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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立‘00后宣讲团’，希望新
生力量发挥朋辈引领作用，将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讲得更深入青年心。”
近日，团省委召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悦学习·跃青春”青年宣讲团动员
备课培训会，129名成员将赴全省各地
开展全会精神宣讲。

今年以来，团省委在全省打造“悦
学习·跃青春”品牌，以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活动为载体，推动团员青年和
团干部理想信念越来越坚定、学习热
情越来越高涨、精神风貌越来越良好，
达到“越学习、越青春”的效果，以学习
提能助力建功支点建设。

提能力 转作风

今年4月，团省委启动“悦学习·跃青
春—周周讲”活动，团干部们从小切口入
题，深入交流、碰撞思路，把分享交流中的
好建议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工作举措。

团省委少年部部长汪锐结合党校
学习经历，与大家分享自己对加强团干
部培训工作的思考。这正好与省团校
党委书记魏毅“专业对口”，魏毅抓住机
会，抛出如何优化课程结构、严格培训管
理、提升团干部教育培训质效等问题。
汪锐从团干部调训、师资力量、课程建设
等方面提出建议，双方各有收获。

“‘悦学习·跃青春—周周讲’活动帮
助团干部培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谋划
工作的良好习惯，培养造就一支讲政治、
懂业务、善思考、敢担当的高素质团干部
队伍，形成愉悦学习、积极思考、挺膺担
当的浓厚氛围。”团省委书记刘治田说。

播撒火种 引领奋斗

今年5月，团省委联合省委宣传部、
省委讲师团共同主办“悦学习·跃青春—
正奋斗”2024年湖北青年宣讲大赛，并
组织优秀选手赴各地宣讲。

“在广袤乡村，青年能做些什么？”孝
感返乡创业青年江珊借安陆“李白村”这
一村名，深挖李白IP，开启农旅融合新篇
章。过去3年，李白村共接待游客78万
余人次，实现农旅收入3000余万元，为
青年和村民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

“过去我在追寻光，现在我想成为
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苏正民来自
四川大凉山腹地。党和国家的帮扶政
策、湖北高校数十年如一日的接力支教，
让他一路追光来到武汉求学。如今他也
成为支教团的一员，反哺家乡，回报社会。

饱满的热情、生动的讲述，全省各
级团组织纷纷开展“悦学习·跃青春-正
奋斗”青年宣讲大赛，点燃广大青年奋
斗热情。

营造“越学习、越青春”浓厚氛围

“未来，材料及产品创新定会激发
产业变革的‘乘数效应’，大家会有更多

创新空间。”在东风鸿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悦学习·跃青春—企业青年说”新
质生产力专场活动上，青年代表冯淼以
身边人讲身边事，激发青年职工岗位建
功决心。

全省团、青、学、少各战线、各领域
踊跃开展“悦学习·跃青春”系列活动700
余场，团结引领广大青少年积极学、一
起学。

市州团委开展“悦学习·跃青春—月
月谈”活动，组织团干部、团员青年分享
交流；大专院校团委开展“悦学习·跃青
春-百生讲坛”活动，青年学生对党的创
新理论进行生动阐释；少先队系统开展

“悦学习·跃青春—辅导员讲堂”活动，
提高少先队辅导员政治素养和履职
能力……

“悦学习·跃青春”活动蓬勃开展，
带动“青年夜校”“青年驿站”“爱心托管
班”等一批青年民生实事项目服务成果
成效不断显现。

“悦学习·跃青春”点燃奋斗热情

全省团员青年学习提能建功支点建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通讯员 湖小青

湖北日报讯（记者左晨、实习
生管诗雨）“1至7月，省属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 2665.5 亿元，同比增长
38.6%，增速连续7个月居全国首
位。”8月22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报告会
在长江产业集团举行，省委宣讲团
成员、省政府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吴静提到这一数据，引发参会者广
泛共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国企
改革’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吴
静表示，经过近年的实践与探索，省
属企业全面完成战略性重组和专业
化整合，主责主业更加清晰，市场主
体地位日益凸显，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基本建立，公司治理逐步规
范，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快完善，规模
和经营质效稳步提升，服务全省重
大战略功能不断增强，为深化功能
性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和条件。截
至2024年7月末，13户重点省属企
业资产总额达到2.55万亿元，同比
增长13.1%，增速居全国第三位。

