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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观察

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澍森
通讯员 孙中伟 高小庆

“这几朵鲜花，值得加分。”洪湖市
瞿家湾镇桃花村村民颜学胜家门口，
几名小学生正在给他家的环境卫生情
况打分。

近日，桃花村举行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卫生督查”活动，邀请村里6名
小学生担任督查员，从46户村民中分
别选出“卫生光荣户”和“最美庭院”两
项荣誉代表。

村支书周永福讲解了评选标准
后，6名督查员依次走进村民家中查
看。看到干净整洁的庭院，他们大声
赞叹；对“脏乱差”的角落，他们直言不
讳。一些卫生“钉子户”被批评得面红
耳赤，当场表示马上改正。

桃花村依洪排河而建，距集镇相
对较远。村民们过去将垃圾随地乱扔
或就地焚烧，自嘲“垃圾靠风刮，污水
靠蒸发”。

周永福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在
当地政府帮助下，他带领村干部和一
些村民代表，前往螺山镇双红村、乌林
村以及赤壁羊楼洞等地考察学习，发
动村民和镇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村

“两委”面对面，多次召开“板凳会”，发
动村民共同改善环境卫生。

经过集思广益，桃花村成立环

保理事会，向每户居民收取 100 元
的卫生费作为启动资金，建立起积
分超市“兑换站”。村民可以通过捡
垃圾、收拾门前屋后庭院等行为来
获取积分，兑换日常生活用品或生
产物资。每户每季度给予 50 分底
分，同时设置“红黑榜”，根据情况加
分或减分。

桃花村每月评一次“卫生光荣
户”，每季度评一次“最美庭院”，每年
评选一次“最美媳妇”“最美婆婆”，获
奖者奖励30分，并颁发奖状和流动红
旗，引导村民形成良性竞争。

一开始，村民们积极性很高，然而
没多久就有人不愿意了。原来，一些
村民在打分时拉不下面子，或者厚此
薄彼，导致评分不公。周永福思来想
去，再次征求村民意见，最终决定让村
里的小学生来当评委。

“孩子们童言无忌，敢于说真话，
村民们也想给孩子们做榜样。”周永福
说，成年人被孩子们批评，也是一件很
羞愧的事。“娃娃督查队”成立以来，环
境卫生状况大为好转。

如今，桃花村房前屋后整洁有序，
“三堆两垛”码放规整，河道清澈见
底。一些热心村民还自发成立了“桃
源护河队”，每日沿洪排河巡逻，捡拾
白色垃圾。桃花村旧貌换新颜，正在
变成村民们的“桃花源”。

洪湖岸边有支“娃娃督查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丙全
通讯员 车荣华

12月15日，是个周日，家住石首
市绣林街道办事处文峰社区的双胞
胎姐妹黄安琪、黄安娜，早早来到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儿童服务站，玩起了
积木游戏。

妈妈是环卫工，爸爸在工地干
活，姐姐在读高中。以往节假日，姐
妹俩都无人陪伴，只能在家看电视、
玩手机。

去年初，文峰社区腾出党群服务
中心一整层楼的办公用房，改造为儿
童服务站，并联合壹基金、汇心社工
等公益组织，办起手工、绘画、阅读、
积木、科普等兴趣班，姐妹俩成了常
客。

近年来，石首市实施以“示范引
领一批、巩固提升一批、对标扶持一
批”为主要内容的“三期三批”计划，
对全市192个村（社区）阵地进行规范
化、标准化建设。但硬件达标后，村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又有了新烦
恼。过于严肃的门牌、玻璃门后的办
事窗口等设施让群众感觉亲和感不
够。

今年初，石首市对全市党群服务
中心进行亲民化改造，有两件事让村
民印象深刻。一是撤牌子，与服务无

关的办公门牌、工作制度、行政标语
等通通“下墙”，全市共清理不规范挂
牌3000余块。二是腾地方，办事窗
口、办公区等尽量压缩，把最方便、最
明亮、最完整的空间腾出来给居民。

高陵岗社区党员刘吉松说，改造
后的党群服务中心有广场、图书室，
来这里跳舞、看书的居民，迎来爆发
式增长。

大垸乡和丰村发挥红色资源优
势，在党群服务中心旁建起石公华县
委遗址纪念园，老党员王金生自发在
园内担任宣讲员。“让更多人了解这
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非常有意义。”
王金生说。

久合垸乡袁家荡村是石首最大
的油菜“一菜两用”种植基地，高峰时
每天有200多名村民抢摘菜薹。该村
将党群服务中心最好的房间打造成
零工驿站，为村民提供便民服务。“休
息的时候，来这里热饭、喝茶、休息，
还能给手机充电，挺不错的。”村民赵
自林说。

阵地建得好不好，不在墙上，而
在群众脸上。今年以来，依托全市
192个党群服务中心，各村（社区）开
展儿童托育、健康知识宣讲、安全知
识讲座80余场次，服务党员群众近
3000人次。从“门可罗雀”到“热闹欢
腾”，群众的幸福底色越擦越亮。

