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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
通讯员潘庆芳、陆放）插卡、扫
码支付、车道抬杆驶出……1月
1日，在湖北交投宜昌运营公司
三峡大瀑布收费站，一辆宜昌
籍货车驶入智能收费机器人车
道，仅用时约30秒，就缴费驶
出站口。司机王师傅每天往返
于兴山与猇亭运输磷矿，他说
以前拿到票据容易丢失，现在
电子票很方便，只需在手机上

“点一点”，也节省运输时间。
来自省交通运输厅的消

息，2024年1月1日起，湖北省
所有高速公路实现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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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乘人员支付通行
费出站后，高速公路电子票据
管理平台自动开具相应电子票

据并交付。目前，湖北高速公
路457个收费站全面实现现金
通行费票据电子化。

这是科技赋能智慧交通的
缩影，也是一项民生工程。为
此，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联
网收费中心提前升级系统，方
便“即缴即走，在线取票”。同
时，高速公路收费站组织员工
在收费广场、物流园、客运站等
地向司机讲解电子发票操作流
程，让司机看得明白、用得放
心。据测算，实施票据电子化
后，湖北省每年可节省通行费
纸质票据1.46亿张、约50吨，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节省发
票运营成本83％。同时，收费
站单车通行时间缩短4秒至6
秒，通行效率整体提升约25%
到30%。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子轶、
通讯员吴培）群众投票选出最想
知道食品安全状况的店铺和平
台，湖北市场监管部门来抽检。
上月27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2023年该局已完成5049批
次“你点鄂检”群众点选食品抽
检，抽检结果显示，湖北消费者
所点选的食品、店铺和平台的食
品安全情况总体良好。

食品安全“你点鄂检”是依
据消费者关心的食品品种、检
验项目、抽样场所、抽检对象等
信息，按照监督抽检程序进行
抽样检验，满足消费者个性化
需求的服务活动。

想知道你爱吃的食品安全
情况如何？在湖北，只需打开
微信，点开“食品安全 你点鄂
检”小程序，进入“你扫鄂检”或

“你拍鄂检”模块。扫描食品外
包装上的条码，可查询该食品
近三年抽检结果，若无抽检记
录，可一键提交抽检申请；无商
品条码的预包装食品或部分国

外进口食品，可通过手机拍照
或上传图片方式识别食品；点
击“你点鄂检”，则可在线参与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点选活
动，点选想要抽检的食品品种
或门店。

2023年全省食品安全“你
点鄂检”系列服务活动聚焦老
年、儿童、早餐、夜市、网络食
品、外卖订餐平台六大重点领
域，开展了“一老一小”“一早一
晚”“一网一平台”三期主题活
动。据统计，全省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共开展140场次“你点
鄂检”活动，吸引了180万余人
次参与点选。

上月23日，省级地方标准
《市场监管食品安全“你点鄂
检”服务规范》正式发布，将于
2024年2月23日实施。省市
场监管局食品抽检处介绍，该
项标准将为未来的点检活动提
供科学规范性指导，为全国食
品抽检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可
复制推广的“湖北经验”。

湖北日报讯 （记者李光
正、通讯员胡君霞）“今年我家
经历了重大困难，我们还没有
开口寻求救助，民政干部就带
着政策上门了。感谢党和政府
的关爱，让我家渡过了难关。”
上月29日，在鄂州市梁子湖区
太和镇莲花贺村，村民贺某对
上门走访的民政协理员柯静
说。

2023年7月，柯静入户走
访时发现，35岁的贺某因高血
压引起心血管破裂，治疗总费
用80多万元，在医保报销后自
费30多万元。贺某生活不能
自理，由妻子照顾，一家人无经
济来源。民政部门立即给予贺
某临时救助金7680元，并通过

“告知承诺制”简化流程，为贺
某一家人办理低保。现在，贺
家每月享受低保金970元，缓
解了生活压力，减轻了治病就

医负担。
我省2023年全面推行低

保对象审核确认“告知承诺
制”，困难群众申请低保，应当
如实填报家庭经济状况信息，
并书面承诺申报信息真实，同
时愿意承担不实申报的法律责
任，民政部门将根据诚信审查
结果进行审核确认。对认定为
诚信申报对象的低保申请家
庭，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确
认工作，并在申请临时救助等
其他救助时，可以先行救助。
这意味着，我省困难群众申请
低保可更快获得救助。

