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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奋战
开门红 市长话经济”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十
一场。

仙桃市委副书记、市长熊享涛介绍，该
市围绕“人、城、产、境”深度融合、四向发
力，以组合政策推动人口就地城镇化，以控
改补建推动城市精明发展，以内外联动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以系统思维推动流域综
合治理，奋力建设四化同步发展示范区。

产业集聚，90%工业企业入园

柏德公司研发生产阻燃、抗老化、抗静
电等功能性材料，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内饰、空气过滤等领域；摩擦一号投资20
亿元建设三厂，引进国际领先的全自动化
智能刹车盘生产线，搭配大规模工业机器
人，打造国际领先的全自动刹车盘工厂
……

仙桃市经信局党组书记陈顺清介绍，
仙桃抢抓“双集中”试点机遇，调整优化工
业产业，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提质增效。目
前，产业园区集聚了该市90%的工业企
业、80%的经济总量、70%的工商税收。

做大做强“一块布”。仙桃以非织造布
产业集聚区和仙西服装产业集聚区，牵头
申报江汉平原纺织服装“国家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推动非织造布产业提档升级，打
响“仙桃无纺布”区域公用品牌。

建强产业平台，提升集聚能力。仙桃
以国家高新区和非织造布特色产业园区两
大市级产业平台为引擎，促进科技创新型
企业和非织造布企业向双擎集中；围绕城
南和城西产业相通、配套协同的发展基础，
做大做强食品和生物医药两个中小企业产
业园。

培育新质生产力。仙桃设立数字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免费开展“智改数转”咨询
诊断，以唯美5G+全连接工厂为标杆，引
导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100家制造业企
业数字化改造；聚焦无人科技、无人应急装
备等重点领域，与省联投东湖高新集团共

同运营仙桃数字经济产业园；深化科技赋
能，做实仙桃（武汉）离岸创新中心，将培育
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0家以上，加
快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狠抓项目，降成本优环境

当前，全省上下正冲刺“开门红”。
3月17日，仙桃举办首届仙桃马拉松

赛事暨一季度招商引资集中签约活动，集
中签约项目55个，协议总投资236亿元；
一季度集中开工亿元以上项目32个，总投
资170亿元。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
来。”仙桃市政府党组成员马培祥介绍，
2023年，该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9亿
元，增速8.5%，增速居全省第一方阵。其
中，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53个，容百科技

（一期）、鼎龙新材料、吾悦广场等项目投产
达效，投资8亿元的弘景光电项目当年开
工建设、当年投产达效。

今年，仙桃预计将新开工亿元以上项
目160个，包括引隆补水、华润电厂二期、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仙桃校区等项目。

“水美则鱼肥，土沃则稻香。”仙桃市发
改委党组书记李吉雄介绍，将建立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一站式”服务
中心，营造更优营商环境，让项目早签约、
早开工、早投产。

去年，仙桃18项改革创建试点获批
省级先行区，创近年新高；市级政务行政
许可事项减时限比例达93.6%；“最多跑
一次”实现100%覆盖，为企业减负10多
亿元。

今年，仙桃将擦亮“仙办好”营商环境
品牌，以控制成本为核心降低企业成本，重

点在企业用能、用工、物流等环节予以奖
补；推动“一网通办”率达96%，政务服务
事项掌上办占比超50%，政府职能部门

“一网统管”覆盖率达100%。

养好黄鳝，打造区域公用品牌

仙桃是鱼米之乡，一方好水孕育一条
好鱼。

“全国养鳝看湖北，湖北养鳝看仙桃。”
仙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蒋超介
绍，仙桃把黄鳝作为强市富民的农业第一
产业，推动建设30公里黄鳝产业示范带、
张沟黄鳝全国农业产业强镇、西流河镇稻
鳝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祥宇万亩稻虾鳝
综合种养基地，集聚经营主体100多家，培
育细分行业领军龙头7个，带动从业人员
20多万人。

