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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8日，黄石大冶湖高新区营
商环境社会观察员第四期“圆桌会议”成功落下
帷幕，为实行一年的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划上
一个圆满的句号。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力、竞争力，更是创
造力、驱动力。作为黄石经济发展的“四大主战
场”之一、大冶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引擎和主阵
地，黄石大冶湖高新区立足“高”“新”定位，不断
深化机制体制创新改革，探索出了一条让业主
放心、群众满意的新路——建立营商环境观察
员工作机制，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2023年2月17日，黄石大冶湖高新区营商
环境社会观察员第一期“圆桌会议”成功召开，
29名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代表接过红色聘
书，成为营商环境社会观察员。他们来自社会
各界，有企业代表，有普通工人、自由职业者，还
有退伍军人，队伍构成多元，视角多维，覆盖了
高新区方方面面。社会观察员们之于高新区就
像是昆虫的“复眼”，众多小眼组合成“复眼”，能
够从不同角度同时捕捉到信息，为高新区优化

营商环境提供更广阔的思维和视野。
“受聘为营商环境社会观察员，让我们从服

务受众方变成了服务参与方，我们现在肩负起
了优化高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责任，我既感到
责任重大，也感到分外荣幸。”黄石东贝电机有
限公司总经理余国强在受聘为营商环境社会观
察员时说。

受聘为营商环境社会观察员，让这些来自
社会各界的代表树立了“主人翁”意识，大家热
情高涨，积极为黄石大冶湖高新区优化营商环
境建言献策，一大批原来处于“盲区”“死角”的
问题被发现、解决，逐步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的
新经验、新方法。

“由于生产任务较重，工作环境相对封闭，
我们公司的年轻人很难有时间和机会去认识朋
友。我想高新区是否能组织一些活动，为高新
区里各企业的年轻人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在
2023年6月份黄石大冶湖高新区营商环境社会
观察员第二期“圆桌会议”上，大冶华兴玻璃公
司副总经理、营商环境社会观察员韩明亮提出

自己的建议。
观察员有呼声，高新区有行动。收到建议

后第一时间，高新区营商办迅速对接有关部门
研究具体落实方案。在2023年8月19日上午，
大冶湖高新区、市总工会、市妇联、共青团大冶
市委联合举办了“情满铜都 缘聚高新”大冶市
青年交友暨大冶湖高新区第二届青年职工联谊
会，高新区企业百余名青年职工参加，活动反响
热烈，颇受好评。

观察员们覆盖社会方方面面，有代表从生
活细微处提出需求，还有观察员从高新区宏观
发展给予建议。

“我发现我们高新区高质量企业有很多，要
是高新区产业链上下游的公司能形成有效的交
流和对话，势必能推动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湖北仕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营商环境
社会观察员于辉就高新区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
想法。

2023年11月14日，经过系统的筹备，一场
高规格的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对接会在大冶

湖高新区隆重举行。高新区58家重点产业企
业迎来了一场高质量的面对面交流活动，促成
了立中车轮、智芯科技等8家高新区企业签订
合作协议。而于辉所在的仕上电子在这次对接
会上，也顺利与浚星光电签约了蒸镀设备零件
的喷砂加工合作项目。

“当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我真的非常激
动。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高新区这项创新举措的
重要意义，也由衷地为高新区营商环境社会观察
员这个身份感到自豪。接下来，我将会更加努力
为高新区营商环境的再优化作出贡献。”于辉说。

据统计，自2023年第一期“圆桌会议”举办
以来，营商环境社会观察员们通过实地走访、线
上沟通、圆桌会议等形式，共计反馈问题56个，
比如：三个中心公交车站及西门地下停车场入
口附近环境卫生不佳；银行对公账户开户速度
缓慢；开元大道有些路段雨天积水严重；等等，
事涉基础设施建设、惠企政策兑现、矛盾纠纷调
解、子女入学教育等诸多方面。截至目前，已完
成54个，完成率达96%，剩余问题也在按时间

节点加快推进。
在营商环境社会观察员工作机制的促动

下，黄石大冶湖高新区还配套出台了《营商环境
投诉处理“闭环管理”工作机制》《“办不成事”服
务指南》，定期召开“圆桌会”“午茶会”“政策解
读会”等多种形式的政企沟通交流会，共商共
议、共谋发展。在观察员们的有力监督下，在部
门单位的协同合作下，黄石大冶湖高新区致力于

