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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观察

近年来，恩施州法院聚焦“司法护企、司法惠
企、司法安企”，探索建立“立审执破调”一体化贯
通的司法服务工作体系，着力推动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

既要办好案，更要算好账

“感谢法官，不仅妥善解决了纠纷，还大大减轻
了我们的经济压力！”今年4月，鹤峰县法院受理了某
桥梁公司与某管理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涉案
标的260余万元。该院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诉前调解，
成功化解纠纷的同时，通过刚刚施行的“诉前调解成
功案件受理费仅收10元”新政策，省去其诉讼费用
2.7万多元。

案要办，账要算。今年以来，恩施州中级人民法
院先后出台和印发《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清单》
《立案环节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十条》等政策文件，
以控制成本为核心，在全州大力开展“营商环境突破
年”活动，从诉讼收费、解纷渠道、风险告知等“小切
口”入手，把降本增效贯穿到每一个诉讼环节。

恩施市金子坝巡回审判庭是全省首个城区街道
巡回审判庭，辖区有市场主体2万余家。为畅通企
业诉求、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巡回审判庭在金
子坝工业园设立“法官服务民企工作室”。在全州
各大工业园区和商会，类似的工作室、商事纠纷共
享法庭等共有11个，共诉前化解涉企纠纷7715件，
成功率 79.88%，涉企案件平均办理时长同比下降
6.97天。

“执破融合”改革助企业绝处逢生

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到恩施市某酒店前台
办理入住手续的游客络绎不绝。

一年前，该酒店因经营不善面临破产，恩施州中
院依托“府院联动”机制，助其绝处逢生。

恩施州法院推动“党政统筹、法院主导、部门联
动”府院联动工作格局常态化运行，近20个涉及税
收、工程续建、验收、容缺办证、重整融资等疑难复
杂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大大增强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信心。

今年5月，恩施市法院办理恩施州某二手车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时，发现以该公司为被执行人的
案件达698件，未执行到位标的额达1.37亿元，明显资
不抵债。该院迅速将其移交恩施州中院进行破产审
查，5天内便进入了破产程序。

长期以来，“执转破”衔接不畅，“移不出、立不
了、破不掉”矛盾较为突出。州、县两级法院探索实
施“执破融合”改革，组建专门团队，把符合破产的执
行案件迅速转入破产程序，对“僵尸企业”加速出清，
最大限度挽救“生病”企业，拯救“执行不能”。短短
两个月，24起长期难以执行的案件转入破产审查，2
家危困企业预重整草案顺利通过，5家企业进入预重
整程序。

聚焦特色产业打出保护创新组合拳

无论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还是全国“两
山”实践创新基地，都离不开“创新”二字；“一红一
绿”、“伍家台贡茶”、恩施小土豆等特色产业发展，亦
离不开科技的支撑。“硒”链成型，聚“绿”成势。在恩
施这片沃土“长出来”的每一项特色产业，都离不开对
创新的呵护。州、县两级法院瞄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的司法需求，打出知识产权保护组合拳。

今年4月23日，由咸丰县法院联合市场监管、检
察机关等共同设立的恩施州首个跨部门的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站在忠堡工业园区挂牌。紧接着，宣恩县
法院会同该县市场监管局，在该县工业园区揭牌知
识产权联合保护工作站。4月26日，全州商标权纠
纷诉前调解动员会召开，“法院+知产局”联调机制正
式建立……

“通过设立知识产权联合保护工作站，实行知识
产权类案件集中管辖，有利于加大对原始创新的保
护力度，全力护航‘两山’转化。”恩施州法院相关负
责人说。

与此同时，“百名法官进百企送千方献百计”“司
法服务进企业”“法治体检”等一个个专项行动部署落
实，帮企业治“已病”，更治“未病”。今年以来，全州法
院为118家企业修复信用。

