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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熊尚明（身份证号：42232519640328293X）不慎遗失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证一本，房屋座落：天城镇桃溪大道，面积：35.8平方
米，证号：（15）0858，特此声明作废。

熊尚明（身份证号：42232519640328293X）不慎遗失不动产权
证一本，房屋座落：天城镇山下村三组 单元：1 房号：101.201.301，
面积：114.4平方米，证号：A25741，特此声明作废。

夏三洋（身份证号：422325196407173239）不慎遗失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证一本，房屋坐落：南河村，面积：120.6平方米，证号：
50029，特此声明作废。

柳招霞(社会信用代码：422325198003101043)经营场所：崇阳
县沙坪镇古城村二组55号，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壹本，
许可证编号:JY14212230004785，特此声明作废。

2020年7月20日

“北有天津大麻花、南有崇阳小麻
花”。崇阳县小麻花生产历史悠久，其
中白霓的手工麻花成名就有200多
年。经过多年发展，崇阳小麻花迅速
壮大，成为国家地标产品，还在2019
年入选世界军人运动会运动员专用食
品。近期，崇阳县在“六大”活动中围
绕特色产业增长极开展调研活动，结
合小麻花发展现状和困难，全力破题
解难，打造特色产业增长极。

大调研大讨论明晰发展思路。针
对疫后“综合症”对小麻花等产业带来
的影响，借助大学习大调研活动，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到县经济开发区
开展特色产业增长极专题调研座谈
会，倾听企业家的心声和诉求，了解产
业发展情况，共同研究疫后产业重振
问题及“十四五”规划产业发展相关思
路，对小麻花产业提出了“抱团取暖”

“比别人更优”“符合大健康方向”等发
展思路和方向。召开“两代表一委
员”、专家人才、党外人士、企业代表等
座谈会，围绕特色产业增长极建言献
策，收集小麻花产业发展建议10条，
现场安排解决产品滞销难题。县委政
研室以小麻花产业发展为专题进行了
深入调研，指出小麻花产业存在生产
工艺简单、技术含量不高、机械化水平
低、品牌多杂、产品研发创新能力不
足、文化挖掘不够等问题，并提出了加
大机械化投入、研发投入、宣传力度、
拓宽线上渠道、扶持企业渡过疫后难
关、保护传统工艺等对策建议。

定政策提标准优化发展环境。针
对小麻花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等问题，
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在开发
区内划出1000亩专门区域为小麻花
产业园。大力开展小麻花生产小作坊
改造升级工程，激励麻花生产企业创

建名牌精品，涌现出众望、三普、君欢、
富得利等一批规模以上小麻花生产企
业。实施政府质量奖励制度，对获得
中国驰名商标、湖北名牌产品、湖北省
著名商标、科技与质量创新企业等实
行奖励。大力推动企业“标准化良好
行为”创建，将“标准化良好行为”创建
工作纳入质量强县考核范围，以点带
面引领小麻花行业规范发展。成立小
麻花协会，强化对全县60多家小麻花
企业的管理，推动小麻花企业抱团发
展。截至目前，崇阳小麻花年销售额已

突破6亿元，10家小麻花生产重点企业
多项专利转化为技术标准，麻花产值占
县经济开发区工业总产值40%。

搭把手拉一把破解销售难题。针
对全县农产品、特产滞销问题，在开展

“六大”活动过程中，引导各级各单位
广大党员干部在大学习大调研中转变
工作作风，坚持“五到四从四多”，对照

“深实严细久”工作标准，到一线去解
决发展难题。广大党员干部争当“宣
传员”“销售员”，“走下去”挖货，“走出
去”带货。县商务局、融媒体中心创新

“媒体+电商”助农新模式，搭建供需对
接的产品展台，帮助滞销农产品线上销
售。此外，对接中央、湖北省大型公益直
播活动，做好活动筹备工作，借助线上直
播力量，为崇阳产品带货。副县长汪新
虎为网友们介绍了众望小麻花等农特
产，直播的短短半个小时，吸引了118万
网友在线观看，卖了3000多单 。人民
日报新媒体“为鄂下单”系列公益直播
湖北团圆专场开播，众望开心小麻花
单品上架3秒钟即售出10万单，直接
售罄下架，销售额近300万元。

守传统重创新丰富产业内涵。“六
大”活动将小麻花产业推上了高质量
发展大舞台上，小麻花产业迎来了发
展机遇，传统手工搓制小麻花及麻花
文化不断被挖掘，小麻花制作方法在
不断创新。白霓镇白霓街在明清时期
就遍布油炸麻花店，如今还留下了传
统小麻花的古老制作方法。县委宣传
部联系中央、省市媒体，对白霓镇手工
麻花进行拍摄，融入麻花文化、乡村旅
游，提升崇阳小麻花知名度，崇阳小麻
花“嘎嘣脆”的声音被称为童年最美味
的声音。白霓镇借助“六大”活动，深
入制作传统小麻花的老店调研，扶持
老店守好传统味道不丢失。其中，祖
上就开麻花店的胡正明坚持古法制作
小麻花，传统味、文化劲吸引周边游客
购买，每年毛利80多万元。一手抓传
统挖文化，一手搞创新出新品，崇阳小
麻花产业更具内涵。崇阳“君欢”小麻
花坚持守正创新，实行手工搓制+机器
搓制“两条腿走路”，每年投入80多万
元，用于产品的包装设计和销售策划；

