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4.8.22 星期四
主编：张国安 版式：白云

荆门观察

湖北日报讯（记者覃万钟、通讯员汪
琪、周宗国）官堰湖青年社区一期即将交付，
建成8个停车场新增泊位3600个，城市综
合体“生活家”项目将开门迎客……近日，荆
门高新区锂电小镇接连传出好消息。

近几年，荆门高新区产业迅猛发展，产业工
人激增，生活配套缺失成为园区发展的短板。
高新区大力进行生活配套设施建设，推进产城
融合，仅锂电小镇就谋划住房保障、公共服务配
套等项目69个，计划总投资179.8亿元。

通过新建、改建和购买等方式，多渠道
筹措住房。截至7月底，园区共有各类员工
住房11042套，可解决30300人临时住房
需求。同时，荆门高新区加快购房补贴政策
落地，在市级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
产业工人工龄补贴、多孩家庭购房补贴、高
校毕业生购房补贴标准。

3月27日，亿纬四区便民生活服务点
项目开工建设，不到4个月时间就建设完

工。该服务点占地面积27亩，建筑面积
1878平方米，项目投入运营后将为亿纬四
区及周边企业员工提供餐饮和购物服务。
7月，该服务点主体已开始招租。

距离亿纬四区便民生活服务点仅1公里
的另一产城融合项目——百盟·生活家二期正
在施工。该项目于7月2日开工，总投资约2亿
元，总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有人才公寓、
生活超市、娱乐休闲等设施，计划明年12月竣
工交付。据悉，亿纬五区便民生活服务点也将
启动主体建设。投资7200万元的爱华·生活
家正在综合验收，不久即可投入运营。

为解决产业工人子女入学问题，荆门高
新区扩建高新学校（初中部），新建官堰湖未
来学校。目前，高新学校（初中部）扩建项目
正进行装饰装修，9月可投入使用，新增800
个初中学位。7月，官堰湖未来学校开工建
设，明年8月底前可投入使用，新增600个
初中学位、1200个小学学位。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诗秋、通讯员彭迎
兵、欧阳萍、史小舟）荆门市前不久被列入全
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截至目前
已建成4个便民生活圈，覆盖8个社区近5
万人，年底前还要建成6个。

在东宝区金虾河社区金宁住宅小区入口
处，周蔡斌师傅正忙碌着为社区居民缝补衣
物。她的服务得到了社区的支持，免费使用一
间5平方米的平房，并且她的联系方式也公开
在社区，方便居民随时求助。周师傅的服务价
格亲民，5至15元不等，受到居民的欢迎。

龙泉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吴
延伟表示，该区域老年人口较多，对“小修小
补”服务的需求较大。为此，街道办设立了便
民服务亭，提供诸如维修小物件、小家电及配
钥匙、磨刀等服务，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

清晨5点，牌楼镇村民石晓春带着新鲜
采摘的松菌来到南台市场摆摊，不到两小时
便销售一空，每天收入可达800元左右。南
台市场的改造升级，为石晓春这样的流动摊
贩带来了新的机遇。市场设置了100多个
游商摊位，仅收取3元/日的卫生管理费用，

吸引了众多农户入驻。市场内的农产品种
类繁多，价格公道，深受市民欢迎。

位于繁华地段的龙山社区，拥有丰富的
行政资源和商业设施，成为便民生活圈建设
的典范。该社区不仅提供基础服务，还引入
了“海底捞”“喜茶”等特色品牌，提升了居民
的生活品质。

东宝区商务局局长汪莹说，“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不仅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也为
年轻人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环境，促进了新
型消费业态的成长。

今年6月，荆门市商务局等14个部门联合
印发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实施方案，计划
分类型、分年度推进市中心区“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方案的重点是发展“一店一早”（便利
店、早餐店）、补齐“一菜一修”（菜场、配锁修鞋
等服务）、服务“一老一小”（老年康护、幼儿托管），
并根据不同社区和群众需求实行“一圈一策”。

荆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计划在
明年年底前创建29个“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实现中心城区62个社区全覆盖，居民
综合满意度达到90%以上。

水还是那库清水，曾经的食物链“顶流”却几近消失

漳河水库的鳡鱼去哪儿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祝华

漳河水库水域面积105平方公里，是湖北最大省

管水库。近年来流域内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加强，库区

水质常年保持地表水一类标准。

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库区广泛分布、位

于水库食物链顶端的鳡鱼，本世纪以来数量大幅减

少。漳河工程管理局近年的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显示，

漳河现有水生生物400多种，其中鱼类73种，生物多

样性比较完整，但鳡鱼几近消失。为维护生态平衡，

今年3月，漳河工程管理局举行建库58年来首次增殖

放流鳡鱼活动。

漳河水库的鳡鱼去哪儿了？8月中旬，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就此展开了探访。

库区“水老虎”几近消失

8月15日，漳河渔政站副
站长周志国和同事一起在漳河
水库鸡公尖水域巡查，防止违
法垂钓，并追踪今年增殖放流
的鳡鱼生长情况。

“这些宝贝被捕一条就少一
条，一定要保护好。”周志国说。

周志国口中的“宝贝”——
鳡鱼，原是漳河水库的本土鱼
类，因其繁殖能力强，曾在库区
广泛分布。

漳河工程管理局水产公司
负责人余冲介绍，长期在漳河
工程管理局工作的父亲曾告诉
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库区鳡
鱼数量很多，因库底地形复杂，
当时本地渔民缺乏捕捞工具和
技术，曾请山东的捕捞队来帮
忙。

