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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雷巍巍、
通讯员张曼、熊壮）5 月 19日，
362名仙桃鳝农来到西流河镇，
围绕苗种繁育、水质改良、病虫害
防治、精细管理、精深加工、电商
物流、品牌营销等黄鳝产业关键
领域，开展“理论+实操”研讨活
动。这是仙桃全要素打造“仙桃
鳝农”省级劳务品牌的新举措。

黄鳝作为仙桃农业的第一产
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员。仙桃
依托允泰坊、祥宇、强农等工业企
业、养殖基地、专业市场、电商平
台，加快实施万名鳝农培养计划，
一批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繁养能
手、网络达人、企业工匠、鳝菜大

厨等专业技术人才不断涌现。去
年，“仙桃鳝农”入选全省第四批
十大劳务品牌。

仙桃黄鳝是湖北区域公用品
牌，2023年品牌价值达172.25亿
元。当前，仙桃正聚焦黄鳝产业

“种、养、加、销、安”一体化发展，
拉长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打造供
应链、完善生态链。据测算，今年
黄鳝全产业链预计吸纳就业人员
超4万人。

仙桃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正聚焦产业链关键节点用工
需求，采取订单式、定向式和定岗
式技能培训，助力仙桃黄鳝破圈
出新。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巍巍、
通讯员马书琴、肖航）5月19日，
仙桃市杜湖街道石桥村二组，村
民刘学英坐上新轮椅、出了门，吆
喝几个乡亲到树荫下拉家常。

刘学英因中风导致下肢残
疾，出行一度成了难题。去年底，
仙桃市残联工作人员进村入户，
宣传推广湖北省残疾人辅助器具
服务平台。“智能手机不会用，网
上操作搞不懂。”面对送上门的好
政策，刘学英犯了难。

该市残联工作人员闻讯上门
办公，在平台的网上商城帮忙提
交轮椅申请。轮椅到货后，工作
人员又上门安装，并手把手教会
其使用方法及保养事项。

残疾群众行动不便、出门不
易，服务到“最后一公里”远远不
够。仙桃残联聚焦残疾群众急难
愁盼，推出残疾人服务事项“帮办
代办”新模式，打造残疾群众家门
口的办公室，为重度困难残疾人
提供残疾人证办理、辅助器具申
请等高频事项“一对一”全流程服
务，实现“服务零距离”。今年来，
全市开展残疾人服务“帮办代办、
上门办”事项120余件。

仙桃市残联还打破原有事项
办理中户籍地或居住地限制，为
申请人提供全流程“跨省通办”服
务，对残疾人证首次申领、迁移、
变更等7个事项实现“异地受理、
属地审批、免费邮寄”。

5月15日，仙桃市郑场镇工
业园区，湖北硒莱福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硒莱福公司”）
固体饮料车间里机器运转，工人
忙碌有序，一只只固体饮料包

“走”下生产线。
“这批产品将出口蒙古国，客

户要得急，我们正加班加点赶订
单。”公司董事长袁友元说。

一个月前，该公司签下这笔
价值2.4亿元的国际订单。

成立11年来，硒莱福公司深
耕当地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不
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江汉平原
小镇走向国际市场大舞台。

围绕一粒豆做足文章

富硒是仙桃的特色，全市
20%的国土面积富硒，郑场镇更
是全域富硒。

郑场豆豉已有600多年的历
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1
年4月，在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
推介活动中，郑场豆豉被作为湖
北地方土特产品，面向全球推介。

硒莱福公司来自郑场镇，
2013年注册成立，瞄准当地优质
的富硒黄豆资源，围绕一粒豆做
足文章，成为湖北省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湖北省细分领域隐形
冠军企业。

袁友元介绍，该公司以富硒
黄豆产业化为依托发展现代农
业，主要经营富硒大豆研发、种
植、加工和销售，产品涵盖调味品
和功能性食品等领域。

2022年，该公司建设高标准
原料基地，流转富硒大豆基地
5000亩，发展富硒大豆订单农业
24630亩，带动当地农户8600多
户；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改扩建

8500平方米的大豆储备仓库，存
储量达1万吨，从源头保证质量
安全。

目前，该公司以“硒莱福”牌
郑场豆豉为主打，研发53个系列
产品，年精深加工富硒豆豉2万
吨，牛肉豆豉、蒜蓉豆豉、香辣豆
豉等产品在市场走俏。

将本地农产品卖到国外

除富硒黄豆外，西蓝花、黄桃
也是当地优质的农特产品。

为撬动更大市场，硒莱福公
司开辟新产品，瞄准新赛道。2
年前，硒莱福公司投资3800万
元，优化加工工艺，分期新上固体
饮料生产线；以西蓝花、黄桃等为
原料，通过萃取、浓缩、干燥、粉碎
等技改升级，生产制粒、压片、制
膏等功能性固体饮料，推向市场。

