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研组深入赤壁市
金紫山林场、茶庵岭镇金峰村、官塘驿镇等地，实
地察看森林资源保护、森林防火系统建设和林业
特色产业，充分肯定了该市绿色发展取得的成绩。

荣获国家林业主管部门的表扬，赤壁市走上
了怎样的绿色发展之路？

近年来，该市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长江岸线
赤壁段、陆水河两岸植绿复绿、精准灭荒为重点，
坚定不移增绿量，让山绿起来；注重景观效果，让
城乡美起来；强化机制保障，让绿植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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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播报事
市西凉湖综合管理执法局

联合执法打击非法捕捞
本报讯 记者张欢报道：9月25日晚，市西凉湖综合

管理执法局会同咸安森林公安联合执法，在西凉湖赤壁水
域现场抓获非法捕捞人员2名。

9月以来，我市水产品交易进入高峰期。为有效打击
非法捕捞行为，减少污染水体事件发生，西凉湖综合管理
执法局对所辖水域开展渔政执法巡查。连日来，执法人员
对西凉湖主要区域进行日夜巡查，全天24小时无间断打击
各类非法捕捞行为，保持执法高压态势。

行动中，多部门联合执法6次，夜间巡湖26次，累计收
缴丝网196条，地笼31个，“三无”船只7条，鱼竿6根，驱赶
钓鱼人员35人，移交公安机关2人，关电打鱼设备1台套。
同时，结合禁捕法律法规宣传，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有
效打击非法捕捞嚣张气焰。

近年来，市西凉湖综合管理执法局对生态环境保护高
度重视，对辖区内水域开展常态化禁捕巡查防控，多次与
公安机关、农业农村部门、辖区乡镇政府联动，鼓励群众举
报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破坏渔业生态环境的非
法捕捞行为，有效保护天然水域渔业资源。

一线永坚守

近日，在陆水湖核心饮用水区域，陆水湖风
景区管委会的巡逻船正在对一起非法钓鱼的违
规者进行处理，只见垂钓者使用多竿钓鱼，并往
湖水里大量抛洒各种浓度的鱼饲料，对水质造成
了污染。

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制止，对其批评教育，宣
讲了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收了违规渔具。

陆水湖水域面积57平方公里，蓄水量7.2亿
立方米，是赤壁市城区近30万市民的“大水缸”，
其环境保护及治理情况备受广大市民关注。

前不久，赤壁市环保部门邀请市民代表实地
查看水域污染源情况和生活垃圾处置情况，以及
渔政部门、环保部门执法及陆水湖清漂保洁日常
作业情况，了解陆水湖饮用水源地保护及水质现
状。志愿者们边走边听，边看边拍，切身感受赤
壁市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保障“大水缸”安全
而作出的各种努力。

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将观察到的一些环保
问题和建议汇总呈交给当地环保部门，以期待更
好地保护“母亲河”。

据悉，赤壁市连续几年将保护陆水湖列为政
府十件民生实事之首，先后组织召开陆水湖环境

综合整治协调督办会30余次。
同时，组织渔政、环保、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

开展综合整治行动10多次，依法对陆水湖周边
12家餐馆实行关闭；共取缔了陆水湖内挖沙船6
艘，运沙船12艘，淘汰快艇等水上游乐船只30
余艘。

一系列举措，使陆水湖水质逐步改善，恢复
到地表水二类水质标准。

陆水湖的蝶变，是赤壁坚守生态红线，呵护
碧水蓝天的生动体现。

近几年来，赤壁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经
济的同时，强力推进“蓝天、碧水、净土”工程，扎
实开展长江大保护行动，实行“三禁三治”，治理

“三非三水”。
目前，长江复绿面积超过3600亩。

热点聚焦

近日，驱车行走在赤壁市的各个主干道，细
心的市民会发现，各色各样的绿色植物，布满了
街头中间隔离带：有鲜花、有绿叶、有鲜草等。现
场还时不时地有工人按照标准进行打理。

在繁华的河北大道，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忙
着精心打理隔离护栏中间花箱内开得正艳的月
季花，将两侧花栏内的枯枝、萎叶、杂草清理干净
后，更换成有利于绿化又具观赏性的太阳花，最
后清扫掉落的泥土和枝叶，整个过程流畅有序。
太阳花的小巧精致和月季花的妩媚多姿交相辉
映，让盛夏的河北大道靓丽得光彩夺目。

据介绍，河北大道更换花卉全线共有1237
档，每档48盆，更换成太阳花共59376盆。通过
花色的合理搭配，使炎炎烈日下的城区充满清爽
靓丽的色彩，给市民带来持续的视觉享受，营造
了良好的市容环境，提升赤壁城市形象和魅力。

近年来，随着赤壁市城区环境美化要求的不
断提高，市建工集团越来越多的将花箱作为城市
道路的隔离护栏，在合理利用空间，增加城市绿
化面积，美化城市环境的同时，还具有很好的道

路隔离作用，将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通道分
隔得更加醒目，维护了道路畅通，保障了交通安
全。

陆水河贯穿赤壁主城区，是赤壁市复绿工作
的主战场之一，赤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每年
初都会开展一次全面复绿工作。

