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版
2018年7月14日 星期六

E-mail:xnrbxwb＠163.com 综合新闻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柯常智

电话：0715－8128770

咸宁天气：14～16日我市受反气旋环流控制，多云到晴天，局部午后有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14日：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3级，25～36℃;15日：多云，偏东风1～2级，25～35℃;16日：晴天到多云，偏东风1～2级，25～36℃。今天相对湿度：50～90%

十九大精神在基层
乡镇干部谈发展

“我们将紧紧围绕‘续写百年茶香、
擦亮百年品牌、打造百亿产业’目标，立
足砖茶独特资源优势，着力打造产业支
撑有力、特色优势明显、人居环境优美
的砖茶小镇。”日前，赤壁市赵李桥镇党
委书记王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赵李桥镇将如何规划砖茶小
镇建设？

王刚：赵李桥镇作为欧亚万里茶道
的源头之一，是我国的青砖茶之乡，全
国名优绿茶重要产地之一。我们将本
着规划先行的原则，按照“一区、两翼、
三园”的空间发展模式，高档次、高标
准、超前规划砖茶小镇建设。

其中，“一区”即是加快中心镇区规
划、建设和管理，提升品位档次，增强承

载聚集功能；“两翼”即是推动赵李桥镇
镇区和羊楼洞古镇旅游区两个片区同
步发展；“三园”即通过发挥砖茶产业
园、竹木产业园、羊楼洞古镇旅游园的
示范作用，带动镇域经济快速发展。

记者：砖茶小镇的建设内容是什
么？

王刚：重点是培育产业特色。我镇
将通过引进总投资23.5亿元的卓尔·羊
楼洞古镇项目，重点围绕砖茶产业、茶
文化旅游业，推进“1+1+1+1”复合旅
游开发系列项目建设，即：一个羊楼洞
古镇，一个青砖茶品牌，一片万亩茶园
茶海，一条松峰山茶马古道。逐步建
成以“世界茶业第一古镇”羊楼洞明清
古街为核心的禅茶古镇、以1500亩茶

园为重点的卓尔青砖茶有机茶园核心
区。

目前，我镇已建成茶园面积3万余
亩，共有茶业企业及加工厂17家，拥有
茶业合作社4家，年产值近4亿元，带
动就业人口近1万人。

记者：砖茶小镇的核心思想是什
么？

王刚：历史上的赵李桥羊楼洞是茶
叶圣地，茶叶种植和加工早于县市建
制，始于汉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

为传承和弘扬茶文化，我镇不仅
与省社科院合作开展了羊楼洞茶文化
课题研究，出版了洞茶系列书籍，拍摄
的羊楼洞茶文化纪录片，还入围第27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电视纪录片奖，荣

获“人文中国第三季—传承中国”全国
专题片、纪录片一等奖。目前，赵李桥
青砖茶制作技艺已通过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认证，赵李桥茶厂获得中华老
字号企业称号，羊楼洞砖茶文化系统
成为全省首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组织国内知名
专家和权威机构，对青砖茶养生保健功
效进行系统研究开发，并将研究成果汇
编成书、印发宣传，积极向社会推广，让
青砖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专访赤壁市赵李桥镇党委书记王刚

打造“砖茶小镇” 续写百年清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通讯员 刘勇民 贺瑞华

牢记殷殷嘱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
祝林报道：日前，通山县民政
局围绕资金运作、发放、监督
环节，建立健全三项机制，给
民政资金安全使用戴上“紧箍
咒”。

这三项机制包括规范高效
运作机制、完善社会化发放机
制、严格监督检查机制。

该局按照资金专款专用和
重点使用的原则，从使用范围、
审批及发放程序等对民政专项
资金管理使用进行了严格规

定。在审批上，建立了决策、抽
查、公示、举报等制度，确保公
平、公正、公开。在管理上，督
促各乡镇建立民政资金专户，
严格执行专款专用。在发放
上，建立严格的发放手续，实施
社会化发放。