房县大木厂镇东河村村民
沈某通过“鄂汇办”APP成功
申请低保救助后高兴地说：“我
一直以为申请低保非常麻烦，
需要提交很多材料，跑很多趟，
没想到在家用手机很快就办好
了。”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乐
克、通讯员钟绍媚）上月27日，
来自宜昌市4家企业和1所高
校的17名学员，参加一次综合
资格考试，其中11名考生考核
通过拿到三种职业证书（《职业
技能认定电工等级证》《特种作
业低压电工操作证》和《建筑工
人职业培训弱电工合格证》）。

这一次“特殊”的考试，是宜
昌市人社、应急、住建三部门联
动，在三峡电力学院组织开展宜
昌市职业证书“一考多证”第一
期（电工）职业证书资格考试。

根据《宜昌人社、住建、应急
领域职业证书“一考多证”试点工
作方案》的要求，满足企业多元化
技术技能人才招引和一线技术技
能人员多部门考核取证需求，由
人社、住建、应急三个部门探索建
立的一体化考核机制。先后6次
组织可行性论证、2次召开专家评

审会，在不突破三部门现有考核
规范的原则上，寻求三类证书考
核内容的“最大公约数”，将重合
内容“合并同类项”，最大限度降
低技能人员考核取证的时间和经
济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技
能人才培养，为企业发展提供有
力的技能和人才保障。

承办此场考试的三峡电力
学院在业务部门指导下，严格审
核考生资格条件，科学设置考核
模块，优化整合考核流程，规范
考核过程管理和证书核发程序，
确保考核质量。考试过程中，人
社、应急、住建部门分管领导和
相关负责人到场巡考监督。

为充分发挥以考促学、以
考提能效能，推动多元复合型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宜昌人社、
住建、应急三部门不断优化联
考流程，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
的技能和人才保障。

2023年12月23日，恩施州建始县
龙潭坪煤矿海拔1560米的矿井外，积
雪还没有融化，冰凌子挂满办公区的山
坡悬壁上。矿会议室里，一场宣传+检
查的安全监察动员会正在举行。

“年终岁末，我们从12月 17日就
来到恩施州，带着 3 个组下矿井，主
要是宣传贯彻中办、国办《关于进一
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检查近期部署的各项重点工作落实
情况，帮扶企业查摆安全隐患，整改
问题。这次监察行动重在帮扶。”国
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湖北局（以下简称
湖北局）副局长邓文荣开门见山，向
建始县龙潭坪煤矿的负责人讲述了
此行意图。

每个下矿井的人员签过名，确认信
息后，穿上防静电的橘红色衣服，套上
深筒子雨靴，裹上军绿色的棉大衣，戴
上安全帽、矿灯，挂上自救器，迈向矿
井。一条简易腰带上串着小方盒子（人
员定位卡），连接着调度室视频监控系
统。9时30分，检查组成员经过安检闸
口，逐一坐上猴车朝着矿井下300米深
处进发。

“嗖嗖”的冷风刮过，寒意阵阵袭向
周身，脸颊一阵阵生疼。下了猴车，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随检查组一行人辗转
行进在悠长深邃的矿道里。

据介绍，龙潭坪煤矿建于2004年，
年产煤30万吨，在湖北属于产能最大
的三级标准化煤矿，机械化水平走在全
省同行前列。该矿2024年初将申报国
家煤矿二级标准化验收，亟需湖北局专
家的专业帮扶。

在隧道拐角处，均粘贴着逃生标
牌、安全宣传语，矿道内重要路口有监
控探头与地面监控室相连，随时可以对
话沟通。

一路上，检查组查看了瓦斯监测数
据、通风排板和供水管道，并拨打了地
面电话……步行2000多米后，他们来
到在矿灯照耀下闪闪发亮的采煤工
作面，只见铆钉倒钉，周围支护紧密，
50台新安装进来的滑移支架有序地
顶天立地，通风系统的冷气直抵现
场。“我们重点检查采煤工作面的现
场管理、支护安全和设备安装情况。
这里的现场情况还是不错的。”邓文
荣向记者介绍。

“还有70套这样的支架要安装，一
共120台套，明天割煤机到了就安装进
这里来。”矿长徐世华介绍，从人工采掘
到机械化作业，要求煤矿的管理水平有
新的提升，湖北局的专家实地检查，就
是帮助查摆安全隐患的。