今年3月份，赤壁市各级领导牵头，各部门、
各乡镇联合行动，开展了系列植树造林绿化活
动。

今年的义务植树活动在陆水河流域蒲圻办
事处金潭村举行，赤壁市相关领导和市直单位干
部群众500余人参加。据统计，此次活动陆续共
栽植各种果树及花卉 20000余株。

近年来，赤壁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每年抢抓春季好时机，积
极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今年，全市已完成精准灭
荒6000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4.22%。下一
步，赤壁市将进一步强化管护责任体系，落实好
造林地的后期管理，扎实推进全域复绿取得新成
效。

“如今我们村到处都是‘绿色经济’，西瓜、葡
萄、绿植盆栽，大片大片的绿植不光养眼还赚
钱。”近日，赤壁镇东柳村村民吴小珍对村庄绿化
感到欣喜。

房前有果、屋后有林、四季有景，这是美丽东
柳的真实写照。近年来，“绿色经济”稳步推进，
西瓜种植新增800余亩，葡萄新增300余亩，为
老百姓房前屋后种植果树，村道、水渠两边绿植
提档升级，共计新增各类绿植1万余棵。

去年以来，赤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围绕
“产业强、生态美”两条主线，加快美丽乡村建
设。

该市全面实施“清洁家园”行动，对所有村的
村边、路边、水边进行净化、绿化、美化、香化，村
村建立完善的垃圾长效管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
农村脏乱差问题。今年村庄绿化造林面积

15530亩，完成绿化村庄50个。
同时，引导支持各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

产业，推进乡镇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打造一批宜
居宜业的“美而富”新村。

中伙铺镇董家岭村采用“公司+基地+家庭
农场+农户”的运作模式，引进6个家庭茶场合
资，村级以土地入股，共同建设娘娘山万亩生态
茶园。

赵李桥镇与湖南临湘市联合打造“十里竹木
走廊”，引进竹木经营加工户116家，形成特色产
业链。

黄盖湖、沧湖、神山、柳山湖等乡镇利用湖泊
资源，发展莲藕种植和加工，莲藕种植基地6万
余亩，年产莲藕20多万吨。

如今，在赤壁乡村，一步一景，处处都是美丽
新画卷。

一路一树一景观
——赤壁市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的背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但唐静

嘉鱼县高铁岭镇

推进林长制共建生态镇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嘉鱼县高铁岭镇始终把林长制作
为推动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
措，坚持四个到位，做实林长制工作，共建天蓝、地绿、水清
的生态宜居之地。

责任落实到位。成立以党委书记为总林长的林长制
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同步建立起林长制信息公开、部
门协作、督查考核等制度。在各村显眼位置树立了11块林
长制责任公示牌，细化示范林责任区，不定期邀请林业专
业人员对镇村林长及两员进行培训。

督导检查到位。常态化开展林长制督导检查工作，指
导各村安排部署森林防火工作。同时，将林长制工作完成
情况纳入考核内容，予以效能考评。截至目前，镇村两级
林长累计巡林达270人次，开展督导检查9次，发现并督促
整改森林防火隐患问题3个。

群防群控到位。累计发放宣传单3000余份，引导群
众参与护林行动，共同缔造绿色家园。结合新冠疫情防
控，对人员进行扫码登记、数据可追溯，实现了全镇范围内
山山有人看、林林有人护、片片有人管，做到常态化防疫、
防火两不误。

绿色发展到位。以林长制为引领，坚持生态保护和绿
色发展并重。持续开展绿满高铁行动，累计植树造林2054
亩。大力发展林果产业，全镇林果总面积达8000余亩，品
种涵盖桃、李、脐橙、香柚、蓝莓、杨梅、枇杷等多种水果，正
深入拓展全林果产业链，打造绿色产业。

咸安区浮山街道办事处

垃圾分类宣讲进社区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为积极响应“文明健康 绿

色环保”号召，深化新时代文明单位创建。9月22日，咸安
区浮山街道办事处联合湖北启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下设
的垃圾分类宣讲团，组织开展“垃圾分类进机关 共倡环保
新风尚”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中，一块块宣传牌前，湖北启宁城市服务有限公
司垃圾分类宣讲团志愿者们详细讲解了垃圾分类的基础
知识，介绍了咸宁市垃圾分类试点模式及日常工作开展、
垃圾分类后怎么处理，并做了垃圾分类的成果展示。

宣讲结束后，活动宣传组组织浮山街道全体机关干
部、浮山街道16个社区垃圾分类负责人体验垃圾分类模拟
投放的游戏，并发放宣传资料和纪念品。

浮山街道办事处机关工作人员自愿加入我市垃圾分
类宣传组，他们纷纷表示，这样面对面的宣传活动，宣传效
果更好，让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咸宁这么多年来推进垃圾
分类试点工作的艰辛和得来成果的不易。“每个人都应该
为我市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出一份力。”

浮山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旨在增强
党员干部绿色环保意识，带动全体干部养成垃圾分类的良
好习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按照“在家分好类，定时
拎下楼，定点分类投”的原则，通过“党建+文明创建”机制，
共同缔造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嘉鱼农商行多项措施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 通讯员陈刚、杨惠春报道：今

