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苗大棚
春意浓

2 月 16 日，咸安区双溪桥镇三桥
村，大棚内苗床上的辣椒苗破土而出，
长势喜人。

去年，该村从宜昌长阳引进有着
20年蔬菜种植经验的陈建锋，流转170
亩地规模化种植蔬菜。今春苗床孕育
的 18 万株辣椒苗半个月后将移栽，预
计清明节前后可上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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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新春，全市党员干部纷纷开展“遍访企
业解难题”活动，听取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帮
助企业协调解决相关困难和问题。

“遍访企业解难题”活动是市委、市政府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营商环境是发
展经济的“先手棋”、招商引资的“强磁场”、释放
活力的“稳定器”，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
空气，须臾不能缺少。

记者在企业采访，总能听到关于优化营商
环境的话题，企业无论大小，都期盼有更好的营
商环境，让自己轻装前行、加速奔跑。

营商环境有多重要？世界银行发布的一项
报告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投资率增长
0.3%，GDP增长率增加0.36%。

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曾说过：“一个经济
体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变数，其中往往被忽视的
是那些方便企业和营商的细节。”事实也证明，
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经济活力
的大小、招商引资的多寡，最终对企业发展、财
税收入、社会就业等产生重要影响。

拿咸宁来说，近年来，我市党委政府和相关
职能部门积极当好“无事不扰、有呼必应、应必
有果、果必满意”的“店小二”，全市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吸引了一批企业来到咸宁、留在咸宁。

营商环境就是口碑,口碑就是竞争力。惟
有做好“加减乘除”法，以优化营商环境解放生
产力、提高竞争力，才能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
人民群众增便利。

简政放权做“减法”，就是要做到以企业和
群众办事体验为导向，坚持大力推进减事项、减
时限、减材料、减跑动，全方位提能增效。要把
该放的权彻底放出去，把该减的事项坚决减下
来，把该清的障碍加快清除掉，持续为市场主体
松绑、铺路。要继续推行“一把手走流程”，围绕
企业群众高频办事场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对
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进行业务集成、流程再
造。要全面推行“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事联
办、跨省通办”，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路”，变
政府部门“端菜”为企业和群众“点菜”。

监督管理做“加法”，就是要做到坚持放管
结合并重，通过不断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营造宽
松的市场准入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对“监管
者”的监督，加快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
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
等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强化市场监管，破除
凡事都要“打招呼”“找熟人”的陋习，营造公平
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优化服务做“乘法”，就是要做到坚持以市场评价为第一评价、
企业感受为第一感受、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
件事”扩面、提质、做实。要坚持便民利企的原则，着眼人民群众所
需所盼，努力增强服务意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打造“一个窗口、一
网通办”，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办事。

解决问题做“除法”，就是要做到面对各类营商环境问题，无论
涉及企业、问题大小，都认真对待，接诉即办。要当好服务基层、服
务企业的“店小二”，做问题的终结者。围绕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瓶颈制约，重点攻坚，逐个击
破，切实解决影响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要
紧紧抓住问题，不断提升服务精度、速度、温度，让广大市场主体甩
开包袱迈大步。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咸宁，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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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次获评“国家卫生城市”——

咸宁为什么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2月8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通
报，咸宁市被重新确认为国家卫生城
市，这是我市连续三次获得这块国字号
金字招牌。

2015年3月24日，咸宁成功摘得
“国家卫生城市”桂冠。按照规定，全国
爱卫办对国家卫生城市实行动态管理，
命名后每三年复审一次。2017 年、
2021年顺利通过第一轮、第二轮复审，
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作为城市卫生工作的最高荣誉，国
家卫生城市称号获得一次已是不易。
如今勇夺“三连冠”，咸宁是怎么做到
的？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落实“四个一”要求——
打好专项整治攻坚战

新春伊始，走进咸安区宏大农贸市
场，地面干净，环境整洁，看不见污水闻
不到异味，整个环境清新明亮；蔬菜、水
果、生鲜、禽肉、水产等功能区种类齐
全、划分合理，经营规范秩序井然。

