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讯（记者夏永
辉、通讯员常斌）6月6日，十堰
市卫健委下发《推行改善就医
体验十项措施实施方案（试
行）》，提出力争用一年时间，解
决医疗机构在停车、挂号、就
医、诊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该《方案》提出，鼓励有条
件的医疗机构为急诊就医、身
体不方便者提供免费代泊车、
预留专用车位、引导停车等服
务；因检验、检查当日不能完
成，或结果未能及时查看，尚未
完成诊疗的患者，3天内到医
疗机构同一院区、同一科室就
诊免挂号费；同级公立医疗机
构之间、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和县域医共体内医疗机构，对

省级规定的82项检验结果、60
项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互相认
可，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此外，十堰市各医疗机构还
将在入出院一站式服务、急危重
症院前院内急救直通车、疑难危
重患者多学科会诊、互联网医院
服务延伸、特殊群体就医便民服
务、康复医疗护理上门、出院后
随访等方面改进措施，为患者提
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十堰市卫健委主任潘云峰
介绍，今年6月至12月，各医
疗机构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工
作方案，细化工作目标和措施，
落实责任到科室到人；年底，主
管部门将进行评估及通报，确
保取得实效。

湖北日报讯（记者许应
锋、通讯员罗才昌、杨占鳌）6
月14日，在十堰市茅箭区朝北
沟片区，坡度达40度至60度
的山体上，长满狗尾草、灰条
菜、草木樨、多花木兰等植物，
生机勃勃，而两年前，这里还是
一处废弃的辉绿岩采石场。

朝北沟片区采石始于上世
纪60年代末期。经过30多年
开采，不仅矿产资源枯竭、植被
破坏、生态环境恶化，还存在高
陡边坡、渣石堆崩塌、滑坡、泥
石流等安全隐患。加上紧临十
堰火车站，2008年，十堰市对
该片区采石场逐步关停。

朝北沟片区废弃矿山能重
现生机，得益于十堰申报的“南
水北调”水源涵养区——秦巴
山东段汉江流域历史遗留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并入围2023年历史遗留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该项目总投资5.88亿元，
涵盖十堰市全域范围的历史遗
留废弃矿山（矿点）数量 476
个，生态修复总面积达1012公
顷，在有效解决十堰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问题的同
时，还将增加林地1658亩、耕
地1000亩、草地1710亩，提升
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朝北沟片
区作为项目中的点位之一，于
2022年 5月由地方政府先行
启动生态修复治理一期工程。

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茅箭分局分管负责人徐久明介
绍，朝北沟片区治理面积635.5

亩，将增加绿地面积近270亩，
整理可利用建设用地 290多
亩。目前，已经完成山体削坡
整形、采坑回填、场地平整、坡
面喷播绿化和覆土绿化，正实
施道路、排水等配套工程。

和朝北沟废弃矿山一样经
生态修复治理重现生机的，还
有位于竹山县官渡镇三吉村的
天星板石矿山。

走进该废弃矿区，6处渣土
堆放斜坡上已长满翠绿的女贞
子；以点状钻窝培土方式栽种
的爬藤，铺满15处挂壁悬崖。

上世纪八十年代，竹山县
官渡镇三吉村天星板石厂加工
的黑板石，远销东南亚等，为竹
山出口创汇作出巨大贡献。但
经历数十年开采，不仅造成大
面积岩土体裸露、矿渣堆放，以
及地表植被破坏，需修复矿区
面积达127亩，还存在山体滑
坡等安全隐患。

2023年6月，该矿山治理
修复项目启动。目前，该矿山
已经完成生态修复治理，不仅
地表植被复绿，还除险排危
1200 立方米，修筑施工便道
4500米，建挡土墙4200立方
米及排洪沟460米。

“通过生态修复，不仅抚平
‘伤痕’，改善了人居环境，还新
增（恢复）耕地、林地等。”十堰
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山
水办”负责人罗源介绍，截至目
前，全市已完成63个废弃矿山
（矿点图斑136个）修复治理，
修复治理面积3652.2亩。

湖北日报讯（记者夏永
辉、通讯员王玮、董睿）6月12
日，十堰市文化和旅游局宣布，
该市推行“信易游”惠民，十堰
市级以上“好人”、劳模及优秀
志愿者，可免费游览武当山、大
明峰等景区。

所谓“信易游”，即让信用
好的游客，享受更好更优惠的
旅游服务。今年2月，该市成
为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
济发展试点。

