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彤、通讯员谢
毅）4月2日，全省推进渔业现代化建设培
训班在汉举行。记者从现场获悉，2023
年，我省小龙虾、黄鳝产业继续保持全国
领先地位；渔民人均纯收入2.6万元，同
比增长4.4%，再创历史新高。

湖北省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省淡水产品产量
522.79万吨、同比增4.5%，有望连续28
年居全国第一。

“一虾一鳝”领跑全国。在“虾十条”
“鳝七条”等政策激励下，全省小龙虾、黄
鳝产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小龙虾产业综
合产值达1650亿元，同比增12.6%；黄鳝
产业综合产值170亿元，同比增6.25%。
潜江市“四季有虾”试验示范取得初步成
功，小龙虾良种选育繁育初见成效，全年
发布小龙虾养殖、繁育、加工、餐饮等标准
36项，“潜江龙虾”在全国始终保持领军地
位。仙桃市黄鳝全人工规模化繁育技术
取得突破进展，达到产业应用水平，繁育
全人工鳝苗3亿尾；“仙桃黄鳝”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达172.25亿元，居全国第一。
设施渔业蓬勃发展。全省设施渔业

总规模同比增48.5%，达686万立方米，
中部第一。82个县（市、区）已布局设施
渔业，设施渔业经营主体达653个，总投
资68.7亿元。

渔业种业振兴提速。黄颡鱼“全雄2
号”、中华鳖“长淮1号”通过2023年国家
水产新品种审定。全省经全国水产原良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新品种总数达19
个，位居全国第一。

特色品种加快推广。黄颡鱼产量继
续保持全国第一，河蟹、鳜鱼、龟鳖产量继
续保持全国第二，特色水产品产量占淡水
产品总产量44%。

渔业资源恢复向好。全面落实常态化
禁渔工作，全力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三年
强基础”取得阶段性成效。监测表明，长江
干流的鱼类品种较禁捕前显著增多。长江
监利段“四大家鱼”卵苗发生量已从最低时
的不足1亿尾，提升到60亿尾。珍稀鱼类
刀鲚、鳤，时隔30年重现湖北江段。

“一虾一鳝”全国领先
渔民收入再创新高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爱虎、通讯员秦
茜、邓妙嫦、孟雨秋）3月27日获悉，世界
银行贷款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系统保护
修复和绿色发展示范项目（二期）日前正
式落地生效。项目贷款金额2亿美元，实
施期5年，建设区域为清江流域和洪湖流
域的6个示范县（市）——恩施市、利川
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和洪湖市。这
批贷款资金支付将与项目绩效直接挂钩。

项目将以清江、洪湖流域保护为核
心，多层面统筹联动。对外有效衔接世行
贷款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
和绿色发展（一期）江西赣江流域和湖南
沅江流域项目，构建湘鄂赣三省水环境管
理协作机制，开发和搭建省级信息交换共
享平台，出台省级水环境和塑料垃圾治理
政策、法规和指南等。对内大力推动项目
地完善水环境治理体系，健全水环境监测
网络，控制新增水土流失面积，减少水污
染和塑料垃圾传输，改善城镇生活污水管
理服务体系等。项目的实施，将对湖北全
面提升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质效，统筹流域
综合治理，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贷赠款项目合作是湖北省与国际金融
组织和外国政府开展国际财金合作的重要

基础、纽带和载体。2023年，我省不断开
拓工作思路、优化合作策略，积极推动贷赠
款项目合作服务高质量发展，贷赠款规模
继续保持全国前列，新开行新一期贷款备
选规划项目数量及额度均位居全国第一，
获财政部利率减免金额位居全国各省市第
一，世亚行3个项目相继签约生效。

我省紧盯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
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围绕“两山”实
践创新示范区建设、“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实施以及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指导申报地掌握贷款政策、明
确申报要求、细化融资安排、落实还款保
障，扎实做好新项目申报。2023年，支持
恩施州等地申报湖北恩施州“两山”实践
创新示范等4个世亚行新一期贷款项目，
申报贷款金额9.3亿美元。

围绕项目前期准备重点内容，我省大
力推动各项目地抢抓时间，加快推进鉴别
评估、可行性研究以及配套资金筹集等相
关程序，加速项目落地成效显著。2023
年，世行贷款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系统保
护修复和绿色发展示范项目等3个项目
相继签约生效，协议金额6亿美元，助力
湖北推进“长江大保护”“双碳”及“乡村振
兴”等重大战略。

湖北国际贷赠款规模保持全国前列

湖北日报讯（记者孙滨）“通过医保业务综合
服务终端，就诊群众无需携带社保卡，不用展示医
保码，刷脸即可完成医保费用的结算，真正实现

‘免排队、零接触、秒支付’。”4月2日，襄阳市中心
医院东津院区护士向全省近百名医保工作者介
绍。当日，我省三大都市圈医保服务同城化和经
办体系建设工作部署会在襄阳召开。