“近10年从未发现鳡鱼的
影子。”漳河渔政站站长张松表
示，2014年以来，无论是日常
库区渔政执法，还是周边市场
交易，都未发现鳡鱼，也未听说
周边渔民捕捞到鳡鱼。

紧临漳河水库居住的渔民
黄朝元介绍，1998年前后，库
区大的鳡鱼重达百斤。但

2014年后，很少有渔民发现或
捕捞到鳡鱼。

鳡鱼数量锐减，也反映在
其食物链下游鱼类数量变化
上。余冲介绍，鳡鱼生性凶猛，
喜欢捕食蒙古鲌、翘嘴鲌、红尾
等肉食性鱼类，堪称“水老
虎”。因鳡鱼数量锐减，鲌鱼、
红尾近年来大幅增加，成为优
势种群。黄朝元介绍，以前库
区有鳡鱼，红尾、鲌鱼数量受到
抑制，现在库区红尾成群，有时
一亩大小的水面，聚集的红尾
就有上千斤。

鲌鱼成为优势种群后，食
物链下游被捕食的小型鱼类数
量锐减，银鱼就是其中之一。
余冲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漳
河水库银鱼很多，2000年后逐
渐减少。《漳河水库志》的数据
显示，2001年至2006年，漳河
水库银鱼产量呈下降趋势，最
高时达18.43万吨，2006年仅
4.4万吨。2010年到2012年，
漳河工程管理局水产公司曾就
库区银鱼数量进行调查，在不
同水域，用拖网、粘网等工具，
捕捞到的银鱼都很少。

洄游通道受阻是主因

曾在库区大量存在的鳡
鱼，为何几近消失？

周志国表示，根据自己长
期在库区工作的经验判断，这
与水文条件有关。鳡鱼必须在
流水中产卵，水要有较高的流
速，且持续一段时间。然而，漳
河水库地处旱包子地区，库区
及上游河段，只在 1996 年、
1998年发生过持续时间较长
的涨水过程，大水之后，库区鳡
鱼数量有所增加。近一二十年
来，漳河水库未发生持续时间
长的涨水过程。鳡鱼产卵需要
洄游通道，漳河水库上游有河
道100多公里但较窄，并不适
合大型鱼类生存繁殖。

捕捞也是原因之一。张松
表示，漳河水库修建后，因历史
遗留原因，一直有渔民。高峰
期，库区渔民多达2000多户，
目前库区持证渔民还有158户
300多人，捕捞也直接影响鳡
鱼种群数量。

张松表示，鳡鱼几近消失
还与其生活习性相关。鳡鱼是

个不折不扣的“吃货”，摄食量
大，又因在库区处于水生食物
链的顶端，养成了什么都吃、从
不忌口的捕食习惯，容易受诱
饵吸引从而被捕捞。

渔政和渔民的说法是否有
道理？

记者请教了权威专家——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
究员刘焕章。他表示，鳡鱼是
产漂流性卵的鱼类，鱼卵需在
水中漂流200—300公里才能
孵化，并逐渐具有自由游泳能
力，然后形成鱼苗。漳河水库
大坝建设前，漳河水库库区河
道与长江连通，具备鳡鱼繁殖
条件。漳河水库大坝建设后，
库区鳡鱼所产鱼卵因没有足
够的漂流距离难以存活，库区
下游鳡鱼洄游通道受阻，难以
进入库区。因此，库区鳡鱼难
以有新的繁殖性补充，这是漳
河鳡鱼几近消失的主要原因。
同时，干旱造成库区水量减少、
曾经过度捕捞等，都对鳡鱼的
生存造成影响。

产 城 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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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试 点

荆门建29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今年3月5日，工作人员将4000多尾鳡鱼鱼苗投放
进漳河水库。

增殖放流前，工作人员查看鱼苗大小以及活力。

今年3月5日，漳河工程管
理局2024年首场鱼类增殖放流
活动在漳河水库举行。

现场，在渔政巡护员、库区
渔民、志愿者的共同见证下，
4000多尾鳡鱼鱼苗被一桶桶
投放进水库。这是漳河水库
1966 年建成以来首次增殖放
流鳡鱼。

此批鱼苗是漳河水库工程
管理局下属漳河经济技术开发
总公司花11万元从安徽购回，
八两至一斤大小，全部被增殖放
流到利于鳡鱼扩散生长、方便监
管的漳河水库中央鸡公尖水域。