“三普”用烘焙法制作无油小麻花的想
法在“六大”活动调研中得到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正在推动产品
朝健康休闲食品方向发展。

崇阳县石城镇依托牡丹文化，联
合湖北西庄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打造
牡丹小镇，建设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
兴。

西庄牡丹小镇项目总投资 1.2 亿
元，分两期建设，项目建成后，集观光
旅游、民俗文化、休闲度假、产业发展
于一体，可以就近带动农民务工就业
500 人左右，每年带动群众人均创收
20000 元左右，带动旅游观光 10 万人
次以上，文化旅游、产业经济效益年产
值可达 5 亿元以上，为西庄村集体经
济发展增收10万元左右。

全媒体记者 甘源 陶然 黄沚
瞻 摄

建设牡丹小镇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樊梦娜、刘智利
报道：“办税厅的导税服务着实让我眼
前一亮。”刚做好登记领好发票的周女
士和旁边几位办税人员细心交谈道,

“我一进门，工作人员就主动迎上来，
耐心询问，仔细解答，查看我所带的资
料，没有缺失后便引导我叫号，实行登
记、票种核定、领用发票一条龙服务，
全程不到20分钟。”其他几位办税人
员也深有体会，对崇阳县税务局办税
服务厅的导税服务连连称赞。

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深化

“放管服”改革，大力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真正为纳税人减轻负担，崇阳县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实行固定导税和流动导税相
结合的四级分导工作机制，为纳税人提
供更加灵活、便捷、优质的办税体验。

“水费是在这里交吗？”“请问如何
进行建筑安装预缴？”“我是来申报
的”……一级分导：主动问询，梳理纳
税人需求，甄别是否办税、是否具备办
税条件，进行门口分流。非涉税事项
或不具备办税条件向纳税人详细说
明，并给予必要帮助。

“您是外地企业吗？我帮您预审
一下资料”“拿好您的金税盘，请跟我
到这边来”.……二级分导：分流引导到
资料预审、自助办税。资料齐全，协助
纳税人取号；资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
一次性告知需补充的资料及内容。

“请到等候区等候叫号办理”“请将
金税盘插入USB接口，登录湖北省电
子税务局”……三级分导：窗口分类办
理、人工兜底、人员分流，有针对性、全
方位解决纳税人问题，避免人流集聚。

“您好，您的问题比较复杂，已转

至运维区专人处理，请随导税人员到
运维区，感谢您的配合。”……四级分
导：将窗口疑难业务转到运维区处置，
合理分工，提高窗口办理效率，减少纳
税人等待时间。

下一步，崇阳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将在确保四级分导工作机制落地、落实、
落细的基础上，动足脑筋抠细节、立足实
际寻方法，不断完善导税咨询服务，增强
涉税服务措施的科学性、针对性、可行性，
切实落实好各项便民举措，努力打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税收营商环境。

崇阳坚持“四级分导”优化营商环境

提标准促销售 守传统重创新

崇阳引导小麻花产业做大做强
○ 吴荣

“众望麻花”网络图片

崇阳县白霓镇大塘村的刘细谷年
幼时不慎触电痛失双臂，他凭着自立
自强、顽强拼搏的精神，用双脚谱写着
不凡的人生。多年来，他不间断地从
事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只为帮助困难
弱势群体过上幸福生活。

在刘细谷创办的书屋墙上，记录着
刘细谷不凡的人生，他先后100多次被
全国、省、市、县授予各种荣誉称号。

为了更好地帮助困难残疾人，
2010年，刘细谷发起并成立了“崇阳
县残疾人志愿者协会”，他带领热心残
疾人志愿者，十年如一日，开展了“学
雷锋志愿助残”、“精准扶贫”、“无偿献
血”等一系列公益活动，用爱和温暖为
困难残疾人驱散阴霾，点亮希望。

家住天城镇五里界的五保户汪海
江就常年受助于刘细谷。汪海江的双
腿早年因工伤残，老伴体弱多病，一双
儿女均患有先天性精神疾病，家庭没
有任何经济来源。刘细谷得知他一家

的情况后，经常上门走访慰问，提供生
活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励。汪海江在
谈到刘细谷多年来对自己的帮助时，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刘细谷个人先后捐赠30
多万元用于扶贫助残公益事业。在他
的号召和感染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也纷纷伸出援手，为崇阳1000余名困
难残疾人家庭送去了温暖。

刘细谷最大的心愿就是加入中国
共产党，几十年来，他一直矢志不渝，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接受党组织的考
验。如今已年满56岁的他，终于在今
年7月1日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
员。