湖北日报讯（记者鲁腾、通讯员谭元敏）7月26
日，湖北省魔芋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巴东县清
太坪镇举行。来自省内魔芋产业重点县的代表和科
研院所、魔芋加工企业和种植大户代表100余人，围
绕魔芋全产业链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会上，
湖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驻清太坪镇博士工作
站揭牌。

“新品种魔芋适宜种植区间海拔 800 至 1400
米。”恩施州农科院魔芋研究所所长杨朝柱博士介
绍，州农科院深耕魔芋品种选育数十年，攻克“种芋”

“病害”两大核心技术难题，培育出“远杂6号”“远杂
8号”“远杂9号”等系列魔芋新品种，软腐病发病率
低于10%，繁殖倍数达到1:9，二龄芋亩产均能达到
1500公斤以上。

恩施州曾是全国重要的魔芋种植基地，最高峰达
到35万亩。后因大面积暴发软腐病，规模逐年递减，
产业发展陷入困境。近年来，依托省、州两级农科院的
技术优势和平台，通过“科研院所+政府+市场主体+
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多边合作开发模式，在适宜区
推广地膜覆盖、魔芋玉米适荫间套作等多种模式和病
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控技术，种植面积逐步恢复，目前稳
定在15万亩左右。

恩施州法院打出
护企惠企安企“组合拳”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通讯员 杜靖

攻克两大技术难题
恩施魔芋种植面积
恢复至15万亩

百万游客畅享恩施清凉夏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刘铁铮 焦国斌

7月 26日，走进位于利川市谋道
镇的苏马荡省级旅游度假区，渝A、鄂
A等外地牌照车辆排起“长龙”，沿街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

“小区已有3000多户业主回来了，
预计8月初会全部住满。”苏马荡夏都
小区物业经理李世辉说，7月1日以来，
入住人数每日递增。

11年前，重庆“候鸟”胡顺平在夏
都小区买了一套避暑房，每年夏天，他
都会和妻子回到苏马荡，开启三个多月
的避暑生活。

苏马荡地处鄂西边陲，海拔1500
余米，原是谋道镇的一个小山村。十多
年来，这里凭借独特的“凉”资源，成为
全国闻名的避暑度假小镇，每年吸引近
40万“候鸟”在此旅居。

每年夏天，大规模“候鸟”回迁，也
给当地的保供和服务带来不少挑战。

近年来，谋道镇在苏马荡建设了7
个固定农贸市场和10个临时市场，辐

射所有小区，形成15分钟步行买菜圈，
不仅方便“候鸟”生活，还减少了车辆拥
堵。去年，利川市投入资金681万元，
新建百丈沟至七里沟水库应急补水工
程，彻底解决苏马荡遇极端天气供水不
足的问题。

“这两年，菜市场越来越多，越来越
规范，供水问题也解决了，还新增了不少
景点，生活方便多了。”胡顺平笑着说。

在距离夏都小区十多分钟车程的
苏马荡大花谷景区，千余亩花海正值花
期，不少“候鸟”正在拍照打卡。景区经
理刘晓林说，今年景区投入500多万
元，赶在避暑游旺季到来前，改造升级
园区设施设备，自7月13日开园以来，
日均入园游客超过3000人。

苏马荡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管委会
主任黄佑东介绍，根据日均用水量测算，
目前已有35万人返回苏马荡避暑，利川
市已抽调公安、城管、医疗等200余人进
驻苏马荡，全力以赴保供保畅保安全。

“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00
个，大气温度21℃。”7月25日下午2
点，巴东县绿葱坡滑雪及高山运动度假
小镇，户外大屏幕上实时显示气象数据。

“这里太凉爽了，很舒服，我们准备
再多玩一段时间。”武汉游客田伟和家
人来到“云顶之心”森林公园，搭好帐
篷，躺在草坪上感受惬意时光。

田伟是一名摄影师，近三年他都选
择来到恩施旅居，去过苏马荡、野三关、
小西湖等地。今年年初，他在绿葱坡体
验了滑雪，印象很深刻。7月下旬，他
便带着老婆和孩子重回故地，在镇上找
了一家民宿，准备待上半个月。

