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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观察

湖北日报讯（记者鲁腾、通讯员刘君、
黄洋）隆冬时节，建始野三峡之巅某攀岩基
地，不少户外运动爱好者正拿着奖杯打卡
拍照。

“今年5月以来，客流量就逐渐回升
了，是法院的调解给了我们企业喘息的机
会。”基地负责人解释，此前，受市场环境等
因素综合影响，该基地旅游收入锐减，无法
按期偿还475万元的银行贷款本息。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根据涉企案件
经济影响双向分级评估制度，详细了解企
业经营状况及偿还能力。

“考虑企业的还款能力，本案组织双
方诉前调解，力争达成分期支付协议。”承
办法官表示，该案事实清楚，双方争议不
大，若直接审理判决，可以很快进入执行
阶段。该基地所打造的特色项目是国内

为数不多的顶级攀岩线路，是当地精品旅
游线路中的重要一环，当下旅游市场正逐
渐回暖，基地正处于扭亏为盈的关键期，
如果银行能延长还款期限，该公司便能渡
过难关。

在多轮调解下，双方就还款方式及还
款期限达成一致意见，既保障了原告的合
法权益，也让企业走出了困境，实现了双
赢。

为推动涉企案件“多元解纷”，恩施州
县两级法院与劳动争议、金融、知识产权等
部门深度协作，建立涉企案件经济影响双
向分级评估制度，最大限度减少诉讼对企
业的不利影响。

今年1—11月，该州民商事案件审限
内结案率99.25%，民商事案件平均结案时
间35天，同比缩短4.59天。

湖北日报讯（记者鲁腾、通讯员郭倩
丽、胡适）“我将笔录和协议上传，如果没问
题，直接通过手机签字就行。”12月19日，
巴东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汪丽通过视频
连线，与在外地的当事人进行线上矛盾纠
纷调解。

某茶叶公司拖欠易某等24人劳务工
资近20万元未支付，易某等24人诉请法
院解决。考虑到不少当事人在外地，为避
免当事人长途奔波费时费钱，法庭决定通
过微信视频连线，线上远程调解，案件在2
个小时之内处理完毕。

秉持“如我在诉”的司法理念，巴东法
院整合巡回法庭、法官工作室、矛调中心、

共享法庭等资源，搭建覆盖县乡村的“四位
一体”三级解纷服务网。通过加强与各类
调解组织的对接，围绕诉前、诉中、诉后全
流程，打造“峡江新枫”特色调解品牌。开
启“线上+线下+跨域”立案、“线上+线下”
送达和调解等诉讼服务新模式，变“面对
面”为“键对键”，为群众提供便捷化、智能
化在线服务，降低诉讼成本。

今年1月至11月，该院共受理各类案
件 6902 件 ，审 执 结 5999 件 ，结 案 率
86.92%，一审裁判服判息诉率92.24%，当
年审结民商事案件申请执行率同比下降
27.3％；共调解诉前委派案件1407件，诉
前调解成功率为53.44%。

湖北日报讯（记者鲁腾、通讯员黄森林、严
军）12月17日，巴东县数智化病理诊断中心在巴
东县人民医院揭牌投用。

该中心以巴东县人民医院病理科为依托，在科
室布局、人员架构、设施配备以及数智化软硬件建设
等方面累计投入650余万元，形成了“1+2+12”的数

智化病理服务体系网络，即1个县级区域病理诊断
中心+2个标准化病理科（县中医医院、县二医院）+
县妇幼保健院及11个乡镇卫生院共12个病理送检
站，将承担县域内病理样本检测任务，同时还通过远
程信息系统对接省、州病理诊断平台，可随时开展疑
难病例远程会诊，实现优质病理资源的整合共享。

巴东县数智化病理诊断中心是全省数智化病
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扩面试点单位，对照省级B类
病理科标准，于今年4月初启动建设，初步建立了
数字切片平台、数字切片库，数据记录更加完整、
真实，将有效推动巴东医疗服务数字化转型，为患
者节省就医成本。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文朝顺

冬日暖阳，天朗气清。咸丰县滨河体育公
园，金黄的树叶映衬着湛蓝的天空，孩子们追
逐打闹，快乐嬉戏。“现在天气好，空气也清新，
为‘咸丰蓝’点赞。”提起近年来空气质量的变
化，市民们赞不绝口，话语间流露出满满的幸
福感。

蓝天常相伴，源于空气质量不断改善。今
年1月至10月，该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2.00，
持续位列全省第一，PM2.5（细颗粒物）年均浓
度1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2.7%，全年空气
优良天数占比为99.3%。

见缝植绿为好空气打下家底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四季见彩，在咸丰县
城，巷道转角总能遇见一片绿树成荫、一丛青
青草地。