“用一件事的解决，成就一类事的破解”，一批批
关乎企业群众的大事小事迎刃而解，一项项关系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长效运行，切实推动
了高新区营商环境长效提升。

风物长宜放眼量，戎装不解再出发，优化营
商环境的道路没有尽头。黄石大冶湖高新区营
商办负责人表示，高新区营商环境社会观察员队
伍将持续扩大，助力全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持续
向好，为高新区加快奋进全国高新区百强，为大冶

“当好主力军、建成节点城、奋进50强”、黄石打造
武汉都市圈重要增长极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陈成 陈前）

讲真话 说实情 建诤言
黄石大冶湖高新区营商环境社会观察员工作机制成效凸显

眼下，南漳县巡检镇4.5万亩柑橘丰收正当
时。山上采摘一派繁忙，山下加工包装如火如荼。

“抢抓中俄外贸机遇，今年出口订单爆满，有
多少卖多少。”2023年12月28日，在襄峡果蔬有
限公司，工人们忙着对柑橘进行清洗、分拣、封装，
负责人吴明常说，每天有6个货柜近150吨柑橘
从公司直接发货，15天便可抵达俄罗斯。

近年来，南漳柑橘频繁亮相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
际展会，成功打通俄罗斯、越南、缅甸、哈萨克斯
坦等国家销售渠道。

2023年，南漳县柑橘出口到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等国家逾2.5万吨，创汇近300万美元，
创历史新高。

同时，南漳聚焦柑橘品种改良、品质提升、
品牌做强三大工程，不断加大科技、资金、技术
投入，实施柑橘产业倍增计划。当地引进、栽培
试验“南丰蜜桔”“太甜椪柑”等11个新优柑橘
品种，对老化品种进行嫁接和改良，产品由单一
的柑橘发展为桔、橙、柑、柚四大类十多个品
种。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开展柑橘老果园改
造、轻简化栽培、水肥管理等课题研究与技术合
作，推广运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柑橘防冻等12
项技术成果，为橘农提供全面种管指导。以“峡
口柑橘”为代表的“南漳柑橘”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申报成功。

据介绍，巡检镇12个村3800多户农户、
15000人发展柑橘产业，年产量1.8亿斤，产值
约2亿元，橘农人均收入可达到15000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南漳频道 作者 南
融媒 龚良杰 朱贤）

每天150吨柑橘
发往俄罗斯

1月1日晚，受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邀请、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派遣，秭归屈原艺术团创
作排演的男声表演唱《敲起琴鼓劲逮逮》在北京
中央歌剧院参加国家艺术基金设立10周年优秀
小型节目展演活动“为人民绽放”晚会演出。

据介绍，该作品于 2014 年走上舞台，
2015、2017年两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2016年荣获第十七届全国群星奖。10年间，
该作品先后参加首届宜昌艺术节、湖北省新年
文艺晚会、第二届湖北艺术节、湖北省青少年非
遗传承晚会、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中国西藏雅
砻文化节、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
会、第五届全国农民春晚、中加文化交流年等各
项演出活动达500多场次。

此次《敲起琴鼓劲逮逮》作为湖北省唯一入
选并作为开场节目参加展演，充分展示出了屈乡
大地的沃野芬芳，为新年伊始敲出了溢彩华章。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秭归频道 作者 彭
业凯 颜秦华）

“劲逮逮”进京
敲响新年华章

“大冬天，党和政府为我们送来了棉衣棉
被，我们心里很温暖。”1月3日，湖北十堰郧阳
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到该区白桑关镇高庙村
督导检查冬春救助款及物资发放进度，现场询
问救助对象资金及物资分发情况时，救助对象
李宣超说。

去年以来，郧阳区将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
作作为一项民生工程，靠前谋划、主动作为，自
去年9月中旬开始，该区组织各乡镇应急办统
计全年以来受灾农户情况，全覆盖进村入户核
查，对因灾需救助情况进行摸底调查，严格按照