绿葱坡镇海拔1800米，素有“鄂西
屋脊”之称，森林覆盖率达90%，夏季
平均温度20℃。近年来，随着配套设
施的不断完善，这里成为避暑度假的热
门地。

7月以来，二十度民宿老板李军每
天忙得团团转，他每天一大早起床，为
游客准备一日三餐，还要制定外出旅游
路线，开车带着游客四处观光。

“我们家有十多间房，早在月初就

被提前预订一空，目前全部是满房状
态。”李军表示，今年省外游客数量明显
增加，已经接待了不少北京、上海、江苏
等地的游客。

“目前，集镇及其周边的150家民
宿已经全部满房，今年暑期，民宿产业
综合收入预计将突破3000万元。”绿葱
坡旅游度假区负责人郑孝欢介绍，该镇
新打造了田家坪水库游步道、森林公
园、滑雪场花海、环湖游道等景点，定期
组织游客到周边的巴人河、森林花海等
景区游玩，还举办土家特色的篝火晚
会，乒乓球、网球比赛等体旅活动，让游
客留得住、玩得好。

避暑游同样火热的还有鹤峰县中
营镇大路坪村，该村20多家民宿入住
率已超过90%，鹤语千寻民宿有15间
房，目前已全部住满。

“今年民宿整体升级改造，新增了帐
篷露营区、派对区、户外烧烤区，公共区
域还新增了品茶区和咖啡角。”鹤语千寻
民宿老板刘峻滔说，今年夏天，游客可以
在此体验篝火晚会、音乐派对、户外徒
步，度过一段凉爽的夏日休闲时光。

“恩施大峡谷果然名不虚传。”7
月 23日，武汉游客万海燕乘坐直升
机在恩施大峡谷飞行，“一炷香”、地
缝、天坑、石柱式峰林等地质奇观尽
收眼底，她直呼震撼。

今年暑期，恩施大峡谷重启直升机
游景区旅游产品，带领游客从空中俯瞰
峡谷的壮丽景观，价格在680元到1280
元不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景区副总经理杨宣凯介绍，7月1
日以来，日均接待游客数量稳步增
长，从月初的 5000 多人增长到月底
1.2万人。

大学刚毕业的王向龙，被“凉交会”
武汉专场活动上的精彩推介所吸引，乘
火车专程来到“凉城”利川，开启一段清
凉之旅。

“没想到腾龙洞洞穴系统和清江伏
流是世界地质遗迹，不虚此行。”王向龙
说。

利川市文旅局介绍，暑运以来，乘坐
火车到达利川的旅客达18.3万人次，同比
增长10.26%。腾龙洞因其特殊的地质结

构和地理优势，常年恒温恒湿，洞内气温保
持在12℃至18℃，是来恩施避暑游客必
到的打卡景点。

“进入旅游旺季，平均每天接待游
客1万多人。”腾龙洞景区副总经理李
恒达介绍，景区将大型土家族民族歌舞
秀《夷水丽川》改版升级，重新打造原生
态洞穴剧场，配备数字大屏、升降舞台、
移动吊脚楼、廊桥、水中龙船等设施，让
游客沉浸式观看演出，今年以来，已接
待游客近30万人次。

在建始地心谷景区，“冰瀑地心谷”
品牌游乐设施进一步提档升级为水上
拓展基地，景区在已有的崖漂、溪降、人
体漂流、皮划艇、竹筏、水上秋千等项目
上，新增花舫船、玻璃船、树叶船、桨板
等极具趣味性和高颜值的打卡项目，日
均接待游客8000余人次。

恩施州文旅局统计数据显示，上半
年，全州累计接待游客4912.43万人次，
同比增长20.7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45.22亿元，同比增长24.48%，热门景
点接待游客人数持续增长。