2023年，省委农办出台“鳝七条”，将
仙桃黄鳝打造成全省区域公用品牌。去
年，黄鳝产量达8.1万吨，全国每5条黄鳝
就有1条来自仙桃，实现产值60.7亿元，鳝
农每亩收入2万多元。

今年，仙桃出台黄鳝产业高质量发展
22条硬措施，支持养殖大户、返乡农民、
市场主体发展黄鳝养殖，新增网箱养鳝1
万亩、稻虾鳝综合种养2万亩；依托湖北
黄鳝产业技术研究院，以湖北黄鳝产业集
团为龙头，打造全国最大的工厂化人工育
苗集群，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提升深加工
产能，探索创新黄鳝美食，让游客“品味一
道菜、记住一座城”；推进黄鳝质量追溯体
系建设，筹办第二届黄鳝节，擦亮仙桃黄
鳝品牌。

产业富民，城市留人。仙桃市住建局
党组书记、局长汪新军介绍，将聚焦畅通、
宜居、韧性城市建设，提升产业和人口的集
聚力、吸附力。

近两年，仙桃建设绿道154公里，今年
将新建绿道50公里；改造老旧小区129
个，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00部以上，建
设“席地而坐”的城市客厅10处。

仙桃：深度融合“人、城、产、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巍巍 通讯员 王乐 潘登

3月21日，老河口市李楼镇何营村
村民何爱明收到市红十字会送来的12.6
万元“医疗救助慈善基金”救助款后，硬
拉着市医保局、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喝
杯茶、道声谢。

半年前，何爱明因心脏方面疾病在
老河口市第一医院、十堰太和医院住院
治疗，累计支付医药费25.2万元。经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防贫保”等政策性报
销后，个人实际支出21.7万元。

“一口气拿出20多万元，相当于全
家三四年的收入。”何爱明的儿子何新
说，父母都是农民，自己的两个孩子还
在读书，“要不是这笔救助款，要欠一屁
股债。”

因病致贫返贫，是巩固拓展精准扶
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主要难点。省
乡村振兴局提供数据显示，全省24万名
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的人员中，病因占据
60%以上。

如何兜住因病致贫返贫底线？
2022年1月，老河口市出台《“医疗救助
慈善基金”试运行工作方案》，设立老河
口市“医疗救助慈善基金”，在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防贫保”、临
时救助等基础上，给予参保困难群众因
高额医疗费导致家庭生活出现致贫返贫
风险的人员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救助
金，着力减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负担。

该基金由政府引导，社会参与，鼓励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
进行捐款。截至目前，收到122家政府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3000余
名爱心人士捐款828.8万元。

2022年和2023年，老河口爱尔眼
科医院均捐款5万元，该院党办主任曾
羽表示，要为困难群众献爱心。

钱有了，怎么用？老河口市医保局
每月统计医疗费用自费部分超过2万元
的人员信息，然后联合市民政局、市乡村振兴局上门走访，对符
合申请救助金的患者指导填报申请材料，经村公示、镇审核、市
复核后，由老河口市红十字会进行发放救助金。

老河口市医保局局长陈冈介绍，“医疗救助慈善基金”成立
以来，已为142名符合条件的困难人员发放救助金514万元。

2023年1月，老河口市孟楼镇居民胡爽突发脑部疾病，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长达半年，花费各种诊疗费、住
院费、医药费共计60余万元，报销后仍要个人承担26万余元。

经申请、公示、审核等程序后，“医疗救助慈善基金”给予其
救助款18万余元，个人实际支出费用8万余元，仅占总费用的
14.13%。

“一是把治病时借的30多万元欠款还清了，二是每月享受
低保1200元，三是还能就近打点零工。真是感谢！”胡爽的丈夫
刘海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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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艾红霞、汪训
前、张诗秋）3月 22日，阳新县莲花湖
畔，“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拉开序幕，
主办方通过大屏幕、展板、有奖问答等
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节水、护水知识；
在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马场关村，“推
进水利高质量发展、确保一库碧水永续
北送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今年
3月22日是第32届“世界水日”，也是
第37届“中国水周”的首日，全省多地
启动宣传活动，营造节水、爱水、护水的
良好氛围。