湖北漳河经济技术开发总
公司经理张圣波介绍，此次增殖
放流旨在有效补充和恢复库区
鳡鱼资源，维护库区生态平衡，
恢复渔业资源。

为保护好新增殖放流的鳡
鱼，防止垂钓捕捞，漳河渔政提
前广泛宣传，并将库区渔民吸纳
为护鱼员，捕捞到鳡鱼及时报告

放生。渔政部门也常态化巡查，
打击违法捕捞行为，并联合护鱼
员跟踪鳡鱼生长情况。

周志国介绍，根据跟踪观
察，目前增殖放流的鳡鱼，大的
已有4斤重，小的2斤重，后期
将根据此批鳡鱼的生长情况和
库区生态平衡的需要，决定是否
再增殖放流。

“增殖放流是解决库区生物
链失衡的唯一办法。”刘焕章表
示，鳡鱼在国内的分布区域很
广，漳河水库的鳡鱼几近消失，
对鳡鱼的种群保护影响不大，但
对库区这片小流域的生态系统
还是有影响，会导致不稳定。因
此，在库区增殖放流鳡鱼非常必
要。同时，要科学评估库区鳡鱼
承载量来确定增殖放流的数量，
鳡鱼长得快、体型大，特别要从
长期视角考虑鳡鱼的捕食量，进
而确定投放量。在难以准确评
估的情况下，可以先投放一些试
试看，跟踪观察，再逐年投放。

58年来首次增殖放流鳡鱼

湖北日报讯（记者祝华、通讯
员熊继开、孟洁）8月11日，当阳市
淯溪镇洪锦村60米高的输电塔上，
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荆门运维分部
工作人员成功消除500千伏峡林三
回高压线发热缺陷，保障三峡电力
外送“动脉”畅通。

500千伏峡林三回始于三峡右

岸电厂，是西电东送的主线路，2011
年建成投用。近期，多地持续高温，
三峡水库处于丰水期，峡林三回线路
长时间在高温大负荷条件下运行。

8月5日，运维人员对峡林三回线
路进行无人机红外测温时发现，309
号塔上1号、4号子导线引流板存在
发热缺陷，温度最高达99.7℃。若不

及时处置，每小时电量损失达350
万千瓦时，且可能导致线路停运。

8月11日7时，5名作业人员抵
达当阳市淯溪镇，因杆塔处于深山
密林中，车辆无法抵达，作业人员只
得穿戴厚重的屏蔽服、身背器具徒
步前行。

309号塔高达60米，作业人员

李嗣、姚攀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攀爬，
终于抵达作业点。随后，他们拿出
工具检查引流板，并对其处置加
固。10米远处，装有红外测温装置
的无人机监护着作业人员的一举一
动，并实时复测引流板发热情况。
经过15分钟的处置，引流板温度恢
复正常，发热缺陷被成功消除。

60米高空，为西电东送线路“退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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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覃万钟、通讯员李
秦、简静雯、张雪梅）“太感谢巡察组了！以
前对生育津贴了解得少，要不是这次赶上全
区清查，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少领了。”近日，
荆门市掇刀区谢老师收到补发的1.2万元
生育津贴后，开心地说。

有人欢喜也有人忧。“现在我知道生育津贴
和工资不能同时享受了，多发的津贴已按照组
织要求退还。”掇刀区某单位职工陈某将多发的
2000多元生育津贴退还到单位财政专户。

前不久，针对巡察发现的“违规发放生

育津贴”问题，掇刀区委巡察办向区医保局
制发了巡察建议书，建议其加大对生育津贴
相关政策的宣传，并对全区违规发放问题进
行集中清查，对共性突出问题进行整改。

区医保局随即对全区76家机关事业单位
近4年来的生育津贴发放情况进行了全面清查，
调取全区申领生育津贴资料，比对分析生育津
贴申请时间、享受津贴人员分娩日期、所在单位
首次参保时间等数据，查看台账资料、核对财务
凭证。截至目前，该区共清理违规发放生育津
贴5.86万元，少发放生育津贴1.9万元。

美丽的漳河水库。 （本栏图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掇刀规范生育津贴发放

零距离化解劳动人事争议

“流动仲裁庭”走进企业
湖北日报讯（记者祝华、通讯员郑文

杰）“感谢仲裁部门的快速调解，让我快速拿
到工资和补偿金。”8月16日，在荆门市东宝
区一信息公司务工的李倩说。

李倩是东宝区石桥驿人，去年起一直在一
家信息公司务工。由于与该公司发生了劳资纠
纷，今年7月30日，李倩正式申请仲裁，要求该
公司支付工资、加班费和补偿金共10000元。

8月1日，东宝区“人社+工会”裁调对
接工作室走进该信息公司，现场向当事人解
读了相关法律法规，分析法律风险，引导双

方协商解决争议。最终，在调解人员耐心劝
说下，双方达成和解，该信息公司当天支付
李倩加班费、补偿金共2927元。

今年以来，荆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主
动创新服务方式，变坐等办案为流动审理，开设

“流动仲裁庭”，走进企业和用人单位，零距离提
供便民服务，努力将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
目前，荆门市在劳资纠纷易发地、集中区建成企
业调解委员会383家，成功创建国家级基层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3家、省级金牌调解组织4
家，设立村（社区）劳动关系调解站点18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