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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陶晓报道：13日下
午，通山县黄沙工商所收到投诉电话，反
映3名群众因食用了过期糖果，出现恶
心呕吐等不适状况。

执法人员当即赶到事发地点，详细
调查事情经过。原来，消费者石某在经
销商阮某的超市购买了婚宴所用的糖果，
喜宴中3人因食用糖果，出现恶心、呕吐、
拉肚子等症状，新娘更是全身起红疹。

执法人员看到，糖果外包装袋和糖
纸完好，但打开后发现已长了虫茧。经
镇卫生院察看病情，认为消费者出现的
不适症状与过期糖果有关。

阮某向执法人员出示了进货凭证，

认为只有一包糖果过期变质，有可能是
批发商在发货时出现工作失误，并不是
自己有意所为。双方争执不下。

调解中，执法人员一方面强调食品
安全的重要性，销售过期变质食品的危
害和应承当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拉近
双方距离，指出争取赔偿要适度。4小
时后，双方达成和解，阮某同意赔偿石某
等人经济损失4000元，并签订调解协议。

为保护经销商阮某反诉求的权
益，执法人员将整个消费调解资料复
印并加盖公章交给阮某，督促其向批
发商所在地工商部门投诉，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几颗糖果惹祸端

消费者获赔4000元
本报讯 记者吴晓莹、通讯员冯

伟、肖定报道：“我想给王女士1000元
现金酬谢，谁知她怎么也不肯收，于是
我就写了封感谢信，表达我对她的感
激之情。”14日，当骆先生回忆起当天
他失而复得的18603元现金时，不禁
感叹，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

1日中午11点，骆先生到嘉鱼县
茶庵农业银行办完业务后，因急着打
的，不小心将钱包弄丢。发现后，他到
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当他已经放
弃回到家后，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
来。

“我刚从银行出来就捡到了钱

包。”拾金不昧的女士叫王兰珍，是
县工商局茶庵工商所的一名普通职
工。当日中午12点整，她从银行取
完钱出来，路过门口的石狮时发现
一个钱包。待她检查后发现，钱包
内竟有现金 18603 元及身份证、八
张银行卡、个人名片等重要物品。
家庭条件并不好的她不为所动，第
一时间拨打了名片上的电话，希望
能尽快物归原主。

“我要感谢她，她却婉言谢绝了。”
骆先生说，给她酬金不要，请她吃饭也
不去。一名普通的员工有这种拾金不
昧的行为，真让我敬佩啊！

普通职工拾金不昧

万元现金失而复得

这些天，通山县大路乡宾宜会村农
民陈明才忙个不停，一方面他要忙着接
待中国恒信集团投资商过来考察，商谈
合作事宜，一方面还要督促自办的酒厂
加大马力，为北京的代理商供货。

陈明才是通山土巴爷酒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生
在农村，长在农村，一直与泥巴打交通
的他，与家乡泥巴结下了浓厚的情结，
为此把自己酿造的酒取名为“土巴爷”。

14日，记者来到土巴爷酒业有限公
司生产厂区，只见三排标准化厂房有序
展开，厂房内60多个发酵池盛满了正待
蒸溜的高粱酒料，蒸酒车间、灌装车间工

人们一派忙碌，厂区四周酒香弥漫。
陈明才从事制酒业20多年，2003

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为了精通白
酒酿造技术，他遍访县内外制酒高手，
潜心钻研。

10年间，陈明才多方筹资200多
万元对工艺流程进行技改升级，生产清
香型和浓香型等中高档酒；他投资100
万元兴办规模化养牛场，并利用生产污
水和牛粪修建中型沼气池，为周边农户
提供清洁卫生的能源；在玉米酒的基础
上，创新开发高粱酒系列产品，同时计
划开发保健型、药用型等系列产品。

致富不忘反哺家乡，陈明才的公司

带动周边500余名农户种玉米6500余
亩，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120余万斤，
使周边农民年均增收2000元以上。

如今，陈明才的艰苦创业换来了硕
果累累：公司已拥有“土巴爷”牌玉米、
高粱等10多个系列酒产品，成功打开
华北、华中白酒市场。2013年实现年
产值500多万元，上交税金50多万元，
成为全县50纳税大户，“土巴爷”牌被
评为省级著名商标。他本人也成为全
省劳动模范、市县政协委员。

“有生之年内，要让土八爷酒成为
中国农民自主品牌的代表。”“土八爷”
陈明才自信满满。

“土巴爷”创富记
记者 徐世聪 通讯员 焦元德

14日，嘉鱼县陆溪镇区，工人们正在刷黑吴王路。去年以来，该镇共
投资800万元对镇区改造升级，镇区吴王路、玉带河路等街道将全部刷
黑，同时道路两旁新建雨污分离下水道和高标准绿化带。

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周晓林 摄

陆溪镇

刷黑镇区道路

枫丹公交

走向服务前台
本报讯 通讯员刘雅婧、李春报

道：14日上午9:00，枫丹公交公司进
驻咸安区政务中心设立窗口。

这是继联合水务、中国移动后，又
一进驻该中心的重要便民服务机构。
即日起咸安区政务中心枫丹公交窗口
可提供普通卡及学生卡充值、老年卡
年审、普通卡断卡换售等相关业务。