苏马荡35万“候鸟”纷纷归巢

凉爽的旅居之地一房难求

热门景点游客量持续增长

“候鸟”们在苏马荡省级旅游度假区游玩。（湖北日报通讯员 郭贤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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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凉游点亮宣恩夜经济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陈绪开 王法钧 倪雷

在清凉的贡水河畔，听一场露
天音乐会，拍一套土苗风情旅拍
照，去人流如织的美食街吃一顿烤
活鱼……炎炎夏日，宣恩仙山贡水
旅游区开启多样化夜游玩法，“夏
日夜游”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新
宠。入夏以来，仙山贡水旅游区日
均接待游客1.26万人，旅游综合
收入超过8亿元。

夜游带火
烤活鱼特色美食

“老板，烤两条鱼，一条酸辣
味，一条蒜蓉味。”7月24日晚，宣
恩县城惹溪街人声鼎沸，数十家烤
活鱼店座无虚席，江西游客齐仲春
一家人排队40多分钟，终于吃上
了宣恩烤活鱼。

“河边微风阵阵，还有音乐喷
泉，边吃烤鱼边看景，这种感觉太棒
了。”齐仲春说，很早之前就在网上看
到宣恩县城夜景很漂亮，烤鱼很好
吃，趁着孩子放暑假，一家人自驾来
到宣恩，第一件事就是品尝烤活鱼。

在这家名为强哥烤活鱼的店
里，几名工人正不停地宰杀活鱼，
厨师忙着往炉子中放鱼。老板陈
国强介绍，作为宣恩最地道的特色
美食，烤活鱼已发展出20多种口
味，其中酸辣口味是最畅销的，鱼
上铺满一层酸萝卜和酸辣椒，淋上
热油后，香气诱人。

“下午4点左右陆续有客人过
来，一直到晚上12点左右才能闲下
来，晚上7点到10点是人最多的时
候。”陈国强说，随着夏天到来，到宣
恩夜游的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
来越火，特别是节假日和周末，多家
店都处于排队状态，今年，县城又新
开业了10多家烤活鱼店。

火爆的不止烤活鱼，该县民族
风情街夜市的各色摊位同样引来
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土家烧饼、

小土豆、油香、包谷粑粑等特色小
吃广受游客喜爱。今年，该县还引
进了休闲酒吧、茶楼、咖啡馆等多
种类型业态，打造集游、购、吃于一
体的夜间旅游消费区。

夜经济
催生景区新“夜”态

仙山贡水旅游区以穿城而过
的贡水河为轴线，是我省唯一一个
以县城为核心区域的国家4A级
旅游景区。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36艘竹筏首尾相连，形成约
200米长的龙船巡游贡水河，游客
赏景、泛舟、亲水，好不惬意。

贡水河水上商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杨洋介绍，今年新
增了“宣恩贡秀”项目，主打乘船体
验古风舞蹈，游客可以在游船上吃
点心、喝贡茶，近距离观看古风秀，
游船从风雨桥下的水帘中穿行而
过，一边是汉唐古风，一边是极具
现代风格的音乐喷泉，进退之间体
验时空穿越之感。

“‘贡水游龙’和‘宣恩贡秀’两
个项目都是从晚上6点一直运营到
12点，只为让更多游客沉浸式感受
宣恩夜景。”杨洋说，该公司还投资
了数十万元，将以往2人座的竹筏
全部换成了4人座的大竹筏，并新
增了6艘游船，满足游客需求。

行走在宣恩的大街小巷，随处
可见身穿土家族、苗族服饰的游客
打卡拍照。北京游客白晨晨在旅
拍店选了一套黑白相间的苗族服
饰，化身苗族姑娘，让摄影师拍下
动人的瞬间。

宣恩县文旅局局长王菊芳表
示，将立足本土特色土苗文化，构
建夜游、夜秀、夜市、夜食等多元消
费场景，并举办烤活鱼嘉年华、水
上运动会、七夕女儿会等特色活
动，助力夜经济持续升温。

游客在绿葱坡高山运动度假小镇露营。
（湖北日报通讯员 焦国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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