同时，由民政部门联合县
监委、财政、审计等部门组成审
计小组，定期或不定期深入各
乡镇进行账务审计，对发现的
问题限期整改，并追究相关人
员的责任。

通山完善三项机制

加强民政资金监管

本报讯 通讯员周娅波报
道：6月份，市公共资源局先后
举办9期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
台业务培训班，对各县（市、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关负
责人和具体操作人员、有关行
政监督部门、交易中心工作人
员等1000余人进行了系统培
训。

此次培训，旨在规范我市
公共资源交易市场行为，帮助

从事招投标工作的相关人员全
面准确理解招标采购的新规
则、新要求，掌握电子化招投标
全流程操作要点，解决招投标
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培训内容包括解读《湖北
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
条例》，完善标准文件的编制规
则，了解和掌握《咸宁市区域性
专家库及评标专家管理办法》
等。

市公共资源局开展交易信息化培训

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

“吃的啥子？白菜帮子！
住的啥子？老旧房子！
穿的啥子？破布片子！
——为啥这穷？没有路子！”
这几句顺口溜，是嘉鱼县渡普镇渡

普口村村民王辉过去常挂在嘴边的自
嘲语，也是他家脱贫前的生活写照。

7月4日，记者见到王辉时，他正在
蔬菜大棚内平整土地，准备移栽藜蒿。
在他身后，几个蔬菜大棚错落排列，种
满了辣椒、空心菜等。大棚旁建有一排
猪圈和鸡舍。

今年66岁的王辉，是该村典型的
因病致贫户。全家6口人，之前仅靠种
植12亩庄稼维持生计，年收入1万余
元。微薄的收入，除基本开支外，老俩

口还要治病吃药，生活十分困难。
与王辉结成帮扶对子的是县档案

局副局长卞锋。2015年，卞锋进驻该
村时，到王辉家走访看到的情景是：三
间破旧平房，四处漏雨，没有象样的家
具不说，老伴还常年卧病在床。

当年6月，在县档案局驻村工作组
的帮扶下，王辉建起了4个蔬菜大棚，
开始蔬菜种植。半年不到，种植的毛
豆、藜蒿、油麦菜和莴苣等喜获丰收，纯
赚近2万元，加上养猪、养鸡收入，生活
明显改观。

2016年3月，镇、村将王辉纳入危
房改造户，为他争取到危房改造资金
8000元，帮助他盖起了一栋上下两层
的楼房。

针对王辉老俩口年老多病的实际，
去年村里不仅帮助落实了医疗救助问
题，还按每亩每年1000元的标准，协助
王辉把7亩田地流转给小龙虾养殖合
作社。今年，王辉通过养猪、养鸡和种
植大棚蔬菜，以及土地租金，预计全年
收入可达8万元。

“没有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和驻村干

部的真情帮扶，就没有我的今天！”说起
一家人的幸福生活，王辉不由得念起了
新的顺口溜：

“吃的啥子？猪肉片子！
住的啥子？洋楼房子！
穿的啥子？时髦料子！
如今脱贫靠的啥？精准扶贫铺路

子！”

贫困户怎样脱贫奔小康系列报道 ③

王辉：顺口溜里话脱贫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通讯员 孙剑 戴莹

7月1日，为期三天的嘉鱼县首期育婴员培训班结业。
由该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主办，嘉鱼南嘉之星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嘉鱼嘉年华教育培训中心学校承办的此次培训，邀请省妇
幼专家为120名妇女学员讲授了婴幼儿保健与护理基础知识 。

通讯员 雷平 摄

何开文调研“一网通办”工作时要求

加快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
本报讯 记者陈新、通讯

员曾晓艳报道：12日下午，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专题
调研“一网通办”和市政府大数
据中心工作，要求坚持目标导
向和问题导向，打好政务服务
信息化建设攻坚战。

何开文一行实地察看了市
政府大数据中心机房，并现场
观摩“政务云平台”、“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不动产登记平
台”、“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监管
平台”、“信用信息汇集系统”、

“自动化办公OA系统”等可视
化演示过程，对我市推进“一网
通办”工作、加快市政府大数据
中心数据对接共享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