2023年，三大都市圈推行医保公共服务同城
化，经办事项实现圈内线上线下无差别受理，同标
准办理。各地积极推动免申办、帮代办、智能办、

掌上办等多种形式的经办服务，已初步形成家门
口“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在都市圈内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全省已实现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
全覆盖，并向乡镇、村（社区）卫生室拓展。据统
计，全省有异地就医定点医院9522家、定点零售
药店17210家。

三大都市圈中，武汉市打造“标准化、综窗化、
规范化、自助化、可视化、即时化”专窗，实现视频远
程帮代办。襄阳市通过圈内城市交叉授权，依托政
务综合受理平台，实现“网络化”医保政务事项“同

城通办”和“圈内通办”。宜昌市建立了都市圈常态
化协作机制，规范统一通办业务受理条件及流程。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医保改革举措频出，已
实现省、市、县、乡（街道）、村（社区）的医保经办
服务网络全覆盖。今年将依托定点医药机构、银
行邮政网点、大型企业、产业园区、学校等建立医
保便民服务点，满足群众“多点可办、就近办理”
需求，深化“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建设效果，
并积极推动经办服务省级统筹，从“有没有”向

“优不优”全面转变。

我省“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初步形成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畅、通讯员李娜、严娉）4
月1日，武汉市税务局发布《税收服务科技创新八
大行动计划》，加快一揽子税收红利政策精准落地
和大规模高效服务改革多管齐下，助推武汉打造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八大行动涵盖税费优惠政策宣传扩面、科创
企业精准滴灌、智慧办税质效提升、线上退税提
速、科技主体增量提质、税费服务集成、新时代“枫
桥式”税务所建设、科创企业诉求直达等，重在增
强科技创新引擎。

武汉航天远景科技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空间
地理信息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该公司近日凭借

“信用贷”贷到了重要的流动资金。纳税信用是
税务系统根据各项综合指标计算出来的信用评
级，在税务部门的支持下，交通银行得以详细了
解到该企业的纳税信用评级，以纳税信用为参
考，该行提供给该公司292万元“银税贷”信用额
度，解决了高科技企业贷款缺乏固定资产抵押的
难题。

据了解，鼓励银行依托纳税信用创新信贷产
品，缓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是本次八大行动
中的重要支持内容。武汉税务将进一步建立“税
企银”三方交互协作链，在“银税互动”框架内为科
技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牵线搭桥。

“岚图作为武汉首个高端智慧新能源汽车品
牌，得益于武汉税务部门营造的良好税收营商环
境，我们对稳中向好充满信心。”岚图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沈军说。

新能源汽车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针对新能
源产业发展，税务部门为企业量身定制了政策指
南，大力推行“一企一策”“政策找人”，让其能够准
确、及时地了解并享受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助力企
业第一时间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所得
税优惠税率、增值税即征即退等一揽子税惠红利
政策，腾出更多资金加大研发投入和引进人才，助
力企业向新而进，攻克新的技术高峰。

“八大行动计划”增强科技创新引擎

武汉税务助推科创中心建设

4 月 1 日，荆州市荆州区马
山镇双垱村，当地邦富农农产品
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驾驶旋
耕机，正在将紫云英翻耕还田，
为后续春耕春种做好准备。天
气回暖，荆州区16 万台各类农
机正开足马力“闹春耕”。目前
播种面积70.7万亩，蔬菜播种面
积4.65万亩，总产量14.76万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
松 通讯员 肖敏 王思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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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零钱不“小”

位于武汉市江夏经济开发区的华域汽车车身
零件（武汉）有限公司，把创新工作室搬进车间，解
决实验室里“想不到”的问题。这个创新工作室被
称为“作战室”，它成立的初衷是：直面生产一线，
快速响应、研发解决生产一线问题。

把实验室搬进车间，并非这家公司独有。在
武汉光谷、浙江宁波、山东济宁等地，在生产一线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转化成果、产生效益，已经成
为一些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创新的实践模式。

科创与应用是一对孪生兄弟。科技成果不能
仅仅是橱窗中的展示品，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切实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的“最大增量”，要破解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中
的堵点、卡点。将实验室搬进车间，围绕生产一线
的需要，做好应用型研究，有利于科研成果就地转
化为企业生产力。“从0到1”的原始创新非常不容
易，但还不够，还要在“1到100”的道路上披荆斩

棘。让“实验室”与“车间”更好对接，让解决方案
与生产中的问题高度匹配，完成科学研究、实验开
发、推广应用“三级跳”，才能真正以创新之力驱动
发展。

企业是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直接面向市场、
服务市场，有敏锐的市场发现，有蓬勃的创造力。
一位企业的研发工程师感言：“车间就是我们最好
的实验室。我们取得的各种专利，都是在各车间
里研发完成的。及时发现生产技术上存在的各种
问题，不断改进提升技术水平，这样的研发才有实
际意义。”越是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越是重视
研发、重视成果转化。华为10年研发投入超1.1
万亿元，不断在创新上挑战自我；格力电器在研发
方面“按需投入、不设上限”，累计申请专利逾11
万件。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生产应用，全链条创
新在这些企业身上得到明显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科技创新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
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中的地位，以有力举措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
力和创造力，进一步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湖北着力构建以

