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排排机器接连传送、按压，将小小
芯片固定在支架杯子的底部；工作人员
穿着防尘服，将支架杯放到显微镜下，仔
细检测焊线……这是7月21日，笔者在
赤壁市中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看到的生
产场景。

今年3月份投产的赤壁市中亮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广东招商引资
新投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研发
和生产各类型LED光源高中低功率全
系列颜色，应用于照明、消费类电子、户
内外背光、植物生长等领域，在国内以及
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地区有稳定的订单
客户。

“从3月投产到6月，公司已经完成
营业收入2000多万元，达成了预期目
标。没有热情的赤壁人，我们企业很难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扩产问题。”该公
司总经理邓明强来赤壁后，“热情”是他
对赤壁最深刻的印象。

2020年10月，中亮光电广东江门公
司爆单，急需扩大生产线赶制订单，生产
线组建容易，没有厂房是最大的阻碍，再
建厂房则因用地等各种要素一时难落实
无法实现。

此时，得知此事的赤壁市委常委、赤
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陈水波“恰好”就到
了江门市考察电子信息产业。与中亮光
电负责人一碰头，陈水波不失时机地展
示出了赤壁市招商底牌，“赤壁有已成规
模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有成熟的电子
信息产业链，有现成的厂房，一个产业

‘一名市领导、一个牵头部门、一个工作
专班、一套协调机制、一笔专项经费、一
定五年’推进，实施‘先建后验’、全生命
周期管理……”一张张优质营商底牌正
中该公司扩产的迫切需求。

没有丝毫犹疑，中亮光电公司立即
赴赤壁考察，对赤壁市各项条件相当满
意，当即与赤壁签约，投资5亿元成立了
赤壁市中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该公司一期在赤壁高新区电
子信息产业园稳定投产运行。一期150
条生产线全部达产后年产值1.5亿元，年
税收500万，解决150余人就业。目前
正在筹建二期项目。

“不仅提供现成的厂房，我们入驻装
修、人才需求、资金运营等各方面都提供
服务和补贴，政府、部门的服务很到位。”
邓明强说。然而这场看似“偶遇”的商
机，实际上却是赤壁各类“招商局长”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必然所至。

今年，赤壁市围绕“十四五”发展规
划目标试行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服务，实行“六个一”跟踪服务机制，组

建16个由市领导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包括电子信息、电力能源、安全应
急、纺织服装、赤壁青砖茶、猕猴桃、大健
康等16项重大产业、重大项目、重大事
项的专项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推进落实。

每位市领导、每个部门主要负责人
都朝着各自领域的目标给自己加码，顶
上“招商局长”的头衔一级级“思想破
冰”，摒弃官本位思想，围绕一个共同目
标，保障招商引资项目引得进、留得住、
发展好。

维达力将总部从深圳迁入赤壁，并
带动其上下游18家配套企业落户赤壁；
500亿元华润·赤壁长江经济带乡村振

兴示范区项目，从正式签约到落地建设
只用了41天；神山兴农在新加坡上市，
成为湖北省第一家境外上市的农业公司
……

持续优良的营商环境让赤壁市招商
引资底气越来越足，近三年来，平均每年
开工建成项目221个，即平均每1.65天
建成一个项目。同时，新增规上企业80
家，高新企业增至46家。

赤壁与衢江区缔结友好城市

开启区域协同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李杰报道：7月18日，赤壁

市与浙江衢州市衢江区缔结友好城市签约仪式在衢江举
行，两地携手开启区域协同合作发展新篇章。

根据框架协议，两地将建立互访互学制度，搭建合作
交流平台，加强两地经贸合作。衢江区文广旅体局与赤
壁市文旅局签署两地旅游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旅游产品
互推、旅游信息化共享、旅游企业合作的协同发展机制，
力争每年互送游客5万人次以上，共同投资建设“三国赤
壁九宫格民宿区”“衢江区春泉庄康养酒店”。衢江区茶
产业协会与赤壁市茶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总
投资5亿元在对方所在地建设合资企业。

据了解，此次两地缔结友好城市基于湖北省与上海、
浙江签订的干部人才交流培养协议，首批干部赴沪、浙跟
班学习。在三个月的跟班学习中，赤壁市委副书记、市长
董方平认真学习借鉴衢江区的先进理念、发展思路、务实
作风，多次组织赤壁党政代表团到衢江学实招、取真经，
与衢江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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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精心·恒心
——看赤壁如何提升招商引资质效

○ 通讯员 吕蓉

赤壁早稻
增产丰收

又到早稻成熟季，赤壁 9.3 万亩早稻
开镰收割。

7月15日，在柳山湖镇腊里山村1000
亩双季稻示范片田中，收割机来回收割早
稻，卸载到大卡车上。

今年，该市早稻种植规划面积 9.2 万
亩，实际完成种植面积9.3万亩，预计今年
早稻亩产359公斤，总产3.34万吨。

通讯员 吕蓉 肖天胜 摄

赤壁政协“协商在一线”

保护利用好本土红色资源
本报讯 通讯员魏保东报道：7月16日，赤壁市政协

“协商在一线”在羊楼洞召开羊楼洞烈士陵园创建国家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示范烈士陵园专题协商现场会。

羊楼洞烈士陵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内三处烈士集
中安葬地之一，今年4、5月份在央视《焦点访谈》和《道德
观察（日播版）》进行了专题报道，高峰期来此祭扫、参观
的群众日流量达3000人次以上，累积在此接受红色教育
人数超过20万人（次），羊楼洞烈士陵园已成为了赤壁市
对外交流的红色名片。