另外，老年卡新卡办理暂时只能
前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赤壁工商部门

贴心服务企业
本报讯 通讯员志工、金梅、云

霞报道：10日中午，赤壁市巨龙科教
高技公司总经理程林生,到该市政务
服务中心工商登记窗口办理融资1.23
亿的手续，仅用了一个小时。

今年来，赤壁工商部门提高服务
企业标准，针对目前企业融资难问
题，创新股权出资登记的方法，将相
关办法给企业进行“解读”；凡是手续
完备的，一律当场受理，当场办结，并
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大大提高
了办事效率。

元月以来，该窗口共办理股权出
质登记3户，被担保债权数额3.26亿
万元，出质股权数额8200万元。

陆水湖工商所

提高办案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吴慧报道：2013

年，赤壁陆水湖工商所共受理12315
申投诉案件16起，为消费都挽回经济
损失1579元；购假先赔案件8起，消
费者满意度达100%。

近年来，该所加强业务学习，通
过大培训、大练兵、大竞赛，不断更新
业务知识，熟知法规政策，掌握管理
技能，提高维权执法水平。

去年，该所转变了工作思路和监
管理念，并加强了行政指导，拓宽了
办案领域，办案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从无照经营、超经营范围案到商标、
广告、反不正当竞争案等。

本报讯 通讯员钱旺报道：
新一轮“三万”活动咸安区紧扣惠
民主题，计划投入财政资金1000
万元，实施三大建设惠民生。

美丽乡村建设。该区按每
村不低于3万元的标准，着力推
进“绿满咸安行动”，开展植树造
林、村庄绿化、美化家园活动，重
点加强公路沿线、河岸和村旁、
宅旁、路旁、水旁等“四旁”以及
村内公共活动场地的绿化美化，
全区重点打造50个美丽乡村，其
中由区林业部门项目投入1100
万元高标准建设25个。

网格管理建设。该区按每
村不低于1万元的标准，加强村
级公共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完善

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片区党小组为
主体、党员中心户为基础的基层
组织管理服务网络体系，解决农
村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引导村“两委”落实“五议五公开”
制度，完善村级综合便民服务。

管护机制建设。按每村不
低于1.5万元的标准，建立和完善
农村环境卫生长效保洁机制和塘
堰管护机制，继续巩固“洁万家”
和“挖万塘”活动成果，农村垃圾
清运原则上统一由乡镇实行市场
化运作、公司化管理，塘堰建设修
建并重，落实专人专管。

连日来，全区151支工作队
深入村组农户，开展走访和“五
送”活动，正在务实推进中。

咸安投入千万财政资金

实施三大惠民工程

本报讯 记者徐世聪、特约
记者陈卫民、程平利、通讯员焦
元德报道：14日，通山县召开“万
名干部进万村惠万民”活动动员
会，标志该县“三万”活动启动。

该县以新“三万”活动为契
机，检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开展成效，并把思想统一到
推进市级战略通山实施“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的要求、以及“建
设绿色崛起先行区，打造咸宁次
中心城市”的战略高度中来,要求
不折不扣把活动干好做实。

该县新“三万”活动以“加强
农业基础、改善农村民生、服务
三农发展”为主题，具体实施完

善畅通工程、绿化工程、亮化工
程、净化工程、回归创业工程、公
共服务工程等“六大工程”；落实
走访慰问、植树造绿、兴办实事
等“八大工作”。

除去省市进驻的 37 个工作
组，该县从县直132个单位中，组
成了 150工作组，下派到各乡镇
开展驻村工作，形成了省市县工
作组驻村全覆盖。该县要求各
组至少筹措帮扶资金 3万元，鼓
励队员接地气、献爱心、察民情、
知民意、连民心，帮助农民群众
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目前，工作组 450名干部已全部
进驻各自包保农村。

通山启动第四轮三万活动

450名干部进驻包保村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
王清龙报道：“开始担心要来回
跑几趟，没想到这么高效快捷！”
13日，返乡青年杜曙光到通城行
政服务中心县公安局服务窗口，
不到10分钟就办好港澳通行证相
关手续，15个工作日后便可领取。

2013年，通城行政服务中心
被市质监局选定为全市唯一的
行政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该
中心通过开展服务标准化创建，
推行行政管理“零推诿”、服务方
式“零距离”、服务事项“零积压”
举措，为办事群众和企业创造了
一个功能齐全、运行规范、便民
高效的政务环境。

“所有行政审批，集中在一

个中心，让政府权力转变成政府
服务。”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李
三明介绍，同时行政服务中心还
涉及房产评估、土地评估、司法
等内容的中介事务，与群众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咨询、服务、收
费等公共服务事务。该中心不
断简化申报办理手续，重点为供
水、供气、电视报装等公共事务、
企业、个体户登记注册及重点项
目、房地产建设等领域，提供“一
条龙”服务，提高办事效率。

