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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李昊、刘智利报道：近日，崇阳县肖
岭乡大堰村花椒种植基地喜迎丰收，漫山遍野椒香扑鼻，
产业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基地内，一
串串饱满的花椒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碌地采摘，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花椒，这一集调味与药用价值于一身的作物，已成为
当地农民的“致富果”。基地负责人黄杨林，深耕花椒种
植十年，对花椒的生长习性了如指掌。他介绍道：“我的
花椒园每亩产量可达两三百斤，今年已经收入了四五万
元。目前，种植面积已扩大至30亩，我们采用种养结合
的模式，养殖鹅群来除草，确保花椒的天然纯净。”

税惠政策的春风温暖地吹进了这片花椒林。崇阳县
税务局主动作为，多渠道了解乡村产业需求，积极开展

“政策找人”活动，将税收优惠政策与服务直接送到田间
地头，确保“惠农政策红包”精准、及时地落入农户手中，
为特色农业产业增添了强大的“税动力”。

黄杨林感慨地说：“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不仅上门为我
们讲解政策，还帮助我们理清了哪些收入可以享受免税
政策，比如农产品自产自销免增值税等，这让我们发展产
业的信心更足了。”在税惠政策的支持下，黄杨林计划明
年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加强病虫防治，进一步提升花椒的
品质和产量。他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些好政策让我们的
腰包更鼓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须先行。崇阳县税务局将继续
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持续
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不断优化税费服务举措，确
保税费优惠政策落地生根，为农业企业的成长注入活
力，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美好画卷贡献

“税力量”。

崇阳：税惠助农“椒”香满园

我市部署臭氧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9月4日，我市举行9月臭氧污染防

治工作部署会。会议强调，要深入摸底、抓好落实，以更强有力的大
气污染防治力度应对当前高温异常天气对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的不
利影响和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带来的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始终坚持以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为核
心，以解决内源污染为重点，持续打好每一小时的攻坚战、决胜每一微
克的争夺战、赢得每一优良天数的保卫战，促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根据会议部署，下一阶段，全市将持续强化移动源减排，会同公
安、市场监管、交通等部门强化柴油货车监管，加强低排区非道路移
动机械监管；强化面源减排，持续巩固施工工地、餐饮油烟、加油站
等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成果，加强秋收季节秸秆露天焚烧监管；强化
工业源减排，完成244个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和“五个一批”项目建设，
深入开展重点行业企业“创A晋B”绩效分级工作；强化应急减排，积
极应对臭氧污染，加强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和会商研判，依靠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子站、微站和污染物走航等智慧监管提升治理成效。

热点聚焦

位于嘉鱼县新街镇的湖地野藕生态园，因央
视《三餐四季》的录制，刷爆了本地人的朋友圈。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的
诗中美景，在500亩荷塘里得以呈现。

距嘉鱼城区最近、最大的荷塘基地——湖地
野藕基地，此时已美成了一幅画。放眼望去苍翠
欲滴，莲叶多情摇曳、荷花次第绽放，感觉像是置
身超凡脱俗的仙境一般。

一道曲折的400米长防腐木观光栈桥，穿过
这片藕塘，连接对岸的湖心凉亭。步行其间，仿佛
人在画中游，意境幽远，消暑怡人。

2022年，新街镇政府通过实地调研，主动与
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对接，争取党建引领村湾治理、
乡村振兴等涉农项目资金。广泛征求了企业和村
民的意见，对野藕基地的基础设施做了进一步提
升和修缮，新建了观赏亭和长廊栈道，刷黑了路
面。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集野藕种植、美景
观光、生产加工为一体的三产融合的生态文化园，
让荷塘尽显魅力，吸引众多游客，带动周边农户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

“嘉鱼湖地野藕”本地人俗称“野藕”，原产自
斧头湖、西凉湖、蜜泉湖、珍湖。其品种历史悠久，
自然生长，体型细长、丝长，浆浓呈乳白色，非常适
合煨汤，口感粉、糯、清、香，营养丰富，野味十足。
在《舌尖上的中国》的“湖北莲藕篇”中得以诗意呈
现，嘉鱼野藕也因此而享誉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新街镇王家月村的湖
北省嘉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建立了核心基地
面积500余亩，本地合作基地1000余亩。公司
秉承绿色种植可持续发展理念，只挖最好的原
生态湖地野生莲藕，在品种上坚持选择正宗的
嘉鱼野生莲藕进行栽培，种植地主要选择野外
自然湖泊或傍湖泥脚深厚的湖田，全程栽培管
理不施农药、不施化肥，并实施绿色防控施有机
肥等标准化生产技术，确保野藕品质纯正，时令
健康，食用安全。

