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5日，走进赤壁市赤马港街道周画岭社区十组大
屋陈家，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水泥路面，阳光透过桂
花树的枝叶在地面洒下光点，农家别墅在屋场矗立点缀，
文化墙上色彩斑斓，呈现出秋日美丽图景。今年以来，周
画岭社区党委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推进该屋场共同缔造试
点建设走深走实。

唱响共同缔造“合奏曲”。社区党委在十组推行“党建
引领+村民自治”模式，探索实践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
同缔造，构建“1+2+N”治理体系，成立村湾党支部，选举
村民理事会和村湾监事会，成立好管家志愿服务队、矛盾
纠纷调解志愿服务队、治安巡逻志愿服务队等“N”个自治
组织，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屋场治理；党员带头，在屋场公
益项目建设中捐款捐物投工投劳，募集建设资金16万元，
拆除“空心房”4栋，打通屋场“瓶颈路”，帮助带动困难户
3户；以“民声”定“民生”，用“民议”聚“民意”，指导该屋场
推选出“湖长”“塘长”“路长”“灯长”，服务屋场事务和居民
需求。

“以前，我在大屋陈家办事时往往感到缺少帮手。现
在巡湖有‘湖长’帮、路坏了有‘路长’管，力量增强了，做事
也容易多了。”十组组长陈辉志说。

唱响共同缔造“环境曲”。在屋场“试点”建设中，全屋
场新增道路拓宽硬化350平方米、硬化晒场和屋场小广场
3000平方米，屋场污水管网改造400米，水泥道路、晒场，
户户相通、环环紧扣，屋场道路“微循环”连接村湾主干路
无障碍融入351国道“大动脉”；完成当家塘清淤1200立方
米、护砌230米、安装不锈钢护栏300米，新砌共享菜地、果
园、鱼池护墙50米，加固保护百年古树名木2棵、古井1
口；刷新文化墙7面，建设村湾议事厅、健身场所、宣传栏等
阵地，屋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唱响共同缔造“产业曲”。村湾党支部和理事会着力
大屋陈家发展共建，支持养殖户对120亩精养鱼池进行改
造，调优品种增效；在中稻收割后协调统一机械翻耕，完成

“稻油”轮作80亩、“稻菜”轮作90亩，实现“油菜＋蔬菜”屋
场周边田地“全覆盖”，种满种绿消灭“冬闲田”；支持屋场
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经商21人，就近开办农家乐3家，居
民自主选择在家创业或在外发展。

“我家田地流转给大户种植，可以得租金。我和爱人
一起在城里务工又可以拿工资。”十组居民陈华新说。

周画岭社区十组大屋陈家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厚植
居民“孝义”传统情怀，锚定“环境美、产业兴、百姓富”目
标，以“接地气”的小事、好事、实事为切入点，把居民凝聚
在一起，共绘周画岭上“富春山居图”新美景。

周画岭社区

唱响共同缔造“三部曲”
通讯员 钱胜兰 石敏 魏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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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赤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完成全流程测试湖北政务服务网

“咸宁市‘智能办’”模块工作，确保赤壁市
所有“智能办”事项审批流程能稳定、高效
运行，为政务服务的再次升级筑牢根基。

赤壁市推进落实简易事项“智能办”，
是对传统政务服务方式的再升级。简易事
项“智能办”聚焦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关注
度高、办理流程简单、审批风险低的政务服
务事项，目前，赤壁已推出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变更）、会计代理记账许可证（补发换发
证书）等“智能办”简易事项50项。

在以往的政务服务办理过程中，企业、
群众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等待人工审
批，资料提交后可能还需进行反复沟通、补

充材料等。如今，企业、群众通过湖北政务
服务网“咸宁市‘智能办’”模块办理政务服
务事项，系统自动依托一系列先进技术进
行智能审批。其中，AI文本比对技术能够
精准地对申请信息与预设标准进行匹配；
证照共享功能实现了相关证照资料的快速
调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
术协同发力能自动完成数据比对，完成智
能签发审批结果。

赤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将继
续深化“简易事项智能办”改革，推动政务
服务向更加便捷、高效、精准的方向发展，
通过“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有效
提升企业、群众申请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
助力营商环境再升级。

“这边的水田是三组，共400亩已流
转出去了。”“三组右边是24亩村集体耕
地……”11月8日，在赤壁镇东风村党群
服务中心，赤壁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工作
人员将土地资源的位置、面积、水源条件、
道路设施等信息上传至土地资产资源数字
化平台。

连日来，赤壁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运
用航拍、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对水面、林
地、一般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
等开展调查，完善信息上报，推动农村土地
资产资源数字化，让土地资源“家底”一目
了然。