何开文要求，要抓紧推进

市政府大数据中心项目的完
善和验收，确保年底前全面完
成市县乡村四级政务服务网
覆盖联通工作；要全力推进国
务院有关“六个一”工作要求，
确保“不见面审批事项”年底
达到70%；市直单位推广应用
自动化办公OA系统，要在两
个月内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按
照“大平台、大融合、大联通”
要求，扩充政务信息共享交换
平台，力争对接单位达到 78
家，并在一个月内研究制定出
台全市党政部门信息化项目
管理办法。

何开文强调，各相关单位
要明确时间节点，协调配合，打
好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攻坚
战，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
讯员王望林报道：日前，由79名
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的“布谷学
堂”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分赴崇
阳县港口、金塘、高枧等乡镇的
18个“希望家园”教学点，开展
义务支教，与1000多名农村留
守儿童一起共度丰富多彩的暑
假生活。

为确保农村留守儿童暑假
有人管、有人陪伴、有文体活
动，由武昌理工学院、崇阳县
团委联合开展的“布谷学堂”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党建
引领，实践育人，关爱农村儿
童”为主题，指导农村留守儿
童假期文化补习，开展快乐游
戏活动。

据悉，早在2017年暑期，该
校就有41名志愿者来崇阳创办
了12个“希望家园”教学点，通
过跟班辅导，帮助全县600多名
农村留守儿童度过了一个欢
乐、祥和、平安的暑假，受到镇
村干部、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
评。

武昌理工学院大学生志愿者赴崇阳

陪伴农村留守儿童共度暑假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吴涛报
道：12日上午，通山县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各进驻单位分设的政务窗口，前来办
理业务的居民熙熙攘攘，一派繁忙的景
象。

“除了必须到窗口办理的事项，我
们坚持不断加大政务‘触网’力度，通过
畅通网上办事渠道，实现了让群众和企

业少跑路的目标。”该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

记者试着打开通山县政务服务中
心官方网站里的网上办事专栏，只见所
有审批业务事项清楚名列，点击每一个
申报事项查看按钮，所有事项名称、申
请人、所属部门、办理状态等信息一目
了然。

这是该县实行政务“触网”助推服
务提档升级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县组织专班对审批和服
务事项进行清理，编制168项行政许可
和52项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并分门别
类编制目录清单，全面推行“前台综合
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办
事流程，为办事群众提供相关事项的网

上咨询、网上申报、网上办理和网上查
询等服务。

同时，该县政务服务中心坚持以大
数据为引领，投资40万余元将“一网通
办”延伸至全县12个乡镇、187个村
（社区），促进政务服务“网上办”和“往
下推”，形成覆盖全县的三级政务服务
体系，促进政务服务效能提档升级。

加大“触网”力度 畅通办事渠道

通山政务服务步上发展快车道

本报讯 通讯员熊琦报道：日前，
嘉鱼县妇联、团县委联合启动“二乔”暨
荷花仙子评选活动，以打造“诗经嘉鱼，
二乔故里”的中华传统文化品牌，服务
全域旅游发展。

据悉，该县此次“二乔”暨荷花仙子
评选，年龄在16岁-32岁之间，身体健
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拥有一定
的才艺，具备诚信、敬业、热情等优良品
质，形象阳光、纯朴、活泼大方的嘉鱼户

籍及周边县市女性均可报名参加。
活动自7月起分网络海选、初赛、

复赛、决赛四个环节进行。其中，8月1
日至20日，在嘉鱼县文体会展中心举
行复赛、决赛，并评选出“大乔、小乔”各

1名，奖金各15000元；荷花仙子2名，
奖金各5000元；入围奖5至10名，分
别奖励1000元。同时，获奖的佳丽将
作为今秋举行的嘉鱼首届鱼文化旅游
节形象代言人参加活动。

评选“荷花仙子” 助力旅游发展

嘉鱼着力打造“二乔故里”文化品牌

南瓜丰收
12日，嘉鱼县潘家湾镇，当地农民

在装运南瓜销往山东等地。眼下，嘉
鱼县南瓜进入旺产期，田间地头处处
是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近年来，嘉
鱼县充分依托当地资源优势，不断做
大做强特色南瓜产业，积极从湖南引
进金韩、蜜本等 20 多种南瓜新品种进
行推广种植。目前，全县南瓜种植总
面积10.5万亩，亩产南瓜1700多公斤，
预计实现年产值达2亿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冯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