2018年，羊楼洞烈士陵园被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入选“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这些“身
份”是赤壁市本土红色资源的代表，也是赤壁市保护利用
好红色资源最为关心的一件大事。

协商会展示了羊楼洞烈士陵园提档升级改造规划
图，对羊楼洞烈士墓群概况、提案办理进度、创建标准及
优劣势等进行了说明。与会人员围绕将羊楼洞烈士陵园
创建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示范烈士陵园实
事求是谈问题、积极发言提建议，协商讨论氛围热烈。

赤壁退役军人事务局

开展烈士纪念设施校核
本报讯 通讯员肖忠红报道：连日来，赤壁市开展烈

士纪念设施校核工作，切实摸清烈士纪念设施基本情况，
实现烈士纪念设施数据信息动态化、精细化管理。各乡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和村干部冒着高温酷暑对分布在山岭
的烈士墓进行拍照定位等核实工作。

7月14日，官塘驿镇随阳村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人
徐稳平，在密不透风的葛仙山丛林中找到了一处零散烈
士纪念碑，碑头断了一块，徐稳平边擦汗边扶正碑头，突
然一窝马蜂窜了出来把他蛰伤，他强忍疼痛和镇退役军
人服务站站长葛海螺对纪念碑进行拍照、定位，并对墓碑
进行详细登记。

余家桥乡有70多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定位核实时
间紧任务重，乡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方楚良每天带上干
粮和水，早晨六点就钻山窜岭寻找一座座烈士墓进行校
核。每找到一座墓碑，他都要修剪树枝、清扫墓碑，保证
墓碑庄严肃穆，晚上将数据录入系统。家人看到被山上
蚊子咬得大包小包的楚良，又心疼又为他的努力付出感
到荣光。

赤壁税务开展法制业务培训

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本报讯 通讯员张国银、朱梦和报道：日前，赤壁市

税务局组织开展法制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税务干部的
法律知识水平，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提升税务执法精确
度，适应税收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培训中，法制部门的业务骨干重点解读了税收保全
与强制执行措施相关法律条文，并结合具体案例介绍了
税收强制执行流程及文书填写应注意的事项和要求，详细
讲解了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中的相关业务知识，对新法
中一些新的标准、新的期限、新的要求作了说明解释。

“法制业务培训是提高干部职工税务执法水平的有
效手段，既能让税务干部知法、懂法，会用法，也能更好地
保护纳税人缴费人的合法权益。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对
执法行为的法制审核，避免出现错判错惩的行为。”赤壁
市税务局法制股负责人何斐表示。

赤壁中医医院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为弘扬新时代中医人

的奉献精神，践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7月20日，赤壁中
医医院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积极倡导无偿
献血健康文明新风尚。

上午8点30分，在赤壁中医医院门诊大楼前，献血者
们不畏酷暑，早早前来排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
格献血流程，献完血后又匆匆返回各自工作岗位，来往群
众看到医务人员都在踊跃献血，也积极加入到献血队伍。

据悉，此次献血该医院共有50余人报名，30多人检
测合格，成功献血。参与此次献血的付德元、吴忠廉多年
来各自累计献血十余次，总量已达数千毫升；还有不少基
层一线医护人员，在自己献血的同时，积极动员家属前来
献血，大家纷纷用实际行动诠释出医务人员勇于奉献、救
死扶伤的崇高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袁俊报道：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近年
来，武汉工程大学驻赤壁镇太平口村工作
队深入开展扶贫帮困工作，通过深入调
研，不断尝试，成功帮助该村探索出了一
条种植哈密瓜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有力
推动了乡村振兴。

近日，笔者在赤壁镇太平口村哈密瓜
种植园里看到，哈密瓜长势喜人，武汉工
程大学驻村工作队工作人员正在与老板
彭庆明就扩大种植园规模，壮大哈密瓜产
业进行商谈。

谈到该村产业发展，其实并非一帆风

顺，而是在摸索着前行。武汉工程大学驻
赤壁镇太平口村工作队队员李仕琦说：

“2017年他们开始发展香菇种植，到2018
年仍旧没有一点起色，香菇之路行不通。”

2019年，驻村工作队依托自身优势，
结合太平口村地域特色，决定试种哈密瓜。

事有凑巧，这时，在外漂泊多年的彭
庆明想回乡发展，正愁门路。听说村里需
要找人试种，彭庆明赶快报名。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驻村工作队的帮
助和彭庆明的努力下，当年，哈密瓜的产
量、品质都达到了预期。

试验成功，2020年彭庆明决定大面

积种植。同时，太平口村两委和驻村工作
队还积极争取相关政策，在土地流转、资
金申请、基地管理等方面给予了彭庆明大
力支持。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帮扶下，彭庆
明的哈密瓜种植园很快走上了正轨，建起
了20亩哈密瓜种植基地，年产值达40余
万元。今年，彭庆明的种植基地又增加了
几十亩，预计年产值可达到144万元，还
能解决村里30余人的就近务工问题。

哈密瓜种植是驻村工作队帮扶太平
口村的一个缩影，自2015年武汉工程大
学派出工作队驻村帮扶太平口村以来，累

计投入帮扶资金1000多万元，助力该村
脱贫致富，得到了该村干群的广泛赞誉。

“工作队来我们太平口村后，给我们
办了很多实事、好事，老百姓都非常感
激。哈密瓜种植基地这两年也发展得比
较迅速，老百姓也是非常满意，生活水平
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说起武汉工程大
学驻村工作队，太平口村后备干部陈红雨
由衷的感激。

太平口村村民收入在持续增长，农村
基础设施条件在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水平
在稳步提升。在产业支撑下，太平口村已
经走上振兴之路！

太平口村：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