2013年，通城行政服务中心
办理各类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
8.5万件，收缴税费10.92亿元，其
中非税收入 5.22亿元，按时办结
率100%。

通城推行标准化政务服务

年办理事务8万余件

14日，记者在市新华书店内看到，不少学生在家长的陪伴下选购
书籍，丰富寒假生活。正在挑选名著的刘女士说：“孩子放假不能只
顾玩耍，得多看点书，拓宽知识面，培养阅读的兴趣。”记者 程慧 摄

本报讯 通讯员魏明明报
道：3日，家住嘉鱼县官桥镇廖家
桥村一组的胡玉新，笑呵呵地数
着卖鱼款：“现在到县里必经的
廖家桥修好了，上门收购的鱼贩
子多起来，价格也变高了，我们
养鱼有奔头了。”

胡玉新说的廖家桥是该村
通往官桥镇米埠村到县城的必
经之路，横跨蜜泉湖支流中心港
上，以前只有一座60年代修的石
拱桥，因年久失修成了危桥，极
大影响了该村水产品的外销。
去年，该县交通部门通过争取多
方项目资金，筹集了 68万元，在

旧桥附近重新设计建造了一座
长27米、宽6.5米的梁式桥，使桥
两岸9000多村民受益。

去年来，该县在综合考虑桥
梁危险程度和是否通行农村客
运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前提下，投
资 100多万元对 4座危桥进行了
改造维修，其中，廖家桥和翻身
沟桥是原址附近重建，北庄桥和
玉池港桥是上部结构维修，并修
建护栏，惠及附近3万多村民。

“力争今年维修改造农村危
桥100米，使农村危桥应改尽改，
还老百姓平安畅通的民心桥。”
该县交通局负责人说。

嘉鱼关注农民出行安全

百万元改造农村危桥

16日是春运第一天。下午4时左右，记者在咸宁火车站站台看到，背着大包
小包、手拖行李箱的人们正秩序井然地走向列车，踏上回家的旅程。

昨日是春运首日，早上8点，记者
来到咸宁火车站，略显冷清，未见“人
潮汹涌”。售票厅，排队购票的旅客只
有23名；进站口，十几名旅客拖着行
李，慢悠悠地走向候车厅。

“担心再过几天人就多了，我还带
着个小孩，所以就提前请假回老家。”
准备进站的打工妹张丽亚说。

“今天离放假还早，还没到出行高
峰期，出行人数相对平稳。”咸宁火车
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预测，今年春运，咸宁火车站将
发送旅客11.5万人次。客流节前以到

达为主，节后以发送为主，预计高峰期
将集中在正月初六、初八。

为应对春运客流高峰，咸宁火车
站增开了16趟临客，其中往武汉方向
的5趟，广州方向的11趟。2月5日8
时29分和13时37分，增开两趟咸宁
至广州的专列。咸宁火车站已增加了
数名工作人员，增设售票窗口，24小时
售票，为旅客出行提供方便。

便捷快速的特点，让高铁备受青
睐。咸宁北站工作人员介绍，春运期
间，北站增加了两趟发往广州的临客，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火车、高铁未现“人潮汹涌”

春运首日春运首日，客流平稳有序
文/记者 吴晓莹 图/记者 程慧

上午10时，在咸宁南站外，背着行
李前来乘车的旅客逐渐增多；候车大
厅里，大约有40多名旅客在候车；售票
窗口，有12位旅客在排队买票。

张红亮从自动售票机中取出车
票，“我家在武汉，春运对我们这种短
途旅客来说，应该没什么冲击，但年前
票源可能会比较紧张，可以在网上提
前买票。”

“今年是武咸城铁迎来的第一个
春运，客流量很难预计。出行高峰预
计在正月初六。春运期间，估计每天
售票量2000张左右。”咸宁南站负责
人介绍，武咸城铁运行图日前进行了
调整，每天开行 10 对列车，C5007、
C5015、C5004、C5014等 4趟列车站
站停靠，票价不变。春运期间，咸宁南
站新增一个售票窗口，便民出行。

城铁南站新增售票窗口

中午12时，咸宁客运中心4个售
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长的队，候车大厅
已是人头攒动、座无虚席。

“没有买到火车票，只能坐汽车回
家了。”随州小伙张志威说。

为应对部分铁路客流转向公路客
运，客运中心准备了46台应急备用车
辆，保证旅客随到随走。

“对于春运出行，长途汽车可以随
到随走，价格也比较便宜。”客运站负
责人说，预计春运客流高峰会出现在
初六、初八左右，最高峰时期日客流量
将达8000人以上。

该负责人介绍，春运期间，除发往

武昌、嘉鱼、簰洲湾、宜昌的票价会略
有上涨，其他票价不变。

据统计，当日，客运中心售出4000
张票，预计春运期间旅客发送量可达
到20 万人次。自16日起，旅客可购买
到本月31日之内发往各地的车票。

为方便旅客转乘，客运中心将在
城铁咸宁东站、南站设置免费交通车
接送旅客，直达客运中心。

客运中心首日售票4000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