长江产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李纪平听完报告后表示，集团
将全面对标三中全会和《决定》关于
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
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推进国企功能性改革，加快向实体
型企业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湖北
实践贡献长江产业力量。

推动国企改革再深化、再出成效

宣讲进行时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湖北日报讯（记者魏萌叶、通
讯员何进、曾祥毅）“去年因为排放
达标，获得了27万多元的税费减
免，企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更足了！”8
月20日，江陵县威德水质净化有限
公司财务人员汤小玲对上门辅导的
税务干部说。

威德水质净化公司位于江陵县
城区，承担着整个城区的污水处理
保障使命，目前污水日处理能力可
达3.8万立方米，惠及10多万人。
走进该公司厂区，只见粗细格栅、沉
淀池、滤池等设备一环套着一环，污
水从各设备车间流进流出，最终达
标排放。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相关规定，
只要企业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浓度低
于标准规定一定比例，就能享受环
保税减免优惠。近年来，江陵县税
务局为企业提供“量体裁衣式”的政
策讲解和申报辅导，推动税收优惠

政策落实，让企业真切感受到了江
陵的营商环境温度。

前不久，江陵县税务局在核实
辖区企业排放信息时，发现新投产
的华鲁恒升（荆州）有限公司符合相
关税收优惠，第一时间组织业务骨
干上门服务，辅导纳税人进行减免
税申报，帮助企业享受税费减免7.5
万元。湖北聚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以生产研发泡沫胶、填缝
剂等新材料为主的企业，2022年投
产后。在税务部门的宣传推介下，
该公司积极安装了环保监测设备。

“环境保护税的正向激励让治
污企业尝到了科学治污的甜头，促
进了企业由被动减排向主动治污
转变。”江陵县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说，省下来的费用用于技术改造和
设备更新，逐渐形成“减税—增加
流动资金—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再
减税”的良性循环。

绿色税费助力绿色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江陵故事

近年来，宜昌市西陵区通过优设
施、建制度、强科技、重宣传，引领垃圾
分类从生活“新时尚”成为生活常态。

健全垃圾分类工作体系。采取建
强组织保障、健全大分流体系、建优分
类收运体系的方式，进一步健全垃圾
分类工作体系。建立区、街各行业部
门齐抓共管的纵横责任体系，利用闲
置用房、社会空地建设集中大件装修
垃圾堆放点284个。

激发多元参与共建活力。在全区
469个居民小区设置1134个生活垃圾

投放点，因地制宜配备便民设施。广
泛发动小区力量做好桶边值守和宣传
引导。同时，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学
校教育内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生
活垃圾分类主题教育活动。

谋求重点项目治理跃升。引进市
场化公司在辖区免费布局“囤碳”可回
收物网点42个，打造社区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依托全市生活垃圾分类不精
准退回重分机制，对分类不精准的居
民上门指导设施规范和日常管理，生
活垃圾精准分类不断提升。 （罗观）

宜昌西陵：建章立制 共建生态环保生活
为深入贯彻落实政府采购制度

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近
日，石首市财政局举办了“2024年政
府采购内控制度专项培训会”，全市
299家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专员及相关
负责人和23家社会代理机构参加了
培训。

此次培训从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
商环境出发，就如何建立健全政府采
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合理设置岗位，
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各流程、各环节的
工作要求和执行标准进行了讲解。

参会人员一致认为，要以本次培
训为契机，全面落实内控机制和各项
内部管理制度，切实将内控要求融入
政府采购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推动政
府采购工作提质增效。

下一步，石首市财政局将继续加
强政府采购业务指导、管理和监督，督
促预算单位落实好政府采购主体责
任，全面规范政府采购活动，持续提高
政府采购效率，为持续优化政府采购
领域营商环境打下良好基础。

（王亮）

石首财政：开展“政府采购内控管理”业务培训
为了表达对户外工作者的敬意和

关爱，公安农行精心组织“送清凉”活
动，为户外工作者提供歇脚乘凉、免费
饮水、饭菜加热、手机充电等暖心服
务，还为外卖骑手们发放矿泉水、绿豆
汤等消暑降温物资。

“跑累了能歇歇脚，吹吹空调、喝喝
水，真是人民的好驿站、好银行！”小张是
一名刚入行的外卖骑手，他接过公安农
行工作人员递来的冷饮，开心地说。在
骑手们休息的间隙，网点工作人员主动
讲解反电诈、反洗钱等金融知识，引导体