据介绍，联合国确定今年“世界水
日”主题为“以水促和平”。我国纪念今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活动主题是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
水资源”。

“三、二、一，干杯！”在世界纪录协
会高级认证官张健的见证下，10582名
护水人士、漳河沿线群众等代表端杯开
怀畅饮，成功挑战“世界上最多人直饮
漳河天然水”世界纪录。3月22日，荆
门市首届“漳河保护日”暨金龙泉啤酒
水源体验大会活动在漳河之畔盛大举
行，荆门、襄阳、宜昌、荆州四地签署沮
漳河流域河湖长制协作机制协议，万人
齐诵《保护漳河（母亲河）倡议书》，倡导
全社会共同守护漳河。

水是湖北最大的资源优势，湖北坐

拥“三江”“千湖”和4231条河流、6900
多座水库，年均过境水量6325亿立方
米、自产水量989亿立方米。

放大“水”优势，缓解“水”困扰。
我省坚持将节水放在优先位置，深入
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全力实行水
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截至目

前，我省建成35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达
标县（区），全省县级行政区建成率超
35%，并相继实施引江补汉、鄂北调水
等一批跨区域引调水工程，优化调整
水资源配置格局，适应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要求。

2022年8月，水利部确定湖北省为

第一批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省份。
2023年，我省以构建“荆楚安澜”现代
水网为抓手，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
力，加快全省水网建设，全年落实水利
投资704.5亿元、同比增长16.5%，完成
投资676.4亿元、同比增长13.2%，再创
历史新高。

我省多地启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

爱水护水 共同守护水资源

湖北日报讯（记者胡弦、通讯员李
斌）持续推进长江高水平保护，加快建设
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近日，《湖
北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提质增效行动方
案》公布。该行动方案明确，湖北将继续
开展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等十大行动，
全面提升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质效，以高
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其中，围绕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行
动，湖北今年底前将完成95%的整治任
务，同时加快推进重点支流、重点湖泊
水库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聚焦城镇
污水系统治理行动，到2025年底，全省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力争超70%，
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直排口

和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县级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90%。通过船
舶和港口污染防治行动，到2025年，湖
北船舶水污染物实现达标排放、依法处
置，船舶水污染物转运处置率超95%。

森林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行动明
确，湖北将高质量推进重点区域国土绿
化和森林、湿地资源保护修复，到2025
年完成荒山绿化30万亩、实施森林质
量提升200万亩、开展重要湿地生态修
复1.5万亩。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和养殖
污染治理行动明确，全省将强化农药化
肥减量和养殖污染治理，到2025年底，
力争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
率稳定在55%，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

食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稳定在45%，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90%，化
肥使用量比2020年减少4%以上。

聚焦重点湖库及消落区综合整治
行动，全省将在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
人口密集的城集镇消落区，实施岸线综
合整治，确保岸坡稳定，同时开展洪湖、
梁子湖、斧头湖水质提升攻坚，持续改
善湖泊水环境质量。矿山生态修复治
理行动要求，湖北将积极完成“十四五”
期间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任务，今明
两年累计完成全省历史遗留矿山修复
治理任务1981公顷。围绕磷石膏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湖北将推进磷石膏源头
减量，加快磷石膏无害化处理设施建

设，强化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攻关，到
2025年，新产生的磷石膏全部实施无
害化处理，全省磷石膏综合利用率达到
65%以上。

健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行动要求，湖北将不断丰富流域生态补
偿内容，优化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
加快建立长江干流、汉江流域跨省流域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以及重点流域
跨市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
善绿色激励机制行动明确，湖北将实施
绿色能源消费促进行动，鼓励绿色电力
消费，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加快“绿
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
基金”建设。