十堰“信易游”提出，优惠
的激励对象包括三类人：一是
历年获评“中国好人”“湖北好
人”“十堰好人”的中国公民；二
是历年获评国家级、省部级、十
堰市级劳动模范的中国公民；
三是历年获十堰市级及以上优
秀志愿者称号的中国公民。

他们在去“信易游”惠民示
范景区时，可享受免票、优惠票

及快速购票服务；到相关酒店
时，可享受免收押金、优惠房价
服务和免查房快捷退房服务；到
旅行社、图书馆、博物馆等地，可
享受“先游后付”、产品折扣优
惠、免押金借阅、旺季快捷通道
入场及优先安排讲解员等服务。

首批纳入惠民场景的示范
单位，共有32家，包含武当山景
区、武当大明峰景区等8家A级
景区，5家星级饭店，8家旅行社
和11家图书馆、博物馆。他们
获得的激励措施包括：降低抽查
比例，在执法抽查中参照A级信
用评价抽查比例设置为原抽查
比例的30%；试行期未发生投
诉举报，未受到约谈、警告和行
政处罚的“信易游”示范单位，在
年度工作中给予表扬；对推动

“信易游”工作措施有力，成效显
著的县（市、区）文旅部门，在政
府质量考核中给予加分。

在郧阳区南化塘镇玉皇
山村，10公里的鲍鱼沟穿村而
过。在鲍鱼沟两侧2.5米高的
护堤间，绿油油的菖蒲长满8
米宽的河道，就像铺上了绿
毯，清澈的水流在菖蒲下穿梭
流淌。

而一年前，鲍鱼沟还是杂
草丛生、乱石成堆。每逢夏
季，山洪不仅冲毁沿岸田地，
还危及民房。

鲍鱼沟的变化源于2021
年7月，水利部将玉皇山村列
为乡村振兴联系村，郧阳也入
选全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试点。

当时，水利部派驻干部郭巍
担任玉皇山村驻村第一书记。
鲍鱼沟河道治理过程中，除在
河道两侧修建护堤外，还在河
道里种下40亩中药材菖蒲。

“菖蒲的根茎可入药，很
适宜在浅水区生长，不仅可以
固沙，还能改善水质。”该村党
支部书记周义云介绍，以前村
集体请人清理河道里的垃圾，
一年就要花1万多元，现在不
仅不花钱，还能挣钱。

治理后的河道由经营主
体投资种植菖蒲，3年后，每年
向村集体交租金；村民通过种
植、管护和采收，务工增收。

“菖蒲每个月要除草两
次，一次要干6天，一个村民一
个月除草可以挣1200元。”周
义云说。5年后，这 40亩菖
蒲，预计可创收80万元。

截至目前，在水利部水系
连通及水美乡村试点项目支持
下，总投资3.49亿元，对郧阳区
滔河水系及大峡河水系等11
条河流、21个湖（塘）进行综合
整治，治理河长80.06公里，惠
及南化塘、谭山镇、刘洞镇等5
个乡镇、17.5万人，带动相关产
业新增年产值约5.6亿元。

“水利帮扶郧阳是一场
‘接力赛’。”水利部太湖流域
管理局挂职干部、郧阳区政府
党组成员、副区长盖志杰介
绍，2024年全区已落实水利专
项资金5.38亿元，其中在水利
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积极
协调下，落实水利国债项目
2.7亿元、2024年度大中型水
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突出问
题资金8000万元，为郧阳高
质量发展增强了项目支撑。

6月8日端午节假期，位于十堰市张
湾区西沟乡过风村的绿野仙踪童话小镇
试营业。该项目是北京市丰台区和张湾
区对口协作的最新成果，牵起这段缘分的
则是丰台区派驻张湾区的第七批挂职干
部李建峰。活动现场，受邀前来的他激动
地发了个朋友圈：“今天我特别激动，看着
这个项目讨论、立项、从图纸最终变成了
现实，特别有成就感！”

2014年至2024年，张湾区累计实施
25个对口协作援助类项目，总投资达8.6
亿元，其中北京对口协作资金1.92亿元。
项目涵盖水生态修复、交通基础设施、产
业带动、科技创新等各个方面。

挂职干部“引来”大型游乐园

6月14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电话联
系上已经回京工作的李建峰。说起绿野
仙踪童话小镇，李建峰滔滔不绝：“这事要
从我初到张湾区挂职时说起，当时和女儿
打电话时，她追问我这边有什么好玩的游
乐园。调研一圈之后，我发现整个十堰主

城区都没有一个成规模的儿童乐园，想玩
就得开车去周边县市。”他想到，自己所在
的丰台区有一家绿野仙踪郊野乐园，来十
堰前，经常带着女儿去游玩。这里也是京
郊遛娃的好去处，2020年、2021年连续两
年被评为北京市网红打卡地。