“现在修建的这个公园，出门就看得到绿
色，空气也挺好。”市民刘自富经常饭后来滨河
体育公园走上几圈，晒晒太阳。

以前，滨河体育公园是一片空地，长时间
荒芜，黄土裸露，杂草丛生，道路狭窄。2023
年9月开始，县住建局将这里作为县疾控中心
片区便民服务提升项目，开始建设“口袋公
园”。

现在，体育公园新增3个篮球场、1个五人
制的足球场、4个羽毛球场，并配套建设有儿
童游乐场、公共厕所、驿站、休闲栈道、健康步
道、停车场以及绿化景观等设施，成为市民健
身游玩的好去处。

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着手建设
“口袋公园”，通过拆旧布绿、绿化栽植、配备健
身器材等，该县新建、改建了6个城市公园，助
力城市环境提档升级，让市民出门见景。

目前，咸丰城市绿化覆盖面积776.89公
顷，城市绿地率达38.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9.6平方米，城市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
到85%。

绿色是咸丰的鲜明底色。
咸丰森林覆盖率72.3%，国土绿化率达

83%，森林覆盖面积273.7万亩。其中，国家
4A级景区坪坝营景区所在的国有坪坝营林场
森林覆盖率高达98%，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
米超10000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春来栽树，夏来薅草，秋里砍杂，冬里整
地。”国有坪坝营林场专职护林员汪贞华回忆
起和父辈一同参与植树造林的情景，历历在
目。

经过一代代林场职工的接续努力，该林场
拥有11万亩国有林、3万亩原始次生林和8万
亩人工林的森林资源。

在咸丰，种树、管树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
的共识，每年自觉参与义务植树活动，不少村
还把种树护树观念融入村规民约。

咸丰县林业局国土绿化股股长宋祥表示，

近三年来，全县人工造林3.1万亩，义务植树
73万株；森林抚育2.2万亩，筑牢了绿色生态
屏障。

咸丰县构建“林长+检察长”联动机制，构
筑“县、乡、村林长+护林员”四级林业巡护的

“天罗地网”，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全县持续
保持38年来无较大以上森林火灾。

集中整治76个大气污染源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45.1毫克/立方米、颗
粒物60.4毫克/立方米……均在许可排放浓度
限值以下。”12月11日，咸丰县工业园忠堡园
区，咸丰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胡靖带领技术员在湖北皇恩烨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开展巡查。

该公司项目一期建设了两条年产2万吨
锂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

“我们投入了397万元，改造原有的除尘、
脱硫设施，并建设烟气排放检测系统，确保污
染物达标排放。”皇恩烨公司人力行政总监陈
应龙表示，经过完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进行
超低排放改造，生产线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排
放浓度均低于限值。

今年年初，咸丰县出台《2024年度大气污
染防治持续改善行动方案》，实施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全面开展大气污染源排查整治，以县
城为重点，生态环境、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集
中开展县城区九大类大气污染源专项排查，共
排查各类大气污染点源273个，发现问题91
个，对各类问题建立了清单，督促相关部门进
行整改，目前76个大气污染点源已完成整治。

以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功率柴油
车等为代表的移动源机械具有排放量大、流动
性强、分布面广等特点，如何有效监管这些移
动源，降低尾气排放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该县通过长期摸索，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

在机动车方面，该县科经局、交通运输局、
公安局等部门开展联合抽查，加快老旧车淘
汰、推广新能源汽车，推动全县37辆城市公交
车、200辆出租车、57辆班线客运车实现清洁
能源替代，累计建设公用充电桩300个。

在非道路移动机械方面，进一步加强县域
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柴油发动机的监管力度，有
效降低污染物排放。2023年以来，共登记非
道路移动机械216台，指导企业做好日常维护
保养工作，及时加装或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
制装置，确保尾气达标稳定排放。

含氧量带来含金量

12月14日，走进咸丰县曲江镇湾田村，穿
村而过的曲江清澈见底，岸边的彩色游步道和
鱼鳞坝相映成趣，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垂钓、露
营。

20世纪80年代，“煤炭经济”曾是湾田村

的主导产业。该村党支部书记杨本刚介绍，高
峰时，每天有数十台运煤车在村里来回穿梭，
卷起漫天煤灰，门前的曲江河河水浑浊发黑。

2018年，咸丰县一次性关闭13家煤矿，湾
田村结束“以煤养村、靠矿吃饭”，走上绿色转
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6年来，该村就地取材
进行植被重建，给矿山披上绿装，把煤场改为民
宿，积极疏通河道，沿河打造岸线林，成立湾田
旅游公司，打造“水美湾田”农旅融合新亮点。