石首改造192个党群服务中心

让群众感受家的味道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澍森、通讯
员杜川、张世琳）12月18日从荆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获悉，今年3月以来，该
院全面实行“全院一张床”便民措施，
对全院 2000 余个床位进行统一调
度，已为1100多名患者跨病区安排
床位。

“全院一张床”是指对全院各科
室床位资源统一管理，统筹安排，努
力做到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最大程度保障患者救治需求。

“终于不用为等待床位而烦恼
了！”前不久，荆州市民张阿姨因心脏
病发作，半夜被家人紧急送往荆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在心血管内科床位满
员的情况下，医生第一时间为她调配
了一张神经内科的空床。住院期间，
该院心血管内科专家团队每天定时
前往查看病情，调整治疗方案，神经
内科的护理人员提供专业护理，张阿

姨顺利转危为安。
“医生跟着患者‘跑’，已经成为

我们的常态。”护理部主任任艳蕊介
绍，“全院一张床”方便了患者，也让
医院避免了科室忙闲不均带来的资
源浪费。以耳鼻喉科为例，每年暑期
是儿童患鼻炎、咽喉炎等病症的高发
期，需要5天才能等到病床住院。“全
院一张床”实施以来，排队等待病床
时间缩短至1天。

除儿科、感染病科等特殊科室
外，荆州一医还对大部分常见病科
室，制定了详细的住院床位“共用”
制度和管理实施方案，明确医护职
责，确保跨病区收治病人流程顺
畅、专科医生全程管理，同时医务、
护理、质控等职能部门负责监管，
确保病人无论在哪个病区床位，都
能享受到专业、优质、安全的诊疗
服务。

荆州一医“全院一张床”
破解住院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辉
通讯员 周栎 马优明

沉睡10多年的荒地“醒”了

12月10日，走进位于荆州经开区荆江大道
与木沉渊路、宝莲路交会处的一片工地，紧挨长
江的江滩上，多台塔吊正在作业，现场一派繁忙
景象。

这里是荆州市大宗商品铁水联运枢纽施工
现场。一年多以前，这块地还是一片被闲置10年
左右的厂区，厂房破败，杂草丛生。

2012年，占地850亩的长江镍业项目落户荆
州经开区荆江大道，但厂房还未建完，就因资金
链断裂而停工，造成土地闲置。

“一方面，新批土地越来越难，用地成本越来
越高；另一方面，闲置土地、低效项目、‘僵尸企
业’占着地块，难以产生效益。”荆州经开区财政
局副局长刘国说，对这类项目进行有效盘活，既
能解决土地供应瓶颈，化解发展矛盾，也是当前
大财政体系建设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建设大财政体系，第一步是做好规划。
荆州拥有483公里长江黄金水道和651公里

岸线，与浩吉铁路、焦柳铁路形成“双十字”交叉，
近年来该市正全力打造长江中游大宗商品铁水
联运枢纽。

“相较于传统模式，铁水联运能有效降低物
流运输成本，提升配送效率。”刘国认为，荆州经
开区的铁水联运枢纽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设置更
多“网点”，让企业尤其是需要运输大宗商品的企
业享受更多实惠。

2022年，荆州经开区资产盘活专班深入研究
后认为，长江镍业的闲置空地面积大，又毗邻长
江，且拥有码头资源，很适合发展铁水联运。

很快，荆州经开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将该宗地
整体规划调整为物流产业园，项目名为荆州市大
宗商品铁水联运枢纽。

三大子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简单来说，大财政体系建设就是以规划为

导向，以国有“三资”为基础，以有效债务为锚
定，构建财政、金融、投资统筹联动机制，带动和
调控社会投资，形成新的高质量发展动力循环
机制。

项目明确后，荆州经开区资产盘活专班快速
清理债权债务关系，由荆州市荆发控股集团作为
债权人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对
长江镍业进行破产处置。

该项目招商工作同步推进。2022年8月，荆
州市荆发控股集团成立子公司荆州铁水畅联港
口服务有限公司，具体负责铁水联运物流产业园
项目。

2022年底，荆州铁水畅联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经过三轮竞拍成功摘得该地块，并与荆州市地方
铁路公司200多亩项目用地整合开发，总面积达
1070亩。至此，这块闲置10年的土地终于被盘
活，有效释放了稀缺的土地资源。

铁水多式联运项目共有三个子项目。其
中，物流产业园区子项目，总投资13.2亿元，主
要包括横向主干道、散货堆存交易区、粮食贸
易加工区、公共仓储物流区、交易服务区及辅
助设施区等。码头作业区子项目，总投资9.14
亿元，年吞吐量为 1600 万吨，货种包括铁矿
石、煤炭、粮食、砂石料、非金属矿等。疏港铁
路及装卸区子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铁路专
线从既有荆沙铁路接轨引出到达新建江陵西
站，并延伸进入物流园。铁路专线建成后，初、
近、远期运量分别可达 950 万吨、1200 万吨、
1580万吨。