以前种植大户寻找合适的土地往往依
赖于传统的中介或口口相传，不仅效率低，

且信息准确性和完整性难以保证。随着农
村产权交易中心土地资产资源数字化的不
断推进，这一难题将得到有效解决，让种植
大户通过“云上”看地，能直观快速了解土
地的水利灌溉、田块平整、机耕道建设等情
况，减少种植大户特别是外地大户的顾虑，
看中就可以马上办理流转手续，有利于进
一步稳定承包关系，使大户放心开展持续
性投入，大幅提升线下成交率。

截至目前，赤壁市土地资产资源数字
化已完成赤壁镇9个村合计耕地可流转面
积6962.96亩、水面可流转面积400亩、村
集体资产可流转面积20亩；柳山湖镇6个
村合计耕地可流转面积932亩，水面可流
转面积211.4亩。

简易事项“智能办”
通讯员 赵鑫崇

坐在“云端”数“家底”
通讯员 刘 念 姜慧芸

11月7日上午，在赤壁市中伙铺镇罗
县村金江农林苗圃基地，桂花、香樟、杉树、
红叶石楠等苗木飒飒迎秋风，农户们正在
树下挥动锄头刨开松软的泥土，将一株株
射干苗栽进土壤里。

射干也叫乌扇、乌蒲、凤翼，一般能长
到一米以上，花型飘逸，花期较长，通常用
于苗圃生产、种苗培育和绿化建设、庭院美
化等。作为一味药材，它具有清热解毒、抗
菌消炎、祛痰止咳、活血化瘀等功效。

近年来，赤壁市两山投资公司积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
利用罗县村丰富的林地资源，打造金江农
林苗圃基地林下经济改造项目，通过发展
林下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这个苗圃基地占地面积365亩，计划实
行两期林下经济，实际种植面积173亩。基
地种植中药材品种包含射干40亩、白芷21
亩、知母41亩、苍术18亩、赤芍12亩、黄精
16亩、丹参16亩、淫羊藿9亩，在增加林下
种植品种的同时，也可以减缓水土养分流
失，改善土壤环境。项目开发运营后，预计

年产值能达到65万元，并带动综合税收
44.75万元，带动周边村民70人就业。

林下种植中药材可充分利用林地资
源，提升土地的综合利用率。赤壁市两山
投资公司绿投公司前期通过流转当地村民
闲置土地，成功打造这片林下中药材种植
基地，实现了中药材的立体种植和生态种
植，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一幅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

赤壁市两山投资公司绿投公司还与赤
壁市兰鑫中药材合作社达成合作，由合作

社为基地中药材种植发展提供全面的技术
支持，包括种植技术、管理技术等。下一
步，绿投公司依托合作社的科研团队，在基
地开展新品种的研发及实验，促进中药材
产业的持续发展。项目总投资200万元，
拟打造集“苗木销售、药材种植、产学研观
光、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农
林基地，促进林下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入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实现机制，提升当
地林农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积极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助力乡村振兴。

林下药材能“生金”
通讯员 修照宇 刘丹 修偲

赤壁2人

入选“楚天英才计划”
本报讯 通讯员周扬报道：近日，2023-2024

年度湖北省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创新项目大赛在武汉
市落下帷幕。赤壁市2名选手在此次大赛中表现突
出，成功晋级决赛斩获奖项，并入选湖北省“楚天英
才计划”乡村振兴人才项目（农村实用人才），获得人
才B卡。

此次大赛中，赤壁市茶叶学会副会长、高级茶艺
师张文莉的“无尽木高品质青砖茶——赤壁青砖茶
精细化创新之路”项目和湖北谈红鳝业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谈红的“黄鳝苗种规模化人工繁育
技术突破与创新”项目均获得三等奖。

选手的出色表现，充分展示了赤壁市人才队伍
的专业素养和创新活力。赤壁市将以此为契机，继
续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奋力冲刺“全国百强县”目标提供有力的人
才支撑，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赤壁电视台

高清综合频道开播
本报讯 通讯员吴杰、钟晓阳报道：11月7日上

午，赤壁电视台高清综合频道正式开播，电视节目播
出质量迈上新台阶。这是继全景式播音大厅、全媒
体标准化播出机房建设后，赤壁市融媒体中心进一
步强化信息技术支撑、提升优质高效制播能力水平
的又一丰硕成果。

赤壁电视台高清综合频道建设于7月22日启
动，项目总投资270万元，建设1个频道高清硬盘自
动播出系统，实现电视综合频道的主备异构化高清
播出。高清综合频道开播后，赤壁电视台节目播出
将实行高、标清同播，标志着电视频道节目从拍摄、
采集、制作、播出全流程高清化的全面升级，制播能
力水平更加优质高效，对于进一步提升主流媒体的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促进媒体融合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赤壁医保局