“今年湖北省‘村BA’总决赛在村里举行，
6天时间里，每天都有1万多人来村里吃、住、
游。”60岁的肖素云曾在外地打工，看到家乡
发展得越来越好，她和丈夫回到村里，开了一
家小超市，每年收入10多万元。最近，夫妻俩
又将房屋改造成民宿，新增了7间客房，计划
明年对外营业。

“近两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两万
元，比5年前增长了两倍多。”杨本刚说，不断
改善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加清新的空气，游客量
逐年增加。

含氧量带来含金量。今年以来，咸丰县以
良好的生态环境，成功举办森林马拉松、武陵
文旅大会、森林音乐节、湖北省和美乡村篮球
大赛（村BA）总决赛、白茶节等系列文旅活动，
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咸丰“森”呼吸。

咸丰县文旅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
10月，该县共接待游客789万人次，同比增长
13.5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3亿元，同比增长
12.56%。

咸丰县城位于一片绿海之中。（湖北日报通讯员 秦兴武 摄）

空气质量连续10个月排名全省第一

咸丰好空气如何“炼”成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万雪芬

杀年猪，喝刨汤，腌腊肉。寒冬腊月，
建始的山乡里开始弥漫浓郁的年味。

12月11日，在建始县业州镇徐家沟
的一间农家小院中，恩施州腊肉非遗传承
人姚万泉在简易的木桌旁，抓起大把盐粒，
均匀地涂抹在肥瘦相间的新鲜猪肉上，并
不时揉搓，确保盐分充分渗入。

“这盐啊，得拿捏好量，多了太咸，少了
肉容易坏。”姚万泉边忙活边向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讲起腌肉的门道。紧接着，她又
依次加入花椒、八角、桂皮等香料，双手不
停翻动，肉香与香料的气息逐渐交融，引得
一旁的游客垂涎欲滴。

建始土家腊肉制作技艺历史悠久，饱
含土家人民生活智慧。当地流传着这样的
顺口溜：“土家腊肉香四方，腊月腌制挂灶
房。柏枝柑橘熏月久，土家美味韵悠长。”

腌制后的腊肉，待它充分腌入味后便悬
挂于传统火塘之上，或置于熏烤房内，以柏
树枝、柑橘皮等为燃料低温慢熏月余。烟火
悠悠，香气袅袅，渗透进猪肉纹理，成就独特
风味与醇厚口感，也使其能长久保存。

“我从小跟着家里人学习熏制腊肉，现
在接力棒传到我的手里，我要把这项技艺

传承下去。”今年45岁的姚万泉已熏制腊
肉30余年。作为非遗土家腊肉的第五代
传承人，姚万泉深知这不仅仅是一门手艺，
更承载着土家人的智慧情感与民族记忆。

每年春节将至，四邻八舍都会循香而来。
腊肉，早已成为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年味
佳肴，承载着浓浓的年味与乡情。姚万泉的
子女也认真学习着腊肉制作这门技艺，他们将
腌制好的腊肉搬上了电商平台，让土家腊肉
飞出大山，成为更多游子心中最美的年味。

2020年10月，土家腊肉食品制作技
艺被列入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
几年，我们各方筹措资金，在全县建设了
40多个传承基地和传习所，培养了近500
名非遗腊肉就业从业人员。”建始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孙元清介绍，建始
腊肉制作技艺目前已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正待省政府批复。

建始县腊肉每年销售额达5000多万
元。土家腊肉文化节已成为该县一张闪亮
的名片，集制作比赛、美食展览、民俗表演
等于一体，吸引着众多游客。

“我们的腊肉一直都卖得非常好。这
不，眼看着就要过年了，这个月正在冲刺
800万元的销售额！”谈及腊肉制品的销售
情况，恩施晓姚农夫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
监郑江兴奋地说。

好空气让咸丰市民幸福感满满。
（湖北日报通讯员 李维君 摄）

巴东县数智化病理诊断中心投用

巴东法院线上调解解“远”忧

恩施建立涉企案件经济影响
双向评估机制

年销5000余万元，制作技艺申报省级非遗

建始腊肉美味悠长

恩施地处武陵山腹地，这片神秘的土地，不仅自然风光旖旎，更蕴藏

着深厚的多民族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孕育了独特的美食文化。从香味

悠悠的土家腊肉到醇香扑鼻的张关合渣，从清香爽口的油茶汤到酸辣开

胃的鲊广椒……一道道传承经年的美食，不仅撩拨着我们的舌尖味蕾，而

且挑动着我们的文化兴趣。

新年将近，湖北日报《恩施观察》推出“武陵风情 寻味非遗”系列报

道，请和我们共赴一场味蕾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土家腊肉非遗传承人正在制作腊肉。

武陵风情
寻味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