“户报、村评、乡审、区定”的程序，初步确定全区
需救助对象13129户31456人。

同时，该区积极争取中央、省级冬春救助资
金，努力筹措区级冬春救助配套资金，共筹措资
金501.181万元、棉衣被6050件，并加大对冬
春救助资金和物资发放进度的督导检查，确保

“温暖”直达受灾困难群众。目前，因灾需救助
对象的御寒棉衣、棉被等已精准发放到户。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郧阳频道 作者 李
尚菲 张越）

6000余件棉衣被
温暖群众心

秭
归

南
漳

郧
阳

上月22日至30日，湖北日报联合武汉市
林业局，蔡甸区融媒体中心、沉湖湿地，江夏
区融媒体中心、上涉湖湿地，新洲区融媒体中
心、涨渡湖湿地，黄冈市武穴市融媒体中心、
一秀农庄，开展《云瞰ing丨湿地看候鸟》慢直
播，带领广大网友领略湖北湿地之美。

鹭鸟翔集，涨渡湖杉林换红装。
2023年12月22日，涨渡湖湿地里万余

棵池杉换上红装，色彩斑斓的“水上森林”鹭
鸟翔集，林水相依，宛如童话世界。

上涉湖，名副其实的“天鹅湖”。
12月23日正值冬至，许多天鹅在上涉

湖湿地栖息，这里是武汉市小天鹅种群数量
最多的地方，每年冬季有两三千只小天鹅集
群栖息，是名副其实的“天鹅湖”，通过慢直
播镜头，我们走进精灵的世界。

云梦古泽，邂逅鸟类天堂。
12月25日傍晚，沉湖湿地，一群候鸟

在夕阳下展翅飞翔。在慢直播镜头里，我们
看到了一幅和谐的生态美景。作为武汉市

最大的“生态之肾”、唯一的国际重要湿地，
沉湖被生态学专家誉为“鸟类天堂”和“湿地
水禽遗传基因保存库”。

双向奔赴，家庭农场变成天鹅湖。
12月28日7点，在慢直播镜头中，一秀

农庄里成群的天鹅在稻田里栖息，有的将头
埋在翅膀下，有的在嬉戏，悠闲自得。每年10
月到次年3月，这里就变为天鹅湖。家庭农场
何以吸引天鹅来此栖息越冬？这正是一秀农
庄主钟吸秀的生态密码。多年来，她坚持生
态种养、探索虾稻连作，在保护天鹅等候鸟的
同时，带动村民发展生态产业、农旅融合。她
说，自己很幸福，每天都能看到天鹅回归的壮
观景象。

跟随湖北日报慢直播的镜头，不仅看到
了湖北湿地生态之美，更看到了武汉乃至湖
北在湿地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上的毅力与
决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湖北故事正在
精彩呈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冉冉）

最近，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首批789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

录，其中有41处在湖北，主要分布在武汉、神农架、恩施、襄阳、宜昌、荆

州、咸宁、黄石、随州等地。

首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共分为珍贵濒危物种生存繁衍区域、

野生动物集群分布区域等6类，涉及31个省、区、市，覆盖了565种国家

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繁衍地、迁飞地，包括兽类127种、

鸟类339种、两栖爬行类62种、昆虫37种。

湖北在地理上具有东西、南北过渡的特点，因此这里的两栖类动物

具有复杂性和过渡性，多为东洋种或古北中种。兽类以东洋种和南方的

种类为主，主要分布在以神农架、武当山为核心的鄂西北地区。

据统计，栖息在湖北的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有186种，其中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4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42种。

湖北41处入选全国首批
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

上月11日，在大悟县东新乡
红花村林间，几十只朱鹮伫立枝
头、嬉闹田间，优雅地翱翔在山水
之间，为冬日的大悟增添不少色
彩。自2018年朱鹮首次到大悟安
家落户，经过5年的保护和野生繁
衍，大悟境内的野生朱鹮已有40
余只。被称为“鸟类大熊猫”的国
家一级保护鸟类朱鹮，成为大悟亮
丽的生态名片。

朱鹮种群数量增多

朱鹮有着鸟中“东方宝石”之
称，一度在多个国家濒临灭绝。经
我国抢救性保护，近年在陕西、河
南等地发现有数千只野生朱鹮。

大悟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刘炎
平一直关注着朱鹮在大悟的繁衍
情况。他介绍，目前，大悟境内大
约有40余只野生朱鹮，共分两个
种群，集中分布在东新、大新、三里
城一带。