“生态园在6月中旬开始接待游客，截至目
前，有数万人次来此游玩。”湖地野藕生态园负责
人唐攀介绍，园区正源源不断迎来旅游观光团队，
每天都应接不暇。

荷塘深处是湖地农庄，竹篱茅顶充满了诗情
画意，置身于农庄内，仿佛走进了一个古朴的江南
庭院。

农庄的建筑多取材于自然，鲜少城市的钢筋
混凝土，诗画荷塘、环境优美，远山青黛色，浅花烟
雨中，彰显出湖地农庄的独特风情。

“我们投入了300万元左右，用于湖地野藕基
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廊道、凉亭，道路硬化刷黑升
级。”新街镇工作人员介绍，项目建成后，不仅吸引
了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更是大幅带动了本地农户
在基地附近售卖莲蓬、南瓜等当地农产品，有些农
户还利用线上短视频平台做起了直播带货生意，
线上浏览量和成交量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直接
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益。

唐攀表示，眼下秋高气爽，游人增多，借此机
会正好推广当地的野藕汤、野藕粉、荷叶茶等。

市农科院

培训指导果蔬加工技术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汤涤洛报道：9月3日，市农科院、

咸宁农业专家大院在通山县组织开展果蔬加工技术指导培训会。
通山县果蔬加工企业技术骨干近40人参加此次专题培训。

省农科院加工所及核农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梅新、副研究员陈学玲
两位专家，以“湖北省农科院粮食果蔬加工技术成果”“特色果蔬精深
加工技术”为题，对省院的粮食果蔬加工技术成果、农产品加工重要
性、特色果蔬精深加工技术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讲解，授课后还与培训学
员进行互动交流、答疑解惑，此次授课不仅拓宽了果蔬加工企业老板的
思路，同时对提高地方果蔬精深加工水平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授课结束后，该院专家一行赴专家大院对接公司通山县臻兴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技术指导。陈学玲就真空冷冻干燥下水果品
类的创新、品质的提升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此次培训不仅加强
了省市农科院及企业的联系，同时也将进一步扩大了科技成果转化
的辐射带动范围。

嘉
鱼
县
新
街
镇

接
天
莲
叶
无
穷
碧

映
日
新
街
别
样
红

文/

图

本
报
记
者

陈
希
子

陈
红
菊

特
约
记
者

龙
钰

赤壁市民政局

开展垃圾分类科普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魏颖报道：近日，赤壁市民政局未

成年人保护中心联合曙光社工中心在北街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我
参与 绿色环保我先行”科普教育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社工通过课件、道具演示和趣味问答的方式，给孩子们
介绍了什么是垃圾分类、垃圾处理的现状、垃圾分类的好处等。在社工
的带领下，孩子们化身环保小卫士，主动拿起钳子、垃圾袋等清扫工
具，对沿河人行道上的泡沫、塑料袋、纸屑等生活垃圾进行清理。

赤壁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向孩子们科普了垃圾
分类知识，帮助他们提升了环保意识，引导他们从身边小事做起，自
觉、科学地进行垃圾分类，带动家庭及身边人共同创建良好生活环
境，践行垃圾分类新风尚。

咸安区黄畈社区

改造雨污分流管网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龚纯报道：8月26日，咸安区黄畈社

区辖区内淦河段七组河堤的污水管网改造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施工人员引导挖掘机挖开沟槽，为管网铺
设做准备。

据了解，该河堤旁的居民聚集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因地势相
对低洼，缺乏内涝排水设施，积水问题日益严重，给附近100余户居
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今年8月，黄畈社区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联系，对该处排水管网
进行摸排，并安排网格员入户收集意见。根据改造区域的实际情况
及居民的意见，与市项目局一起制定改造方案，确定施工时间、施工
方式，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项目改造工程。此次排污管网改造工程，
预计重新铺设管道120余米，安装3个预制泵站，清淤疏通15米原
有雨污管网，确保污水顺畅排放。