医保智能审核上线
本报讯 通讯员童鹏报道：11月7日，第一例零

星报销通过“OCR智能审核系统”成功结算，标志着赤
壁市医保零星报销票据识别审核系统正式上线应用。

OCR智能审核系统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和
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医保费用零星报销从“人工报
销”向“智能报销”转变。OCR智能识别审核报销是
指医保经办机构在办理医保零星报销业务时，使用
高拍仪对参保人提供的纸质医疗票据拍照，将图像
信息上传至OCR系统进行明细数据结构化，通过智
能识别和医保目录的项目进行比对，自动进行审核，
并将审核结果返回至医保平台，然后进行报销结
算。在形成智能审核的基础上，再由人工进行初审
和复审，确保审核的准确性、统一性，提升工作效率，
大幅缩短报销周期，为参保人员提供更优质高效的
医保服务体验。

赤壁多部门联合

开展“两险”征收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祝国利、殷欣怡报道：近日，赤

壁市税务局联合赤壁市官塘驿镇政府、赤壁市医保
局、赤壁市人社局开展“共筑保障梦 共享幸福年”城
乡居民“两险”征缴专场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税务干部悬挂宣传横幅、设立政策咨
询台，现场讲解城乡居民“两险”相关政策，详细解答
2025年城乡医保政策变动、个人缴费标准、住院医
疗费用报销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同时，通过电子税
务局、鄂汇办等APP演示操作，指导市民完成医疗
保险、养老保险缴费。在开场不到两个半小时的活
动中，即时办理231人的“两险”缴费。

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群众的知晓度，增强
了群众的缴费热情。赤壁市税务局还将充分发挥线
上大数据优势，利用微信群、电话、短信等方式全面
普及网上缴费，同时，在线下街道、社区、村委会等人
群密集的地方增设宣传点，多措并举全面推进“两
险”征缴工作落地落实。

赤壁交投集团

筑牢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 通讯员刘进华报道：11月11日，赤壁

交投集团华祥路桥公司开展“全民消防 生命至上”
消防安全知识主题培训活动，进一步增强职工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消防应急处置能力。

培训活动中，赤壁市消防救援大队专业讲师结
合相关法律和生动的火灾案例，详细讲解了企业生
产管理存在的火灾风险点、如何正确使用各种消防
工具、遇到火灾时的自救和逃生方法等知识，深入浅
出地阐述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并强调规范机构场
所消防安全设施维护、保障设施正常运行、严格消防
安全日常管理等是预防火灾事故的关键所在。现场
互动环节，职工踊跃参与，充分营造了全员学习安全
知识的氛围。在实操演练环节，职工在讲师的指导
下轮番上手操作灭火器，进行灭火演练。

下阶段，该公司将通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测试、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等活动持续提升全员消防安全意
识和安全防范技能，筑牢企业消防安全“防火墙”。

连日来，赤壁市“旱改水”项目水稻陆
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农民抢抓农时收割稻
谷，确保颗粒归仓。实施“旱改水”项目后，
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带动了农民丰
产增收。

在黄盖湖镇大湾村，昔日撂荒的旱地
早已不见踪影，映入眼帘的是散发着浓浓
稻香的成片稻田，微风拂过，激起阵阵金色
稻浪。田间地头，四台收割机正在稻田里

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隆声，一粒粒金
黄的稻谷被收入“囊”中。该片区第一年实
施“旱改水”就迎来了好收成。

黄盖湖镇镇长宋灿宇介绍：“‘旱改水’
项目改造完成后，我们种植了一季中晚稻，
长势喜人，现在丰收在望，亩产可以达到
1400余斤，群众每亩可增收300元以上。”

黄盖湖镇地处丘陵与平原交错地带，地
势起伏不平，田块零星分布，多为“巴掌田”

“巴掌地”。过去，由于种植模式单一，耕地
产效低，耕地时常有撂荒现象。

今年，赤壁市在黄盖湖镇三个村640
亩旱地实施“旱改水”项目，向耕地要效
益。将旱地改造为水田，使这些低产旱地
变成了土地平整、集中连片、排灌便捷的优
质水田，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
粮食产能。

赤壁市国土整治局局长陈世水说：“我

们通过‘小田变大田’，形成了高标准农田
的‘千亩方’。‘旱改水’项目的实施，也提
高了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把原来的旱地
改为水田以后，通过虾稻连种，提高了经济
收益。”

据悉，水稻丰收以后，当地还将对这片
稻田的沟、渠、路等配套设施进行改造升
级，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生产
力，确保田地持续产生效益。

“旱改水”改出农田好“丰”景
通讯员 徐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