2023年，该公司研发的“三
花参杞”“桑菊杞参”等固体饮料
新产品，圈粉越南、缅甸等东南亚
地区，销售额达2.13亿元。

今年，经客户牵线搭桥，硒莱
福公司成功打开蒙古国市场。“成
品已发出 300 多件，直供蒙古
国。”袁友元说。

端详这款名为“黄花桃参”的
固体饮料包装，桃元素外观设计，
产品介绍为蒙古文，配料表显示
包括黄桃、西蓝花、黄芪等10多
种原料。

袁友元介绍，根据蒙古国百
姓的生活饮食习惯，该公司邀请
湖北中医药大学组建研发团队，
定制推出这款新品。

“今年计划扩建厂房、新建研
发楼，新购12条功能性饮料生产
线，预计年产规模将达到 500
吨。”袁友元信心满满。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巍巍、通讯员
王义、王玉婷）近日，仙桃某公司诉仙桃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何某
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在仙桃法院开庭审
理，仙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
书记、局长朱立华出现在被告席。这是
今年仙桃市行政机关“一把手”首次出庭
应诉。

年初，仙桃市政府、仙桃市人民法院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一把手”

出庭应诉 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行政机关

“一把手”应当出庭应诉的情形、要求及
制度保障等作出说明。

《通知》明确，7类案件要求“一把手”
100%出庭应诉，其中包括被诉行政行为
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重大人身、财
产权益的；涉及行政公益诉讼的；涉及本
级政府全局性工作或中心工作的案件；
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案件等。若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
情形，“一把手”不能出庭的，应当提交相
关书面申请及证明材料，并加盖行政机
关印章。

《通知》规定，“一把手”要以依法
行政、实质性化解纠纷为目标，组织
好庭前准备工作；庭审中积极参与法
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及时回应当事人
诉求，提出解决方案；庭后及时梳理
行政行为瑕疵、执法依据不足等薄弱

环节，持续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
平。

据介绍，仙桃将行政机关“一把手”
出庭应诉率、出庭应诉实质化解行政争
议率、庭审表现、司法建议反馈率、生效
裁判文书履行情况、败诉率等指标，纳入
该市年度法治建设考核和全市营商环境
评价考核，并制定考核评分细则，倒逼

“一把手”对标对表，推进行政机关依法
行政。

东南佳与仙桃初相识，并未
“一见钟情”。

东南佳1988年发轫于浙江
温州，总部在江苏太仓，专注于一
把小碳刷。该产品是汽车天窗开
关、车窗升降等系统的关键部
件。随着时代发展，企业在轨道
交通碳滑板、工业碳刷、特种碳材
料等方面取得突破。

虽千山万水相隔，东南佳与
湖北却有着不解之缘。在众多大
客户中，来自武汉、襄阳、荆州等
地的企业占到30%以上。特别是
荆州的一家企业，更是东南佳汽
车类电机用碳刷板块的主要客户
之一。

2008年，东南佳计划“走出
去”，打算在下游市场集中区域建
立新的生产基地。同年，公司派
出“先遣队”到湖北考察市场。

“基地选址若不科学，建设发
展不顺，企业就会错失发展机
遇。”公司董事长朱约辉身上，有
着温州商人特有的严谨和审慎。

随后的两年间，“先遣队”先
后辗转湖北多地。从武汉到恩
施，沿线考察了多个县市。大到
交通区位、物流成本、招商政策，
小到饮食风味、员工生活配套
等，“先遣队”明察暗访、轮番比
较。

前方现场综合比对，后方多
轮研究论证，2010年，公司决定

“试水”仙桃——在胡场镇工业园
租下一家闲置厂房，新上一条生
产线，一边小规模生产，一边考察
仙桃。

厂房改造、设备安装、生产出
货……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东
南佳的“试验田”年年丰收，企业

便有了扩规的想法。
仙桃市教育局局长杨俊武

（时任仙桃市胡场镇镇长）告诉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面对东南佳的
需求，政府有求必应，先后三次调
整土地，虚位以待。期间，东南佳
虽有过两次爽约，当地一直没放
弃。

“政府效率高，每次都在一周
内，给我们提供最合适的地块。”
湖北东南佳特碳新材料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黄英环说。

2018年，东南佳有了落户意
向，并按照“苏州标准”列出项目
落户、建设、生产等全周期的需求
清单。仙桃逐项研究，以最大诚
意留住东南佳扎根仙桃。

当年，东南佳落户胡场镇。
从相识到牵手，仙桃与东南佳结
束长达10年的“恋爱”长跑。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巍巍、通讯员
胡纯波、程书锦）5月15日，仙桃市张沟
镇同星食品项目工地，看着桩基施工有
序推进，企业负责人张铭堂心情大好。
半个月前，因相关证件不齐全，他还在为
项目无法开工而焦虑。

同星食品项目总投资约1.2亿元，建

成后可形成年加工3000吨黄鳝等水产
品的能力。“黄鳝加工市场潜力大，时间
就是金钱。”为抢抓市场机遇，企业计划
年底完工投产。但因相关证件未办理齐
全，项目建设遇到“梗阻”。

接到企业的求助电话后，张沟镇工
业专班经过协商，决定为同星食品项目

办理“容缺”手续。镇里采取专班负责、
全程指导、特事特办等服务举措，指导企
业准备容缺项目现场踏勘所需资料，并
多次“代跑”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