在协调管网铺设过程中，需要清除七组居民刘大伯的菜地。对
此他毫无怨言：“没关系，这是公益的事，帮我们解决淹渍的大问题，
你们随时可以去清。”

黄畈社区负责人表示，雨污分流管网改造是社区生态建设的重
要一环，改造工程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工程。群众利益无小事，
要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不断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冯伟报
道：８月29日，湖北省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组织调研组赴我市咸
安区、赤壁市，调研秋粮在田作
物长势及秋粮“一喷多促”实施
情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检查赤壁
市车埠镇毕家村、咸安区双溪桥
镇杨仁村水稻“一喷多促”实施
现场，并与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技
术干部、飞防作业服务工作人
员、受益农户等进行现场交流，
详细了解“一喷多促”实施区域
范围、资金补助方式、监督闭环
机制等。

调研组对我市抢抓农时，争
取党委政府重视支持，快速推进
秋粮“一喷多促”的做法给予肯
定。就做好当前秋粮“一喷多
促”工作，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
效，确保秋粮丰产丰收，提出了
四点要求：一是加强秋粮“一喷
多促”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监管，
建立物资采购、面积核实公示、
资金拨付等全流程资金监管闭
环；二是加强服务主体监管，确
保物资足额下田；三是加强统筹
调度，分区域分作物分环节开展
实施；四是组织开展水稻“一喷
多促”技术集成试验示范，为水
稻“一喷多促”政策长效实施提
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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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李红英报道：9月
3日，市应急管理局成立了市应急管理
综合执法队伍与行业主管部门“一对
多”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应急管理局主
要负责人任组长。

9月4日，市应急管理局“一对多”
工作领导小组积极主动与咸安区行业
主管部门沟通对接，组织召开“一对
多”综合执法机构改革座谈会。

座谈会围绕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
队伍与区应急管理部门执法权限划
分，各行业主管部门线索移送、信息共
享、行动协同、争议解决等当前执法改
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讨，参会
人员结合实际和自身业务，从不同角
度和方位对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队伍
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协同配合提出多项
意见和建议。

经过座谈交流，各部门对市、区应
急管理执法一体化形成初步共识。市
应急管理局“一对多”工作领导小组将
充分借鉴座谈会的研讨成果，进一步完
善行政处罚案件线索移送、定期会商研
判等制度，做到查有规矩、处有依据、行
有规范，确保改革后应急管理综合执法
工作不断档、衔接顺畅、运行高效，高
质量完成好综合执法改革各项任务。

市应急管理局

组织召开“一对多”行政执法改革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周莹、通讯员骆雷
报道：9月9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
获悉，为从根本上破解工贸领域多年
来“点多面广、底数不清”的监管难题，
有效缓解安全生产监管范围广、数量
大、任务重与监管力量薄弱的矛盾，该
局对全市工贸领域采取“摸底建档、分
级监管”的新模式、新方法。

据了解，市应急管理局成立工作专
班，破解工贸领域底数不清的老大难问
题，在全省率先对全市注册登记的
372485家企业信息进行逐一甄别、筛
查和分类，并分县（市、区）建立工作台

账和监管清单，做到安全监管无死角。
截至8月30日，梳理出全市工贸

领域八大行业企业共217276家，其中
冶金2家、有色24家、建材630家、机
械724家、轻工1982家、纺织351家、
烟草1家、商贸213562家。

根据工贸企业行业类型、生产经
营规模、安全风险程度等因素，对工贸
企业安全风险划分A、B、C、D四个等
级。通过采用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
般风险、低风险四级分类的辨识方法，
共辨识出A类风险企业9家，B类风险
企业101家，C类风险企业422家，D

类风险企业216744家。
根据分级分类结果，对企业实施

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监督管理，对A
类企业实行严盯死守，对B类企业实
行重点监管，对C类企业实行日常监
管，对D类企业以自主管理为主、部门
抽查为辅。加强对发生过安全生产亡
人事故、长期存在重大隐患企业的安
全监管。

摸底建档 分级监管

市应急管理局破解工贸领域监管难题

咸宁应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