙，并在冬季集中上市，掀起

“百橙大战”，对秭归脐橙冲击极大。
那些年，秭归县委书记和县长每年

都要北上卖柑，跑遍了北京、郑州、太
原、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北方大市场。

柑橘专家邓秀新院士也曾提出，
赣南要建一条柑橘产业带，品种跟秭
归一模一样。由于秭归年均积温比赣
南低三百摄氏度，赣南脐橙的糖度会
高一到两度，秭归脐橙没有竞争力。

“村里橙子品种单一，缺乏特色，
收成只有一季，品改已经到了不改不
行的地步。”屈家明说，不“换血”，就没
有出路。

库区蓄水淹了村里1500亩土地，
万古寺村人均只剩8分地，土地资源
非常有限，只有想方设法提高亩产效
益，才能富民增收。

利用峡江小气候，邓秀新院士团
队帮助秭归引进伦晚等晚熟品种，填
补了市场空白。果品一经上市就备受
青睐，价格最高曾卖到七八元一斤。

2015年，万古寺村开始大规模柑
橘品改。村里根据地理和气候条件，
建议柑农在不同海拔种植不同品种。

海拔350米以下改种伦晚，春季上市；
海拔350至400米之间，改种纽荷尔，
冬季上市；海拔400米以上，种植九月
红，秋季上市。

品改三年内，全村种下1800多亩
伦晚、800多亩纽荷尔、700多亩九月
红和500多亩血橙。

如今，每年有1.1万吨橙子从万古
寺出山，一年四季有鲜橙，橙子的身价
翻了4到10倍。

2022年，万古寺村脐橙产值首次
过亿，成为秭归12个柑橘亿元村之一。

“新生”

在柑橘品改启动同年，万古寺村
还迎来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秭归
长江公路大桥破土动工。

大桥起于秭归县郭家坝镇，终于
归州镇香溪河西岸向家店，从1998年
迁县时提出修桥构想，到2015年开工
建设，前后历经17年。

2019年，大桥全线通车，村民们
纷纷涌上大桥，与新地标合影留念。

——万古寺的出山路，终于通了！
通车当日，进村的第一辆大货车，

拖走了4万多斤九月红橙子。货车多
了，电商销售的渠道也慢慢多起来。

初冬时节，记者在山上的果园里
见到屈艳芬时，她正忙着在自己的“屈
实橙”抖音直播间里，向天南海北的网
友们推介入口即化的果冻橙。放眼望
去，千树万树的金色果实缀满枝头，九
月红还未退市，纽荷尔已粉墨登场。

屈艳芬是屈原第72代孙，家里有
10亩橙园，其中开荒的5亩多地都在
海拔300多米的峭壁上。“峭壁有五六
十度，路滑坡陡，从前雨雪天背着120
多斤的橙子下山时，经常连人带筐摔

倒。”她说，前年，她花5万元在峭壁上
铺了300米果园轨道运输机，一辆“小
火车”能装400斤橙子，从山顶直达公
路边，告别了肩挑背驮。

“修桥前，万古寺村常年外出务工
的村民有600多人，能走的都走了。”
屈家明说，最近两三年，返乡创业的村
民越来越多，年轻的面孔也越来越
多。村里新盖了200多栋房子，开了
15家农家乐，还有5家做起了电商。
村里600多户常住村民，就有400多
台车，“过去城里堵，现在一到节假日，
连村里都堵车！”

2021年，村民李军和胡开桂两口
子投资18万元，在山水间的家里，开
了一家“金子山庄”农家乐。人均消费
三四十元，便能在香溪河畔，吃上一顿
丰盛可口的秭归农家饭。

今年8月，夫妻俩的农家乐登陆
央视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李
军乐呵呵地指着墙上的合影说：“你
看，尼格买提都来我家做过客哩！”

从三峡蓄水至今，万古寺村民的
人均收入，从2000多元到1.6万多元，
20年里翻了8倍。

屈家明说，万古寺的橙子现在能
卖出好价钱，一靠品改，二靠修桥，三
靠屈原文化。

屈家明是屈原第68代孙。在他
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秭归县嘉树柑
橘专业合作社，并注册“屈家橙”商标，
让万古寺村的柑橘产业与文化产业深
度融合，提升了品牌价值。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
迁，生南国兮。”

诗人屈原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与“舍家为国”的三峡移民精神，在长
江的臂弯流淌，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峡江儿女，奋斗不息。

“孤岛”突围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