一行8人小心翼翼、低头弯腰，从
密密匝匝的支架下穿过，继续向备采掘

进工作面查看。汗水密密地冒出，每个
人头上都有了汗珠，身子也从冷飕飕的
状态向燥热出汗的状态转变。

监察员们和矿长、总工程师一同检
查，一路就新发现的细小问题，当面提
出了改进办法。

“漏了煤怎么报警？”最后，一行人
来到胶带运输巷进行检查。在长胶带
中间，有一处砧板大小的黄色设备连
接着边上的传感器，该矿总工程师刘
君指着那里说：“煤块漏下来，就靠它
们来报警，一旦报警启动整个胶带就
会停止运转。”“你们要明确责任人，加
强报警装置的检查，要保证百分之百
的有效，一丝一毫不能马虎。”李瑞新
副局长提醒说。

“胶带是不是防火材料？”“接口处是
怎么缝合的？”“边上的过道太窄了，遇上
紧急情况检修人员怎么快速处置？”侧身

沿着胶带运输巷向上前行，检查组一边
检查相关保护设施，一边询问。

“这套设备才上线，还没有使用。
现在的这个胶带从8个保护变成了9
个保护，像烟雾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跑偏保护，还有
50米就有一处的消防水带。”刘君介
绍。

邓文荣提醒：“近几年来国内发生
的多起煤矿火灾亡人事故，都跟胶带运
输有关，教训深刻，要引以为戒，务必高
度重视皮带的质量，特别是阻燃性能，
要加强安全检查，要把保护设施的安全
检查落实到人，要有检查记录，闭环管
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徐世华连声称
是。

这次下井检查，一共用了2小时15
分。走出室外，眼前的“安全责任”大幅
牌子在阳光照耀下格外耀眼。

1月1日，黄鹤楼下书画爱好者挽
袖执笔，挥毫泼墨，现场进行书画创
作。当日，武汉黄鹤楼举办“龟蛇逶迤
憩黄鹤 一笔一划一条龙”百名中外游
客书画迎新春活动，书法爱好者们与
中小学生、留学生组成百人方阵挥毫
泼墨，共书期许和梦想。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通讯
员 江萌 摄）

元旦起湖北高速收费
实现“纸改电”

一年可节省纸质票据1.46亿张

“你点鄂检”去年完成
5049批次食品抽检

“告知承诺制”
更快救助困难群众

三部门联动
职业证书实现“一考多证”

“我们一起琢磨办法，消除煤矿安全隐患”

矿井下的贴心帮扶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喜 通讯员 尹鹏飞 程慧朋 姚明跃

检查组成员下矿井检查。

书画溢彩
黄鹤楼

（上接第1版）
2011年，龙凤示范区设立，两县建立

常态化联席会商机制，湘鄂情大桥建成通
车，两县由“相邻相望”变为“相融相拥”。

按照“一水双城、十个一体化”的基本
思路，两县共同编制了龙凤示范区发展战
略规划、城市空间布局规划、旅游发展规
划及城镇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多
个专项规划。

截至目前，龙凤示范区累计投资300
亿元，共建成占地10平方公里的龙凤新
区，先后建成湘鄂情大桥、龙凤体育中心、
龙凤科教示范园等30多个基础设施项
目。两城合二为一，面积扩至30平方公
里，城区人口突破40万，一座中等规模城
市正在武陵山区腹地崛起。

如今，龙凤示范区不分你我，共同争
取项目、资金、政策，实现“抱团发展”。
2015年，恩（施）吉（首）高速公路全线通
车，结束两县不通高速的历史。2019年
黔张常铁路建成通车，龙凤示范区实现了
城区10分钟内上高速高铁、1小时内到州
府、4小时内到省会的交通格局。

从无序竞争到优势互补，产业
协同共兴

2023年12月19日，龙山产业开发区
与来凤经济开发区签订跨省合作共建伙
伴园区合作协议，围绕龙山“一主一特多
辅”和来凤“三主一特”产业定位，在招商
资源共享、人才交流共育、产业协同共兴、
区域发展共融等方面达成深度合作。