“宏大市场改造升级后，食材新鲜、
干净卫生、停车方便、设施齐全，在这里
买菜，放心安心又舒心！”永安街道办事
处南山社区居民谢女士，买完菜后开心
地说。

颜值与气质双提升的宏大农贸市
场，成为优质农产品集采中心、生活物
资配送中心，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杨下农贸市场、璟湖世纪城农贸市

场、亿丰农贸市场、华信农贸批发市场、
温泉中心菜市场、三号桥等菜市场……
目前，中心城区12家农贸市场均已改
造完成并投用。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是我市落实
“一人一片，一天一事，一鼓作气，一以
贯之”“四个一”要求，打好专项整治攻
坚战的缩影。

2020年7月3日，我市召开国家卫生
城市第二轮复审动员会，吹响向着国家卫
生城市“三连冠”进军的号角。

针对“十乱”现象，背街小巷、城中
村、城乡结合部脏乱差，“三小店”食品
安全，“五小”行业乱象，城市水体、河
道、铁(公)路沿线脏乱等薄弱环节和重

难点问题，我市重拳出击，明察和暗访
结合，查原因，定措施，抓整改。

一个又一个详细制度制定，一个又
一个行动方案出炉，一个又一个具体办
法亮相，一项又一项明细分工落实。

是否亮证经营？制度有未上墙？
卫生达没达标？……2021年，我市用
定期督查加不定期暗访方式，下达卫生
监督意见书437份，规范城区574家

“五小”行业。
一周一督办、一周一通报、一周一

整改……“五小”行业实现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制度上墙率达到100%、持卫生
许可证率100%、持有效健康证明达
100%、室内禁烟标识张贴达100%。

一项项任务分解落地，一套套方案
接连出台，一次次督导马不停蹄……我
市把打好专项整治攻坚战的过程，作为
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过程。

2200余家小餐饮提档升级、13条
背街小巷华丽转身、新增停车位6000
个、清运垃圾5100余吨、清除淦河沿线
违规菜地约8900平方米……这些数字
背后，是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幸福。

齐心共绘“同心圆”——
打好全民参与大会战

2月6日夜间至7日上午，咸宁市
普降大雪，城区平均积雪深度10厘米
左右，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

全市上下迅速行动。市委书记孟
祥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杨军走上街头，
带头除雪洁城；党员干部纷纷穿上红马
甲，拿起工具埋头奋战；市民群众化身
志愿者，加入扫雪除冰队伍。

干群合力、全民参与，带来安全、畅
通、整洁的出行和生活环境。一场暴
雪，照亮300万咸宁人可贵的公德意识
和公共精神。

在向“三连冠”进军的过程中，我市
“关键少数”带头、充分发动群众，市民
“主人翁”意识不断提升。

从机关到单位，从厂矿到企业，从
大街到小巷，从学校到社区，每一个党
员、每一名市民，都在投身其中，每一个
角落、每一处墙隅，都在弥漫着“固卫”
的浓厚氛围。 （下转第五版）

室外风雨交加，室内温暖
如春。2月17日下午，走进市
区书台街九重锦小区业主魏宾
的家，20℃左右的室温，让人顿
时感到暖意融融，身心舒适。

“我是小区里第一个全款
报装集中供暖的用户，生活在
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品质大幅
提高，花费也比传统取暖方式
少一些。”谈起集中供暖带来的
好处，魏宾笑容满面。

“冬季集中供暖是北方居
民抵御严寒的生活常态，却是
我们艳羡多年的向往。”魏宾告
诉记者，因工作需要，他以前经
常到北方出差，非常羡慕当地
的冬季集中供暖。2021年初，
得知小区可以申报安装集中供
暖，他非常高兴，立即就全款报
装。经过一年左右的等待，今
年1月底，小区正式开始供暖。
正月初八正式搬进新家后，他
和家人第一时间享受到了如春
般的温暖，强烈的幸福感油然
而生。

