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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全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调研座谈会上，咸宁创新建立的“三
三六”消费维权工作机制获全省推介。

据介绍，去年以来，我市驾好消费
维权、示范引领、消费教育“三驾马车”，
全年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22650件，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097.65万元。

力推“三个模式”，打造维权“效率
咸宁”——

主推“城区消费纠纷一体化统一
处置模式”试点。设立消费纠纷和解
室、消费维权工作室、消费纠纷人民调
解室、消费纠纷裁解室、消费维权执法
室等“五室”，集中开展消费维权工作。

助推“社会共治司法调解模式”。
成立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采取
司法入驻、调解奖补、司法主导的方式
开展纠纷调解。2023年，全市共成立
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7个，调解消
费纠纷1252件，其中，司法确认12件。

创新“‘局所合一’联动调解模
式”。注重专业引导，发挥多业务指
导、多方式促进、多层次服务的联动共

治作用，推行“科队合一、局所合一”的
执法、维权贯通机制，提升调解效率。
2023年，全市转置案件线索280件，立
案90件。

强化“三个引领”，建设消保“示范
咸宁”——

立足新农村建设，强化“田园消
费”引领。依托农村便民服务中心推
进基层维权网络建设，把乡村消费维
权服务站和食品快检室建在便民服务
中心，使之成为消费知识的宣传站、诚
信经营的监督站、政府和群众的联络
站、消费权益的保护站。我市已建立
崇阳大市村、通城陈塅村两个“田园消
费”示范村，其中，大市村被评为2023
年度“省级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

立足社会管理，强化“街区消费”
引领。开展引导商户变身承诺户、街
区工作者变身调解者、步行街变身宣
传街等活动，打造“街区消费”示范。
嘉鱼县鱼岳镇樱花路街区被评为2023
年度“省级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

立足主体责任，强化“企业消费”

引领。倡导企业发挥主体责任，把消
费示范教育作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有
效举措。湖北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建立茶产品展示馆、砖茶
参观通道、奶茶制作智能体验厅等，让
消费者近距离参观制茶流程，提升消
费体验品质，同时创办了茶工业研学
项目，让学生们走进茶园和教育基地，
升级消费场景。

深化“六进工程”，培育维权“平安
咸宁”——

坚持“六进”与党建同步。即食
品、药品、特种设备、企业开办、知识产
权、消费维权等六项市场监管工作，进
机关、社区、乡村、校园、企业、家庭等六
个领域开展宣传活动。万达广场、同惠
广场作为红色商圈积极参与市市场监
管局组织的食品药品安全、电梯困人应
急救援演练等宣传活动10余次；市市
场监管局联合个私协会对外卖行业驾
驶员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及消费维权的
法律培训，参与培训360余人次。

坚持“六进”与社区建设同步。在南

昌路社区、万年路社区、滨河社区建立市
场监管文化长廊及户外宣传栏，对法律法
规进行宣传，提高社区居民的科学理性、
绿色消费及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坚持“六进”与法治建设同步。我
市以宣传周、活动月、“3.15”等节点为
契机，开展现场普法、知识讲座等活动
30余次。同时通过“法治热线”栏目，
对典型案例进行讲解分析，线上为市
民答疑解惑，让广大市民能在多个时
期、多个场景感受到消费法规、消费知
识、消费能力的提升。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创
新建立消费维权工作机制，全力保障
群众消费维权，不断优化消费环境，让
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乐享高品质消
费，才能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为推动咸宁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作贡献。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咸宁实践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郭蓉、通讯员
刘治国报道：今年6月5日是第
53个世界环境日，我国环境日
主题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当天上午，我市在十六潭
公园举办2024年“6·5”世界环
境日宣传活动，现场开展环保志
愿服务公益宣传交流和生态环
境保护普法宣传。

“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我
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
市民朋友关注环境问题、积极参
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列中
来。”“美好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

护，保护环境从小事做起。”在
活动现场，来自湖北科技学院
绿舟环保协会、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月亮湾环保协会等环保组
织的志愿者纷纷表示，要以实
际行动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的普及。

此次活动由市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城环
委、省生态环境厅咸宁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
会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促进全
社会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共
促绿色崛起，共享绿色未来。

我市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共促绿色崛起 共享绿色未来

6月2日，在咸安区刘家桥景区，一湾碧水映古屋，一架水车摇历史，游客们正沉浸其中，尽享周末美好时光。
刘家桥村地处咸安区桂花镇西端，始建于明代崇祯三年，是我市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具有明清风格的民居群。

近年来，该村每年接待游客100万余人次，先后获评“湖北旅游名村”“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首届荆楚十大最
美乡村”等荣誉称号。 记者 张仰强 摄

古桥流水人家古桥流水人家

我市创立“三三六”维权新机制
本报记者 焦姣 通讯员 黄泽中 王乐

安徽黄山市，山水入画。发源于
此的新安江碧水如练，百转千回，向东
流入浙江千岛湖，最终汇入钱塘江。

驾一艘小船，世代居住在上游江
边的歙县渔民罗来法成为“护江人”，
细心打捞街口码头附近30公里水面上
的垃圾。山光水色，游人如织，老罗心
里畅快：“生态补偿机制改变了我们的
生活方式，江水清了，环境美了，收入
多了，日子越过越舒心。”