5月13日，仙桃市建筑市场管理站
出具了建筑工程材料检验通知单（临
时），作为准予同星食品施工的凭证，并

告知企业在开具临检通知单之日起6个
月内，需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一切围绕企业转，一切围绕项目
干。”张沟镇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镇正努力打造服务高效、成本优惠的营
商环境，用心用情服务项目建设，让招商
引资企业感受到诚意和暖意。

6年6度追投，一厂变七厂

东南佳的三次选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巍巍 通讯员 胡纯波

6 次追加项目投

资、1个工厂变7个工厂、占地面

积“长胖”近10倍、产值连年翻番……

湖北东南佳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南佳”）落户仙桃6年来，每年都在“变”。

“不变的，是政府和企业的两情相悦，和企业投资当地的决

心。”公司董事长朱约辉的表白，成为东南佳三次选择的生动注解。

仙桃市杜湖街道，湖北东南佳先进碳材
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切割、洗孔、挖槽、翻
面、组装……20分钟后，一组用于光伏硅片
镀膜的石墨舟零件完成。

石墨舟，形状如舟型，主要运用于光伏
等产品模具加工，对生产工艺及材料要求
很高。市场上大部分石墨舟生产都靠传统
的人工集成，东南佳技术团队自主研发出
两条全自动化产线。“从原材料到成品加工
制造，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公司董事
长助理于江美说。

从汽车类电机用碳刷到轨道交通碳滑
板，从原材料生产再拓展光伏领域，东南佳在
仙桃的每次追投，都在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

动车时速二三百公里，对于受电弓碳
滑板的硬度、导电性、耐磨性等方面的要求
几近苛刻。过去，该项技术一直被德、英等
国垄断。

改变发生在2015年。东南佳250公里
至350公里受电弓碳滑板实现技术突破，安
装在和谐号动车组上；2020年，该公司自主
研发的350公里至400公里受电弓碳滑板，
又安装在复兴号动车组上。于江美介绍，按
照公司布局规划，类似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
的产品将会陆续转移到仙桃生产基地。

目前，东南佳已上马科创园项目，并
投资20.7亿元建设特碳产业园，计划在仙
桃打造华中区域重要碳材料生产基地，延
长光伏、新能源、国防工业等新型特种碳
材料产业链。

朱约辉也当起仙桃的招商大使，扩大
产业链的“朋友圈”。在他的撮合下，湖北
隆创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用复合材
料项目和三轩新能源碳材料产品项目纷纷
跟投仙桃。

情定仙桃，东南佳开始大展
拳脚。

“一个字，就是快！”黄英环介
绍，第一个项目从签约到试生产
不到一年。

项目规划时，东南佳的先头
部队还在路上，胡场镇政府及自
规、住建、林业、人社等部门组建
的服务小分队就上了门。五证同
发、帮办代办……黄英环感叹：在
仙桃找到了苏州的感觉。

他给记者分享了两则小故事
——

2019年底，首个项目建成投
产，东南佳从总部调来40多名员
工。“员工很多是夫妻档，孩子也
要随迁，上学怎么办？”不少员工

担忧。
不到三天，仙桃拿出两套解

决方案：在胡场镇提供学位，员工
子女可就近入学；有特殊要求的，
也可在仙桃城区学校入学。

2021 年 9 月，特碳项目开
工，因西气东输管道横穿工地70
余米，工程建设遇到“梗阻”。如
果按常规手续报批、申请施工，至
少需要半年时间，多投资300万
元。

仙桃市发改委组建专班到项
目现场蹲点服务，并对照成熟项
目经验，提出解决方案。最后工
期只用了3个月，花费30万元，投
资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

仙桃以真心换企业发展信

心，更加坚定了东南佳的选择。
“仙桃将是东南佳在国内最大的
生产基地，我们别无选择，唯有
继续加大投入。”公司布局重大
项目时，朱约辉总会坚定地选择
仙桃。

一步一个脚印，东南佳的发
展渐入佳境。

2019年6月，东南佳一期项
目投产。不到半年，上马二期项
目。2021年10月，东南佳特碳新
材料项目落子；2022年3月，扩规
2个特碳材料项目……

落户仙桃6年间，东南佳成立
3个公司、扩规发展7个厂区，生
产基地由最初的35亩“长大”到
334亩。

全要素擦亮
“仙桃鳝农”劳务品牌

仙桃残联“帮办代办”
服务残疾群众

深耕本地农产品赢得市场风口

湖北硒莱福
拿下2.4亿元国际订单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巍巍 通讯员 罗婉婷

硒莱福公司生产线。 （通讯员 郑恒 摄）

推进“一把手”出庭应诉常态化
仙桃持续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

化解办证难 了却心头烦
张沟镇用心用情服务项目建设

牵手 10年考察，终于等到你

扎根

迈向高端产品生产基地

情定 落户6年建起7个厂区

位于仙桃杜湖街道的
东南佳先进碳厂区。

（通讯员 郑恒 摄）

东南佳生产的受电弓碳滑板应用在动车组列车上。
（通讯员 郑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