年以来，嘉鱼农商行先后向湖北嘉珍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等27家涉农企业发放借新还旧
贷款27笔，金额1.34亿元；向湖北山树风科
技建材有限公司等86家企业发放无还本续
贷贷款68笔，金额4.16亿元。

据了解，为进一步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
解难，营造良好的银企营商环境。嘉鱼农商
行认真落实人行和银保监部门各项支企普
惠政策，采取多项措施，为中小微企业解决
资金困难，推动企业稳步有序发展。一方面
实施延期还贷续贷政策。该行全面对接和
服务辖内中小微企业，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和
实际困难，一企一策制定扶持措施，将金融
服务送上门；对目前资金困难企业，常态化
推进优惠政策和专项产品，对生产经营正
常、无逾期欠息的企业到期贷款，通过展期、
无还本续贷、变更还款计划、征信保护等措
施实现企业融资周转“无缝对接”，持续为中

小微企业输入“金融活血”。一方面实施主
动让利政策。对企业贷款利率由原6.16%
下降至5.67%，最大限度地减小企业融资成
本；对经营特别困难企业贷款，按照“应免尽
免、能让尽让”的原则，通过减缓收企业贷款
利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支持企业维持正
常的生产经营。

同时，该行认真贯彻落实《商业银行服
务价格管理办法》，严格执行“七不准”“四公
开”要求，对中小微企业各项服务收费进一
步实施一系列减费让利政策，加大落实优惠
力度，缓解企业财务支出和流动性资金压
力。

截至8月底，该行当年向企业存量到期
贷款办理借新还旧、延期还贷等755笔，金
额14.43亿元，为企业降低贷款利率减少利
息支出2200余万元，为企业减免相关费用
214万元，为企业节约“过桥”融资成本200
万元，惠及企业400余家。

嘉鱼农商行深入开展反假币主题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张京安报道：为深入推
进“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
普及人民币知识，提升人民群众防假、反假意
识，提高社会公众识假、辨假的技能，保障人
民群众的财产安全，9月份以来，嘉鱼农商行
持续开展了以“杜绝假币 共建和谐”为主题的
反假币主题宣传月活动。

——走进校园。该行高铁支行员工深入
高铁镇中学，来到七年级三班的课堂上，带着

“假币如何识别？误收了假币该怎么办？残
缺人民币如何兑换？”等问题，为同学们奉献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民币知识专题讲座。宣

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学生们亲切互
动，普及人民币知识，教他们如何识别假币，
遇到残缺的假币该如何兑换，解答学生们的
疑问。人民币知识讲座气氛生动有趣，学生
们基本上掌握了人民币防伪知识。

——走进农村。该行运营服务部与官桥
支行联合来到官桥镇舒桥惠农金融服务站开
展宣传。针对年轻人外出务工、乡村老年人
居多的情况，宣讲人员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

“一转二摸三透光”来识别新版人民币，强调
出了安全线的人民币也是假币，并提示老人
收到假币及时交到金融机构，引导老年人正
确处理误收的假币，切实提升老年人反假、识
假、辨假能力。舒桥镇方奶奶经常将家里吃
不完的菜拿到附近集市上卖，她拉着我们说：

“我不喜欢用手机收钱，还是现金方便些，就
是担心收到假钱，感谢你们让我学会了怎么
认假钱啊！”

——走进社区。该行运营服务部、东门
支行、二乔支行联合下沉三湖社区开展宣
传。工作人员在现场悬挂了印有“杜绝假币
共建和谐”的横幅，布置展板、海报，为社区居
民详细讲解了现行流通人民币防伪特征，教
他们辨识真假币的方法，普及有关惩治假币

违法犯罪的法律法规等，还向居民发放了“第
五套新版人民币知识”宣传手册和“虚拟代币
防范”“整治拒收现金”宣传折页100余份。
通过宣传，在场的居民对人民币的防伪点有
了直观的认识，识别假币的能力得到了增强，
维护了人民币的良好形象。

——走进商圈。该行茶庵支行与方庄支
行在永联超市门前、鱼岳支行与文庙山支行
深入走访周边商铺进行宣传。通过设置咨询
台，摆放宣传折页，以多种形式向商户普及反
假币知识，宣讲员讲解人民币票面防伪特征，
通过“一看、二摸、三听、四对照”的方法教小
微商户和群众如何识别假币，并讲解如何兑
换残缺、污损人民币，以及假币犯罪的主要特
征、惯用手段、防范措施等，让大家更加深入
了解反假货币知识，提高防假辨假能力。

据悉，本次主题宣传月活动该行共组织
有反假货币和从业经验的宣传人员110余人
次，深入全县20多个行政村，开展了19场反
假货币知识专题宣传，向群众散发各种宣传
资料2000余份，张贴横幅标语17幅，使更多
的群众了解和掌握了人民币的基本常识和相
关法律知识，不让假币危害社会和人民，为净
化流通中的人民币贡献了农商力量。

一村一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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