崇阳县残联理事长丁四海告诉记
者，今年疫情期间，刘细谷主动请缨，
组织残疾人志愿者，为全县困难残疾
人家庭上门送生活物资300多人次，
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他
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扶残助残的大

爱境界，值得大家学习。
在书屋，刘细谷经常给同村的村

民宣讲党的好政策，传递党的声音，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
和担当。

多年来，身残志坚的刘细谷从不

向命运低头，凭着自立自强的精神和
顽强拼搏的斗志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我将把我的后半生全部投入到为残
疾人奋斗的事业中，帮助更多的困难
残疾人一起走向富裕。”刘细谷坚定地
说道。

刘细谷：身残志坚显担当
全媒体记者 黄沚瞻 袁露

本报讯 通讯员陈国清报
道：7月14日,湖北省职业教育赋
能提质专项行动计划推进会在武
汉东湖宾馆召开。国务院、教育
部、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有关领导
出席会议，来自全省73家培训评
价组织以及湖北参与院校负责人
等参加会议。崇阳职业技术学校
作为全省唯一的中职学校在会上
作经验交流发言。

该校以题为《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介绍
了崇阳职校近年来拓展创新，
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抢抓
机遇，落实1+X证书试点工作；
进一步做好职业培训与1+X证
书工作的打算。发言结束后会
场掌声雷动。该校结合山区特
点、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技能培
训，为乡村振兴培育实用人才
的作法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高度
赞许。

崇阳职校重视实用人才培养

技能培训经验叫响全省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沚瞻
报道：为保障洪涝地区群众的身
体健康，7月14日，崇阳县疾控中
心迅速行动，深入到天城镇部分
村组，开展洪涝地区疫病预防消
毒工作。

该中心组织洪涝灾害卫生防
病工作工作专班，携带消毒防病
药品、宣传单，深入到陈河水村8
组，将消毒、防病药品发放到村民
手中，并向他们详细讲解消毒药
品的配比浓度、消杀方法和注意
事项，发放张贴了“漂白粉消毒使
用方法”、“洪涝灾害卫生防病知
识”宣传单，帮助群众迅速掌握消

杀、饮水卫生、食品卫生、环境卫
生等灾后防病知识，提高他们的
健康保护意识和防病能力。

县疾控中心消杀队员还对已
清洗的农户，挨家挨户进行消毒，
对污染的饮用水井进行了消毒处
理，指导帮助受灾群众开展消杀
防疫工作。

县疾控中心学校卫生科主
任 丁志明告诉记者，已组织2支
消杀队对洪涝灾害（地区）进行消
毒，目前已对县医院、县卫健局、
中津洲社区等地区消毒，总面积
达20万平方米，目前未发现灾后
传染病流行迹象。

县疾控中心深入洪涝地区

开展疫病预防消毒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甘
源、通讯员丁小波报道：为了让
学生顺利完成中考，崇阳县大
集中学紧急为学校教室新增
200 台空调，但电压不足又成
为学校的新问题。该县供电公
司了解到这一情况，第一时间
主动联系，上门服务，积极为学
生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学习、
考试环境。

7月 15日 11时左右，室外
气温高达35度，电力工人对大

集中学新增的两台800千伏安
的变压器，进行最后的安装调
试。

为尽早完成项目送电，该
县供电部门开辟绿色通道，从
审批、勘查、施工等环节全流程
压缩时间。原本需要 15 天完
成的项目，从报装到送电仅用
了 10 天时间。增容后的两台
800千伏安的变压器能彻底满
足全校 7000 余师生的生活学
习用电。

县供电公司开展上门服务

全力护航中考用电安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袁露报
道：近期的持续强降雨，导致崇阳
县部分地区发生内涝，给畜牧业
生产带来安全隐患。7月16日，
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各养殖场指导消毒灭源工作，
确保汛期畜牧业安全生产。

在天城镇浮溪桥养猪场，记
者看到，前期内涝的痕迹仍然清
晰可见，猪圈被水浸湿的木板、
部分受潮的猪饲料全部被转移
至干燥处，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
员正指导猪场负责人进行消毒
工作。

据了解，此次暴雨，导致部分
地势低洼地区养殖场发生内涝。
对出现内涝的养殖场，县农业农
村局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开展
上门服务，帮助解决汛期养殖难
题。

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汛期，
县农业农村局密切关注全县畜牧
业养殖动态，并派出相关的专业
技术人员深入养殖场，为养殖户
解决防疫、养殖难题，并给受灾养
殖户送上消毒液，指导他们进行
消毒灭源工作，保证汛期畜牧生
产稳定。

县农业农村局深入养殖场

指导畜牧业消毒灭源

义工协会 爱心助农
受疫情影响，崇阳县青山镇南

林村独臂老人赵新国种植的50多
亩丰水梨滞销。

7月18日，崇阳义工协会、崇
阳汉服文化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

爱心人士到果园现场采摘丰水梨
700 多斤，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
去”。

全媒体记者 张敬 实习
生 廖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