咸宁中燃热力有限公司总
经理莫俊杰告诉记者，中国燃
气提出的“中燃暖居工程”，主

要是通过因地制宜建设能源站，
精准输送和分配热量，满足百姓
经济舒适的冬季采暖需求。

去年，该公司在九重锦小
区开展集中供暖试点，今年1月
27日下午6时，小区热源站正
式点火运行，目前已有10余户
业主正式开通了集中供暖，九
重锦小区也成为咸宁首个采用
冬季集中供暖的小区。

据介绍，九重锦小区暖居
工程建设历时1年时间，庭院立
管共铺设3821米，可以覆盖整
个小区。供能设备采取燃气撬
装锅炉，通过庭院、楼栋保温管
输送热水至每家用户，户内采
取地暖的方式进行散热供暖，
供暖温度不低于18 2℃。

“下一步，我们将致力提升
服务水平，保质保量的完成后
期的入户调试工作，通过暖居
工程让每家每户都拥有一个温
暖舒适的冬天，让整个城市更
有温度、更有品质。”莫俊杰说。

暖居工程暖人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镇强

+-

2月14日，本报头版刊发了长篇通
讯《退休干部夏汉生和他的“红课桌”》，
讲述了原咸宁地区行署副专员夏汉生
同志初心永不忘，始终关心党的事业，
把理论学习作为毕生追求，退休不褪
色，持续发光发热的感人事迹。

先进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身边
的榜样最可亲、最可敬、也最可学。我
们要向夏汉生同志学什么？

学习夏汉生同志忠于党、忠于国
家的赤子之心。在职期间，夏汉生同
志勤政为民，克己奉公。退休后，依旧
心系党的事业，坚持学习、发挥余热。
他始终把党恩铭记心中，坚定对党的
绝对忠诚，尽己所能回报党和国家。
所谓赤子之心，就是一种纯洁无瑕、简
单质朴的精神状态。当前，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我们党员干部要不断修炼

自己，提升自身修养，始终不忘初心、
坚守本心，切实做到永葆赤子之心，对
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践行“深实
严细久”工作标准和“五到四从四多”
工作方法，下苦功夫、用笨办法、做长
打算，把工作效能、效率、效果提升起
来，让忠诚、干净、担当、实干成为咸宁
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旋律，倾尽全力做
好本职工作，不留遗憾不留空白，创造
更大的业绩。

学习夏汉生同志活到老、学到老
的人生态度。夏汉生同志把学习作为
一种党性的要求、人生的追求，不论严
寒酷暑，坚持看书、读报、上网，学文
件、学理论，他记下的数十万字“红笔
记”正是对活到老、学到老的生动诠
释。活到老学到老，是最好的人生态

度。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
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
色。我们党员干部要修炼好理论学习
这门“终身课题”，自觉做到把学习当
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
精神追求，把对党的事业的无限热爱、
对理论的坚定信仰、对知识的不倦追
求，转化为学而不厌的动力，努力养成
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的良好习惯。要
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深入
学、持久学、终身学，真正做到活到老、
学到老、改造到老。

学习夏汉生同志服务群众、乐于
奉献的政治本色。夏汉生同志从原咸
宁地区领导岗位退下后，仍时刻保持
着“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的党员
本色，继续发光发热，践行着一位共产
党员的初心使命。他不顾年迈体弱，

坚持到基层单位、到群众中开展理论
宣讲，以深厚的理论功底教育、影响身
边的人增进对党的认识和理解，自觉
接受党的领导，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
走，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党员
干部要服务群众、甘于奉献是共产党
人特有的政治本色。站在新的起点，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我们更
要汲取这种精神养料，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信念融入日常工作
中，融入到加快建设“特色产业增长
极、转型发展示范区、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的生动实践中。

全市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以夏汉
生同志为榜样，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出
一份力，用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执笔：朱哲）

（相关报道详见今日六版）

向夏汉生同志学什么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