走进龙山产业开发区的焙湘悦食品
有限公司，干净整洁的现代化车间令人眼

前一亮。一条条全自动化生产线上，数十
名工人正忙碌着。一盒盒鲜香四溢的蛋
糕、饼干刚出炉就被装运上车，运往龙凤
示范区的千家万户。

“疫情防控期间，是最困难的时候，
资金、员工、送货都受影响，龙山县上门
为我办理贷款、主动帮我招聘员工，来凤
县也为我的产品开辟绿色通道，这给了
我极大的信心。”提起创业最艰难的时
期，来凤县“85后”青年杨文秀至今仍颇
为感慨。

“我们从来没把杨文秀当外地人。”龙
山产业开发区副主任李芬说。在两县的帮
助下，杨文秀的事业越做越大，从一个小作
坊，成为年销售额2500万元的规上企业。

龙凤示范区成立以来，两县在产业布
局、业态布点上坚持同步发展、互帮互助、
各取所长、错位竞争，产业发展真正实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走进来凤经济开发区，一栋栋现代化

厂房林立，拉货卸货的车辆络绎不绝。来
凤县百年好合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车
间里，数十名妇女正在剥百合，大家有说
有笑，空气中弥漫着愉悦的气息。

“我们上了年纪的，送完孩子就到这
里做工，一天也能挣个一两百元，离家还
近。”68岁的来凤市民周玉华告诉记者。

公司负责人陈玉梅今年53岁，是龙
山县洗洛镇牌楼村人。2015年2月，她和
妹妹陈玉萍到来凤县种植百合，并发展到

百合干片、百合花茶、百合粉等系列产品
的生产和加工，2022年销售额超过3000
万元。

“他们到来凤种百合，流转土地、用
工，能增加老百姓收入，还能增加税收，我
们热烈欢迎！”来凤县委书记李伟表示。

以前，两县产业发展缺少长远规划，
盲目跟风。“就拿百合来说，以前种百合效
益好时，龙山种，来凤也跟着种，结果供大
于求，价格一落千丈，两败俱伤。”龙山县
委书记时荣芬告诉记者，“现在龙山主要
专注于百合的品种改良和种植，来凤则大
力发展百合的精深加工，两县在产业链上
下游密切配合，都有钱赚。”

从各自为政到跨省通办，幸福
指数攀升

“我是来凤的公积金，刚开始还担心
申请通不过，没想到几天就批下来了。”
2023年12月28日，来凤市民和远提起自
己在龙山买房贷款的经历，赞不绝口。

和远有很多亲戚朋友在龙山生活，
便有了在龙山购房的想法。2023 年 9
月，他看中了龙山县某小区的一套房子，
通过开发商向龙山县公积金中心发起贷
款申请。

龙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吴伟告诉
记者，跨省公积金这种业务，因为涉及面
广，又关系到资金安全，以前可能几个月都
不一定能批下来。龙凤示范区成立后，两

县积极打通数据壁垒，无差别受理、同标准
办理，现在一个星期基本都能办好。

2021年6月，龙山来凤互设跨省通办
窗口、互派办事人员，龙山共有1409项业
务可在来凤办理、来凤1050项可在龙山
办理。截至目前，两县通过跨省通办窗
口，共办理业务6万余件。

除公积金贷款跨省通办外，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也给两县居民带来极大便利。
龙山县医疗保障局局长石朝东介绍，两县
之间，医保卡轻轻一刷，挂号、缴费、检查、
结算等流程就能直接完成，解决了参保人
跨省异地就医的诸多不便。

“多亏了来凤县一站式调解，我才如愿
拿到医药费。”龙山市民简成（化名）说。
2022年10月，他在来凤某工地务工时，被
塔吊上突然断裂的泵管砸中，致身体多处
骨折。他与施工方就赔偿问题一直未达
成一致意见，纠纷久拖未决，遂向龙山县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寻求帮助。
为尽快解决纠纷，龙山县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联系来凤县多元矛盾化解中
心，召集简成与施工方进行调解。2023
年1月，两地矛调中心与双方当事人及委
托代理人经过3次调解，最终解决纠纷。

来凤的天然气管道铺到龙山，龙山的
电力接入来凤，双方取消移动通信跨省漫
游费……龙凤示范区成立以来，双方大胆
探索、积极合作，助推民生幸福指数节节
攀升，谱写了新时代“龙凤呈祥、比翼齐
飞”的新篇章。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张泉、蔡俊、通讯
员向相辉、杨玉莲，湖南日报全媒记者张
颐佳、莫成、通讯员胡域）

龙凤呈祥 比翼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