验掌银线上活动，并接受金融咨询。
美团外卖杜站长说：“通过今天的

活动，我们了解到不光累了乏了可以
来农行驿站休息，我们的骑手还可以
在这里学习金融知识，将勤劳致富所
得存在农行，真是太好了。”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秉承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踏实践
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专业
性，让楚楚农情如徐徐凉风遍布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

（魏娟 苏丹）

公安农行：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

“原先只能在区里办理的业务，现
在只需要在就近的便民服务中心就能
面对面办理，很方便！”近日，鄂州市梁
子湖区梧桐湖园区的程先生就体验了
一次企业注册“视频帮办”服务。

为进一步推进营商环境“微改革”
试点，今年5月以来，梁子湖区加快在
梁子镇、涂家垴镇、梧桐湖园区试点推
广“虚拟综窗”远程视频帮办服务，群众
可以远程联动区级业务受理工作人员，
完成申报信息和办事材料一次性准确
传输，并实时保存办事材料及音视频，

实现办事过程全程可溯源，方便快捷。
梁子湖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视

频与政务服务有效结合，企业群众在就
近的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即可享受线上
咨询导办、材料预审、业务受理全流程
服务，让咨询导办体验更立体、更直接、
更有效。纸质证照还可通过邮寄或由
工作人员统一送至镇（园区）便民服务
中心，大大方便企业群众，同时降低企
业群众办事来回跑动的成本，“企业开
办”“视频办”服务正逐渐成为企业群众
办事的首选。 （王娟 陆平）

梁子湖区：“微改革”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近日，在鄂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

准入窗口，欧冶链金（湖北）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的张先生顺利办理了起重机械
使用登记补证业务。“本以为还要跑一趟
鄂城区，到窗口一询问，直接在市里就能
办理，非常方便。”张先生满意地说。

张先生所说的方便，来自鄂州市市
场监管领域服务事项的深化改革。当
前鄂州市市场监管领域服务事项跨省
通办、圈内通办已初具成效，在“跨域通
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以高频事项和远
距离办事需求为导向，聚焦经营主体登
记注册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针对部分

群体对网报流程不熟悉及有较大申报
需求等方面综合研判，确定271项需求
高的事项，打破属地办理局限，实现申请
人在鄂州市市民中心市场准入窗口、各
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准入窗口以及各
乡镇市场监管所可自主申请办理全市
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业务以及行政许可
行政审批业务的“全市通办”新模式。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
“全市通办”服务，拓展通办领域，增加
通办事项，将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向纵
深推进，真正做到“最多跑一次”。

（陈洁 黄阳）

鄂州：“全市通办”为企业减负增效
“现在办事真的太便捷啦！这个

新的双面屏一体机设备，可以看到业
务办理的整个过程，感觉很放心。”办
理社保业务的黄女士感慨。

“今年 1月，我们特地引进了超
级柜台，将原来50台传统电脑替换
为28台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双面屏一
体机，以数字赋能打造便民亲民、智
慧智能的服务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有力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创新转
型。”建始县大数据服务中心主任向
庆华介绍。

据了解，综合窗口“超级柜台”采
用双屏交互技术，使窗口工作人员与
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实时共享互
动。办事群众可轻松通过该设备实
现人脸识别、刷卡认证扫码登记，同
时窗口面对面办事进度可实时查看
一目了然，提高群众办事获得感。“现
在办理业务非常快，从取号到办结工
商营业执照变更手续，前后只花了不
到20分钟。”已办妥业务的李先生笑
容满面地说。

（万雪芬 向庆华）

建始：数字赋能“小窗口”带来“大便利”

湖北日报讯 （记者崔逾瑜）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坚持向改革要活力，
强化政策供给和制度创新，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8月22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宣
讲团报告会在省农业农村厅举行，
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张桂华表示，要健全
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
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
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
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发展。

张桂华介绍，农村改革46年
来，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通过深化承包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全便捷高效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
的财产权益。