接力开展十大提质增效行动

湖北高水平保护“母亲河”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训前、艾

红霞、通讯员梁宁、方历娇）3月22
日，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丹江口举行
纪念第32届“世界水日”、第37届

“中国水周”活动，宣传贯彻《丹江口
水利枢纽安全保卫规定》。

湖北省人民政府第48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的《丹江口水利枢纽
安全保卫规定》，将于4月1日正式
颁布实施，标志着丹江口水利枢纽
安全保卫工作进入依法管理的新时
期。

据介绍，《丹江口水利枢纽安全

保卫规定》由长江水利委员会起草、
十堰市人民政府申请立项并报送，
共7章36条，明确了丹江口水利枢
纽安全保卫工作管理体制、安全保
卫区范围及管理措施，细化了湖北
省、十堰市、丹江口市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单位）和长江水利委员会、
枢纽工程管理单位的安全保卫职
责，对扰乱枢纽陆域、水域、空域安
全保卫区管理秩序或者危害枢纽安
全的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为维护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工程安全提供了
坚实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

《丹江口水利枢纽安全保卫规定》
4月1日正式实施

湖北日报讯（记者黄磊、通讯员
李梦蝶、实习生刘润林）3月22日，武
汉市民间河湖长颁奖聘任活动暨“江
城河小青”志愿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据介绍，截至2023年，武汉市
已有1345名民间河湖长和6000余
名志愿者。该市开展碧水保卫战

“幸福河湖共同缔造行动”，取得了
明显成效，被评为全省河湖长履职
担当、成绩突出地区和河湖长制积
极创新、落实有力地区，流域河湖长
制探索实践入选湖北省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十大典型案例”。

经过前期报名、征集，今年，全市
又将有146位民间河湖长领证上岗，
包括116个自然人和30个团体单
位，其中还有20位陆域民间河湖长。

今年，武汉市水务局将携手团
市委，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共建美丽
武汉，江城河小青在行动”的青春热
潮，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
激发青少年群体对爱水、护水的热
情，鼓励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培
育出充满活力与热情的“江城河小
青”志愿者队伍，推动全社会形成更
加浓厚的河湖治理保护氛围。

武汉再添146位民间河湖长领证上岗
“江城河小青”志愿活动启动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磊、通讯
员周栎）3月22日，荆州市召开污
染防治攻坚动员大会。从即日起到
6月30日，该市将动员全市力量，
全域集中开展“清渠洁岸·共同缔
造”活动，重点整治洪湖流域沿河沿
湖排口。

洪湖是我省第一大湖，近十年
来，洪湖水质持续恶化，流域水生态
环境治理迫在眉睫。

为加强督办力度，荆州市将针
对洪湖流域内西干渠、豉湖渠、总
干渠和洪湖沿岸周边重点区域，派
驻110个工作组驻村帮扶、指导、
督办，洪湖流域实现工作组入驻全
覆盖。

荆州还将严格落实河湖渠沟长
制，建立“市级统筹、县级指挥、乡镇
负责、村级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
全面排查历年中央和省市交办的生
态环保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入湖入
河口、河湖渠沟污染、农业面源污
染、乡村人居环境问题、工业企业污
染六类问题。

据了解，此次“清渠洁岸·共同
缔造”活动，以排口整治为抓手，坚
持“有口必查、有源必溯、有水必
测、有污必治”，做实问题原因、目
标任务、项目措施、资金来源、责任
时限“五张清单”，推动流域上下
游、左右岸、湖内外协同发力、系统
整改治理。

110个工作组指导督办

荆州打响水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战

仙桃黄鳝生态养殖基地远瞰。（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通讯员 潘登 摄）

荆门市首届“漳河保护日”，志愿者宣读保护漳河倡议书。（湖北日报通讯员 赵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