利用回京休假的间隙，李建峰专门跑去
拜访了绿野仙踪郊野乐园项目的运营方。交
流中，得知对方有到其他城市布局的想法。

“投放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可能是比
较适合的选择，可以减少运营成本。”李建
峰强烈推荐湖北十堰。

“三顾茅庐”之下，绿野仙踪郊野乐园
运营方终于被李建峰和张湾区的诚意打
动，2022年，双方签订框架协议，2023年
开始动工兴建，2024年6月开园试营业。

“只是做了一点小事，没想到张湾人民
还记得我。”李建峰说，未来将继续努力，争
取把更多优质项目介绍给第二故乡。

北京“飞来”无人机小镇

5月21日，十堰市印发《十堰市低空

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6
年）》，方案中明确了十堰市低空经济产业
布局，提出张湾区要加快建设十堰低空经
济产业园，打造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和无人
机制造高地。

“我们这个低空经济产业园，其实是
从北京‘飞’过来的。”十堰西城经济开发
区党委副书记赵德龙笑着说。2023年
底，张湾区积极抢占新赛道，借力北斗伏
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西城经济开发
区新建近3万平方米厂房，打造低空经济
产业园，目前已有多家来自北京的无人
机企业入驻。北斗伏羲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由北京大学元培基金、北斗伏羲创始
团队、中国科学院空天院中科星图共同
出资成立。

今年以来，张湾区不断拓宽低空经济
应用场景和合作范围，推动相关科技成果
在张湾转化应用。5月19日上午，张湾区
低空经济产业园内，多型号无人机亮出自
己的“看家”本领，现场演示了巡查河道、
送外卖、应急处置等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当天，张湾区还与北斗伏羲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签订了投资10亿元的低空经济智联
网项目，准备建设湖北省首个低空融合飞
行“红绿灯”平台；与旭日蓝天（武汉）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1亿元的低空飞行
器制造（运营）项目。

对口协作“补”上民生短板

“长大了，我想要到北京去读大学。”6
月13日，柏林镇中心小学四（1）班学生杨
可馨大声说。阳光下，该校漂亮的教学楼
外墙上“思源楼·北京市人民政府援建”几
个大字格外亮眼。无数个“杨可馨”在这
里种下梦想。

学校校长杨正刚介绍，该校现有在校
生1000余人，三分之二的学生和杨可馨一
样，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内迁移民家庭。

此前，教学设施老旧、大班额等因素
严重制约着该校的发展。2018年，学校
改扩建被列为张湾区重点建设项目。“总
投资4400万元，使用对口协作资金1550
万元，项目完成后，校园建筑面积扩大了
4倍。”杨正刚开心地告诉记者，现在孩子
们不仅有新教室，而且图书室、音乐室、
计算机教室等一应俱全。“通过对口协
作，不仅改善了学校的教学环境，还让农
村孩子享受到首都的教学资源。”杨正刚
说，北京支援的不仅有“硬件”，还有“软
件”，连续多年，张湾区都会组织教师前
往丰台区跟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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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十堰市郧阳区
南化塘镇罗堰村生机勃
勃，村内蜿蜒而过的河
道水流潺潺，两岸绿树
成荫；升级后5.5米宽的
水泥路，公交车开到了
村口……而在 6 年前，
罗堰村还是深度贫困
村。

这样翻天覆地的变
化源自 2015 年，水利部
开始定点帮扶郧阳区。

10 年来，原国务院
南水北调办、水利部先
后派出8名干部到郧阳
帮扶，倾斜支持郧阳水
利资金近20亿元，帮扶
引入资金超 2 亿元，实
施技术帮扶 30 多项。
其中，4名干部接力到青
山镇周家河村、南化塘
镇罗堰村和玉皇山村、
谭家湾镇黄畈村任驻村
第一书记。

十年牵手 搭起“连心桥”
——丰台区和张湾区对口协作十周年侧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宽宏 通讯员 徐春晓 曾雨 兰呼赟