今年以来，我省稳妥推进农村
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新增“小田
并大田”试点县15个。全省现有各
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3.57
万个，农业生产托管面积2374万亩
次，积极探索茶叶、柑橘、蕲艾、水产
等社会化服务试点。持续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累计成立新型
集体经济组织2.2万余个。

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郭会兵听完报告后表示，要进
一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坚持学出更高站位、学出更强
担当、学出更足干劲，锚定“三农”改
革重点任务，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最
优解”。

向改革要活力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8 月 17 日，由中铁十一局承
建的新港高速公路双柳长江大桥
及接线工程宝龙枢纽互通主线桥
首节钢梁成功安装，标志着该项
目钢梁施工取得突破性进展。

宝龙枢纽互通主要实现武英
高速与新港高速间快速交通转
换，对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进
程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悦
通讯员 李维 刘若梅 摄）

新港高速宝龙枢纽

互通主线桥安装首节钢梁

8月19日，在西藏山南市加查县惹
米产业园区内，西藏安琪珠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高原益生菌项目正式投产。

此次投产的高原益生菌项目，是湖
北省首个科技援藏成果转化落地项目。

据公司项目经理何新章介绍，该项
目满产达效后，预计可年产200吨高原
益生菌冻干粉，实现年产值3亿元以
上，利税1亿元左右。

从科技援藏转向产业援藏

西藏安琪珠峰被青山环抱，厂区内
绿植环绕，宛若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这座“大花园”，填补了西藏生物产
业的空白，在高原上集采样、生产为一
体，全球独一无二。它实现了从科技援
藏到产业援藏的华丽转变，以科技赋
能新质生产力，开创了“安琪模式”。

2021年，位于湖北宜昌的安琪集

团加入到湖北对口援藏的行列。他们
发挥自身技术优势，采用先进成熟的技
术推动当地微生物特色资源的保护、开
发和利用。

3年来，安琪公司的科研团队走进
牧民家庭，收集乳制品，奔赴无人区，追
牦牛拾牛粪，开展了一系列微生物资源
普查收集、鉴定评价工作，先后采集、保
藏菌株超过1800株。

令人高兴的是，安琪集团科研部门
研究发现，保藏菌株中有部分益生菌菌
株具有产业化的资质。

益生菌产品，可广泛用于食品工
业、健康医疗、农业种植等领域，经济价
值巨大，市场前景广阔。2023年，国内
益生菌市场规模达1400亿元。

将在西藏发现的益生菌菌株，进行
产业化以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迅速被
提上议事日程。

安琪集团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最终决定在西藏山南市加查县
成立西藏安琪珠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益生菌系列产品生产经营。

新产业带来新财富

西藏安琪珠峰从成立开始就备受
关注。

宜昌市第六批援藏工作队领队，加
查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高大权
介绍，为帮助企业顺利投产，宜昌市援
藏工作队成立专班，全程提供必要的协
助，以保姆式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了用
水、用电等现实问题。

加查县政府也积极营造优良的营商
环境。据了解，当地农业农村局拨付企业
4511万元，用于产线设计、购置设备等，等
企业盈利后，按照利润的12%，逐年返还。

在各方共同促进下，西藏安琪珠峰
高原益生菌项目终于顺利投产。

专家张小龙介绍，目前公司进行产
业化的菌株主要有三种，分别是S2植
物乳杆菌、DB-8、嗜热链球菌。

他说，S2植物乳杆菌产酸能力强、
发酵效果好，可在食品产业、农业等领
域发挥作用；DB-8和嗜热链球菌主要
用于乳制品，前者能使酸奶不用添加
剂，就能产生天然番茄风味，具有很高
的商业价值，后者能防止酸奶随着时间
推移进一步酸化，维持住良好的口感。

何新章说，我们已拥有了获得专利
许可的益生菌菌株，同时又具备自主知
识产权的生产工艺，形成了核心竞争
力，市场前景可期。

高大权说，西藏安琪珠峰不仅可拉
动加查的经济发展，改变当地只有农牧
业的单一经济结构，延伸了上下游产业链
条，创造可观的经济财富，还通过吸纳当地
少数民族就业，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创造可贵的民族携手共进的精神财富。

隐形菌株带来显形财富
——西藏安琪珠峰高原益生菌项目投产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映午 通讯员 姜楠 张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