刘炎平说，2018 年，首次发
现朱鹮从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自然迁徙到大悟。最初，只
有两三只在大悟安家落户，经过5
年保护与野生繁衍，种群数量不
断壮大。

12月 4日，湖北省野保站原
站长朱兆泉，在东新乡拍下了朱
鹮在河边觅食的照片。他说，大
悟县野生朱鹮种群的发现和初
步形成，对扩大朱鹮在中国中部
分布版图有着深远意义，在中部
朱鹮种群重建进程中具有里程
碑意义。

朱鹮在东新乡红花村安家，是
因为这里的环境适合其生存，村民
传统的耕种方式最大程度地保护
了这里的自然风貌，鱼塘、稻田等
也为朱鹮在这里安家落户提供了
充足的食物来源。

鄂豫两地齐心护国宝

“监测发现，今年在红花村有
两对野生朱鹮孵出两对‘宝宝’。”
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
繁育站副站长蔡德靖说。

2023年 10月 26日，大悟县
政府、县林业局一行到董寨自然保
护区，同罗山县政府及董寨管理局
签署朱鹮联合保护协议。

此前，董寨自然保护区通过
GPS无线电跟踪观测到大悟县有
野外朱鹮分布活动，经环号比对确
认，随即通知大悟县林业部门。

大悟县林业局开启朱鹮保护
行动，建立专门的朱鹮保护机构，
划定保护区，建立朱鹮档案资料，
常态化开展朱鹮野外种群巡护监
测，对新发现的朱鹮栖息地，发布

朱鹮及其栖息地保护公告，严禁追
逐、哄赶、惊吓朱鹮，严禁投放剧毒
农药。

聘请巡护员，加强对朱鹮的常
态化保护，为朱鹮生存繁衍提供良
好环境。公检法司等部门建立司
法保护基地，政府、公安、森林成立
保护组织，建立鄂豫两地保护朱鹮
微信群，采取得力举措保护好朱鹮
野外种群。

大悟当地村民也把朱鹮当作
吉祥鸟，任由朱鹮在田地里觅食
嬉戏。

“每年鱼池捞鱼的时候，成群
的朱鹮会在鱼池里捕食小鱼小
虾。”村民武安成说。

村民经常给朱鹮栖息地的鱼
池抽水、投放鱼料，为朱鹮提供良
好的栖息地和充足的食物，朱鹮与
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已融为一体。

飞鸟见证生态环境变迁

朱鹮是一种对环境和水质要
求非常苛刻的鸟类。

朱鹮野外种群在大悟县内
顺利生存、繁殖，规模不断壮大，
得益于境内高达 53％的森林覆
盖率，澴河、竹竿河、仙舞湖国家
湿地公园等河流、水库和湿地源
源不断为朱鹮提供最爱吃的小
鱼和泥鳅。

近年来，大悟县深入贯彻“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
念，全县 1523 名县乡村三级林
长，411名县乡村三级河库长，像
爱护眼睛一样守护64.94平方公
里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生态安全
底线。

近三年来，全县“绿满大悟”
“精准灭荒”14.32万亩，湿地生态
修复补植造林5410.6亩，全县河
库整体水面洁净度均达到95%以
上。目前，大悟县已创建1个国
家级生态乡镇，2个国家级生态
村，8个省级生态乡镇，62个省级
生态村。

大悟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大
批野生鸟类前来栖息，仅仙舞湖国
家湿地公园就有71科210种野生
动物，其中，野生鸟类有29科74
种，野生植物 114 科 270 属 375
种，鸳鸯、鹭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有7种。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大悟
频道 作者 易荣波 黄凯 李怡）

见证生态环境改善

40余只朱鹮安家大悟

近期，近50只东方白鹳再次现身荆州市公安县崇湖国际重要湿地。
东方白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鸟中国宝”，全球种群数量为 3500
只至4000只，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定为濒危物种，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
动物。东方白鹳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只有食物丰富、水源充沛、
生态环境好的湿地区域才能成为其栖息地。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公安频道 作者 张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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