“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瞄准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推动构建“产学研
用”一体化机制，突出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在破
解“研发与应用两张皮”上不断探索。

“将实验室建在车间”是一种解题思路，并非
唯一的答题方式。把生产线当作科创战场、解题
现场，旨在传递一种鲜明导向：加强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对接，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实现各类创新要素供需匹配，推动更多科研成
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迈向市场化。

把实验室搬进生产一线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阅读提要

把生产线当作科创
战场、解题现场，旨在传
递一种鲜明导向：加强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
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
学研深度融合，实现各类
创新要素供需匹配，推动
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
室、走向生产线、迈向市
场化。

一年一清明，一岁一追思。清明，既是人们踏青寻春、
享受自然之清明，更是情深义重、追思先人之清明。在气
清景明的时节，人们踏青插柳、慎终追远，不仅凝聚起亲
情的涓涓细流，更承载着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中华文
明。

思亲当守规。缅怀故人、寄托哀思，重在心而不拘于
形。当前，有少数地方互相攀比、大搞排场，使祭祀祖先的
方式走了味儿、变了调儿；有个别党员干部不讲党性原则，
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借祭祖之际请风水先生选“风水宝地”；
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心存侥幸，使用公款、公物、公车进行私
人祭扫、踏青、宴请等活动。凡此种种，不仅败坏着党风政
风，也腐蚀着社会风气。党员干部要争做文明祭扫的先行
者、践行者，倡导文明祭扫、节俭祭扫、绿色祭扫、安全祭扫
等文明追思祭扫方式，把祭奠先人的传统习俗和良好愿望，
用更加环保、健康、安全的方式进行表达，让传统节日回归
清净与文明。

清明风至，清廉随行。党员干部要把清明节当作锤炼
廉洁观、弘扬文明观的“磨刀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吹清
风、拂廉风、扫四风，积极践行崇廉拒腐、尚俭戒奢，带头遵
守廉洁自律规定，始终做守纪律、讲规矩的“明白人”。把清
明节当作一次唤醒初心、锤炼家风的良好契机，不断挖掘传
统文化中“家风”“家训”的廉洁因子，带头倡导移风易俗，带
头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清扫沉疴积弊，弘扬清风正气，让清
明节更加风清气明。

让清明更加风清气明
□ 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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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绘时事绘

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的 ATM 机，可以取 10 元钞票
了。以往国内ATM机只提供百元纸钞，现在有不少地方
已经可以取零钱小钞。不熟悉电子支付的老年人，是零钱
的重要客户。

ATM 机取零钞这事看起来很小，但“小零钱”服务

“大民生”。相比于“大额刷卡、小额扫码”来说，“现金兜
底”是支付便利的一条底线，必须守住守牢。ATM 机提
供小票面纸币，可以方便更多老年人。为社会公众提供
更加便捷、可靠、优质的现金服务，提高现金使用便利性，
还需要下更为精细化的功夫。 （文/余姝满）

漫画/王鹏

成本几百的骨灰盒最
高卖到上万、不在殡仪馆消
费就不能火化寄存、宁可花
掉半年收入也要在葬礼上
大摆宴席……媒体调查发
现，一些农村地区动辄数
万元的殡葬费，依然是群众
不小的负担，讲究面子排场
的重殓厚葬风气也依然普
遍。

生老病死是谁都无法
逃避的自然规律，做好殡葬
服务事关民生冷暖，也是基
本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殡
葬服务遵循市场规律，但殡
葬业不能只是一门逐利的
生意。近年来，“天价墓地”

“天价寿衣”“天价殡葬费”
等问题打而又返，“殡葬的
东西不讲价”“一条龙服务
变成一路坑到底”，从太平
间到火葬场，从香烛费、护
灵剂到遗体整理费、遗物焚
烧费，再到价格高昂的墓
地、骨灰盒，一些殡葬服务
的信息透明度低，对消费者
一路敛财，成为老百姓沉痛之余沉重的负
担。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这是普通百姓的朴素情感寄托。华夏儿女
历来信奉“逝者为尊，死者为大”，每个家庭
都愿意尽力把逝者的“最后一程”办得体
面。殡葬服务应该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暖
心事，而不能变成“糟心事”。相关部门应该
充分认识加强殡葬服务价格管理的重要性，
让“看得见的手”发挥该有的效用，打破殡葬
行业隐形垄断。无论是基本服务项目，还是

“个性化”服务项目，都要明明白白告知消费
者，挤压可能滋长的“灰色空间”，切实减轻
群众的殡葬负担。殡葬改革的关键，应该体
现在能否凸显公益属性。

殡葬行为与地域环境、历史文化、思想
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人们对于殡葬服务
的需求也日趋多元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完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
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推进移风易
俗、摒弃殡葬陋习，没有“一招鲜”，也不宜

“一刀切”，制度层面的问题需要加紧优化、
日臻完善，认识层面的问题则需要循循善
诱地引导，日拱一卒去提升。殡葬行业关
乎人生大事，绿色、文明的殡葬新风尚正在
兴起，“厚养薄葬”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让
殡葬回归悼念追思的本意，是现代社会的
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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