2023年10月，物流产业园项目一期开工建
设，已完成投资3.26亿元。据施工方中交二航局
荆州多式联运物流产业园项目技术负责人齐鹏
介绍，目前，物流交易中心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一期所有项目预计在2025年底完成。码头作业
区和疏港铁路子项目也在加快推进中。

补齐铁水联运重要拼图

虽然铁水联运项目还未正式运营，但已引发
广泛关注，荆州经开区的不少企业对该项目充满
期待。

位于荆州经开区的益海嘉里（荆州）粮油

工业有限公司，以加工水稻、米糠粮油等为主
营业务。“目前，公司每年约有 30万吨的原料
和12万吨的产品进出。如果公司周边就有便
捷的铁水联运枢纽，我们的物流运输就会有更
多选择，相应成本也会更低。”该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荆州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荆州中心城区的铁水联运业务主要集中在
盐卡港区，该港区现有旺港码头开展散货铁水联
运业务，另有一个码头开展集装箱铁水联运。随
着荆州经济快速发展，这两个码头已越来越不能
满足企业对大运量、低成本铁水联运的需求，亟
须拓展新的作业区。

恰好，荆州市相关部门通过盘活原长江镍业
那块地，将其打造成铁水联运枢纽，成为盐卡港
区新的作业区，为经开区以及荆州中心城区的企
业提供服务。

在荆州市财政局副局长朱砂看来，盘活闲置
土地建设铁水联运枢纽是荆州市推进大财政体
系建设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具有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朱砂表示，从国有“三资”角度来讲，该项目
盘活了多年的闲置土地资源，新增了投资建设；
对经开区来说，项目建成后，能为园区企业提供
便利的铁水联运通道，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
对荆州市而言，该项目已成为荆州打造铁水联运
大宗商品供应链平台的重要拼图。

千亩工业荒地变身铁水联运枢纽
——荆州盘活国有“三资”赋能项目建设

湖北日报讯（记者何辉、通迅员周东）截至
11月底，盘活近期可利用资产172亿元，盘活率
63%；55个项目对接金融机构，并获得授信136
亿元……12月19日从荆州市财政局获悉，该市
大财政体系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是构建高质量发展动
力循环机制的新路子。荆州市财政局副局长朱
砂介绍，早在几年前，荆州就开始探索盘活国有

“三资”，把分散在各领域的国有资源资产资金聚
合起来，打通资源变资产的有效通道，更好发挥
财政资源统筹的“集聚效应”，以大财政体系改革
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作为荆州最大的国企平台，成立于1999年

的荆州市城市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城市
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服务运营等重任。近年来，
随着国家政策收紧，平台公司新增融资难度加
大，该公司面临转型。2023年，该公司以大财政
体系建设为契机，整合集团内部医药健康、文化
旅游、建筑施工、教育科技等多个产业板块，推动
资产重组，设立湖北荆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荆江实业），成为我省第一批成功筹建
的产业类子公司。

目前，荆江实业总资产达到300亿元，净资产
规模达100亿元，并成功获得2A+主体信用评
级。2024年，荆江实业实现了“双百亿”目标，即
将100亿元平台债务成功转化为市场化债务，同

时获得金融机构授信100亿元。这一转变不仅有
效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更增强了其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荆州以大财政体系建设分类推进存量债务
化解。截至 11月底，该市政府债券到期本息
100%兑付，5家平台公司实现隐债清零；年内还
将有4家平台公司实现隐债清零，转型为市场化
企业。中央一揽子化债政策出台后，市县两级政
府积极对接争取，专项债券置换隐债资金预计近
期下达，届时将大大减轻当期偿债和付息压力。

目前，荆州市已建立常态化清理盘活机制，
上线国有“三资”管控平台，加快大财政体系建设
步伐。

上线国有“三资”管控平台

荆州加快大财政体系建设

近年来，荆州高标准建设大宗商品铁水联运枢纽，图为荆州港盐卡港区的一处铁水联运码头。（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松 摄）

荆州市大宗商品铁水联运枢纽效果图。

娃娃督查队正在给村民家庭环境打分。（受访者供图）

“经开区规上企业近300家，每年原材料和产品运量巨大，希望

在园区和港口之间新建铁水联运枢纽项目。”近几年，荆州市相关部

门到荆州经开区走访时，不少企业提出，希望加快完善铁水联运功

能，帮助更多企业降低物流成本。

要建设铁水联运项目，需要大块连片土地，荆州经开区产业发

展用地有限，供地矛盾如何破解？

近年来，荆州积极探索盘活国有“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努

力实现“分散变集中、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推动有限资源要素

投向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领域、最关键环节，为项目建设注入源

头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