从“试点”到“样板”，从资金补偿
到产业协作，从协同治理到共同发展，
浙皖两省不断创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努力实现从“一水共护”迈向“一
域共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深刻改变中华大地。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
为执政理念。

放眼历史长河，擘画“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未来，习近平总
书记在去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上强调，“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以高
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各地区各部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
力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
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
靠保障”

如果说“一江清水出新安”是浙皖
两地的探索实践，今年6月1日起施行
的《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则以立法的
形式进一步强化了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法治之力护佑生态之美，守护绿
水青山的制度基石更为牢固。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
靠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
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这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清醒认知
和深刻判断——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
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

位、惩处不得力有关。
这是百年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

验和坚实支撑——制度是关系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
性、长期性问题。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

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
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
严的时期，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提供了制
度保障。

——法治护航美丽中国，以法治
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不久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黄河源园区黄河乡生态管护员加羊多
杰在巡护途中，拍摄到一只雪豹在旷
野中奔跑的身影。“雪豹是高寒山地生
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只有健康的生态
系统，才能支撑雪豹的长期存在和稳
定繁殖种群。”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刘
炎林说。去年9月1日，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法正式施行，为守护好青藏高原
的生灵草木、山川河流提供了更坚实
的法治保障。

进入新时代，我国生态环境立法
实现从量到质的全面提升。

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确立了生
态文明的宪法地位。实施“史上最严
环保法”，制定修订20多部生态环境相
关的法律，涵盖大气、水、土壤、噪声等
领域：制定湿地保护法，修改森林法、
草原法，加快国土绿化，守护青山长
绿；制定长江保护法和黄河保护法，护
航大江大河奔腾向前……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30余部、行政法规100多
件、地方性法规1000余件，初步形成了
覆盖全面、务实管用、严格严厉的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着眼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
化、制度化轨道，我国构建起科学严
密、系统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
度体系，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

——加强顶层设计，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基本形成。

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
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中之重。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 记者见博报道：“大家加把劲，争
取今天把杂草全部除干净，到年底中药材就能
长得更好！”5月26日，赤壁市赵李桥镇两山中
药材百花岭种植基地，连片的丹参、瓜蒌、防风
等中药材与玉米套种在田间地头，来自赤壁市
绿色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中药材种植项目
负责人徐元华正在为大家加油鼓劲。10余名
村民分工有序，忙而不乱，很快将基地里的杂
草清除干净。

“这个中药材基地就是流转我们村里的土
地，农闲时就到基地打工，帮忙栽种、除草、下
肥等，每天有150元的收入。”百花岭村村民谭
和香告诉记者。

种植基地里，像谭和香这样的村民还有6
人。他们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得租金，就近务工
赚薪金，还能参与分红中草药收成后的股金，
一起喜挣“三金”。

“143亩的中药材是订单式种植，80%已经
被企业提前预订了。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导致
收成不好，我们也会进行兜底收购。这极大地
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明年我们将扩大种植面
积，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徐元华介绍，有
了订单保障，农户吃下了“定心丸”，农产品销
售渠道及农户收益也得到了保证。

在神山镇两山文清共建共富基地，村民们
正在种植萱草。虽然天气炎热，但仍挡不住村
民的热情。

“我闲在家没事做，现在加入村里办的合
作社后，每天来这里干活，不仅有务工费，干好
了年底还有分成。”村民石秀丽边干活边介绍。

共富基地如何带领村民共富？去年文清
村响应耕地整治，整治出可耕种的土地150多
亩，在赤壁市两山投资公司的指导下，采用以
村办合作社为主导、农民入股的模式，带动脱
贫户和农户共同发展农旅采摘示范基地，分片
套种玉米和萱草。

文清村是第一个响应建设共富基地的村
集体。去年，赤壁市两山投资公司先后与洪水
铺、洪山、伴旗山、杨家岭、双丘等村签订了“两
山模式”村企共富基地合作协议，以订单农业
为基础、以互惠互利为前提和保底价收购的方
式，建立村企共富基地，推进当地生态农业产
业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益，助力
乡村振兴。

在官塘驿镇龙凤山村，果蔬基地的订单模
式已经是运营的第二年，目前订单稳定，村民
收入颇丰。

今年43岁的村民费棋平是龙凤山村五组
人，他和妻子是最先参与订单模式的一批村
民。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土地租金加务工
费和年底分红，两个人一年的收入接近十五
万元。

近年来，赤壁市积极探索订单种植与市场
收购相结合的农业发展模式，先后成立赤壁市
两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赤壁市绿色产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等，与本地农业大户合作，引导
农户发展订单农业，让农户种有定向、销有方
向，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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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守护青春“赶考人” 当好场外“答卷人”
（详见第二版）

平安电工成功上市的经验与启示
（详见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