十堰推出“信易游”惠民

信用好的人
可免费游武当山等景区

63座废弃矿山披绿
修复治理面积超3600亩

十堰出台10条措施
改善就医体验

生态修复治理后的朝北沟废弃矿山片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应锋 摄）

5月29日，郧阳区谭家湾
镇黄畈村四组，临近龙泉河的
稻田里，村民开着旋耕机打田，
田边一座中水回用池中的水流
缓缓流入稻田。

黄畈村位于汉江一级支流
龙泉河上游，距离汉江 14公
里，3.5公里长的龙泉河穿村而
过。该村户籍598户2121人，
常住1000多人。

以前，村里村民洗碗、洗菜、
洗衣等生活污水，随手倒在路边
或房前屋后的沟渠里，不仅不卫
生，还对土壤、水环境造成影响。

2023年9月，水利部黄河委
干部李鹏到黄畈村驻点帮扶，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积极为生活污
水治理出谋划策，并向上争取到
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现在生活污水从家里就
接走了，也不用倒了。”黄畈村
村民陈义说，改造后，污水收集
管网接到家里，污水直接排入
附近新建的一处微动力污水处
理站集中处理。

李鹏介绍，在黄畈村9个
集中居住片区，分别建起一套
一体化微动力污水处理设施，
并配套建设了尾水回灌农田系
统——中水回用池，实现生活
污水的收集、处理和循环利用。

在该村四组附近是350亩
水田，将四组57户三格化粪池
和生活污水，通过4200米污水
管道收集到微动力污水处理设
施，日处理生活污水20多吨。
通过沉砂池、格栅池、调节池，
再经过水处理集成装置、潜流
湿地后排入中水回用池。

“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直
接排放太浪费，中水回用池则
可以将水储存起来，用来灌溉
农田抗旱。”李鹏说。

走进位于郧阳区南化塘镇
玉皇山村一组的迦娜袜子厂，
除了织袜机嗡嗡作响，还有20
多名妇女、老人，忙着缝头、翻
袜子、定型、装袋。

“60台袜机同时工作，日
产3万双袜子。”该村党支部书
记周义云介绍，像这样的袜子
厂，南化塘镇有 10 个，带动
1000人就业。

迦娜袜子厂有1500平方
米，可以容纳 70多名村民就
业。按工种，工人月工资1200
元至5400元。

“平时在家闲着闲不住，不
如到村里的袜子厂翻袜子。”家
住玉皇山村二组的留守老人吴
顺莲，今年73岁。她说，翻袜
子平均一个月能挣1200多元，
也能为孩子减轻负担。

这袜子厂是如何开到村民
家门口的？

2016年，原国务院南水北
调办干部陈伟畅，来到郧阳开
展扶贫工作。陈伟畅的家乡是
有“国际袜都”之称的浙江省诸
暨市大唐镇，他将家乡的袜子
产业引进郧阳，在乡镇建起袜
业扶贫车间。

2017年春节前后，陈伟畅连
续三次带着团队到浙江大唐镇考
察，洽谈招商引资事宜。郧阳区
成立由陈伟畅任副指挥长的袜业
扶贫指挥领导小组，出台支持袜
业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吸引当地
众多袜企来郧阳投资兴业。

目前，郧阳全区发展袜业
产业点位90个，产业链企业65
家，惠及16个乡镇。全区配置
袜机设备5000台，每年生产棉
袜5亿双，产值10亿元，带动
4000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5月28日，一辆满载豆角、
蘑菇等农产品的大货车，缓缓
从郧阳区南化塘镇罗堰村驶
出，朝十堰城郊农贸市场开去。

时间回到2018年9月，当
年，水利部监督司干部韩小虎
来到罗堰村担任第一书记。

该村党支部书记廖超介绍，
过去，交通一直是罗堰村发展的
瓶颈。全村1000多人外出的唯
一道路是一条25公里长、约3米
宽的通村路。廖超说：“这条路
很窄，错车都错不开，一侧还是
悬崖，没有安全护栏。”

韩小虎驻村后，扭住“瓶
颈”不放，向水利部主要领导
汇报罗堰村道路交通短板，同
时向郧阳区交通运输局争取
项目配套资金。2019年6月，
总投资2000余万元的道路改
扩建工程开工，将原来的“天
路”拓宽升级至5.5米，并加装
护栏，2020年12月竣工通车。

通村道路提档升级后，不
仅解决了罗堰村和四泉村787
户、2785名村民的出行和物资
流通，还实现了快递进村。
2023年10月，34路公交车也
开进村里。

同时，村里的绿色产业发
展起来。2022年，该村三组村
民徐胜斌通过流转150余亩
土地发展绿色蔬果种植，实现
年收入约60万元，并带动18
名村民务工增收。

“以前，生产物资和农产
品只能靠小三轮运输；现在大
车能走了，大大减少运输成
本。”徐胜斌说。

“扶”平“天路”
村民出行方便又安全

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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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河罗堰段河道治理后。

守护生态
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

引进袜业
4000村民家门口就业

治理河道
带动新增年产值超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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