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湖北省咸宁市认真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打造武汉

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发展定位，

坚定扛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抓

长江大保护的责任担当，奋力打造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咸宁样板”。

聚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落实，创新建立生态环
境保护专业委员会制度

铆紧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链条，着

力构建“大环保”工作格局，推动市委

市政府在全省率先成立绿色发展、自然

资源保护、城市污染防治、交通运输污

染防治、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河湖水库

生态环境保护等11个生态环境保护专

业委员会，建立由专业委员会牵头负责

相应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机制。

咸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联合

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对6个县

（市、区）和市直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开

展情况开展调研、督办，推进各单位履

职。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建立“1+1+1+

N”工作制度，即1名县级以上干部带领

1个~2个科室（单位）联系1个生态环境

保护专业委员会和4家~6家市直部门工

作机制，指导、督促专业委员会和联系部

门严格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聚焦工业园区及企业环
境管理，探索出台工业园区
及企业环境管理评级制度

针对部分工业园区盲目扩张、粗

放发展、环境污染突出等问题，出台

《咸宁市工业园区及企业环境管理工

作评级实施方案》，明确评级方式、评

级指标和评级结果运用，率先在全省

建立工业园区及企业环境管理制度。

2021年以来，全市共组织开展工

业园区及企业环境管理评级4次，检

查企业90家，通报、督促工业园区和

企业整改环境问题210个，评级结果

在“云上咸宁”公开，相关情况通报到

县（市、区）政府及相关园区管理机构，

有力推动园区和企业责任落实。

聚焦生态环境监管触角
延伸，大力推行生态环保监
督员制度

按照先试点后推广、以点带面的

工作思路，在赤壁市开展生态环保监

督员制度改革试点，将该市划分8个责

任区192个网格，由赤壁市政府出资聘

请专人监督网格内生态环境工作，明确

环保监督员工作责任、生态环境问题排

查、报告程序等，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点多面广和人少事多问题。

截至目前，咸宁市共有 5 个县

（市、区）积极筹措资金近1000万元，

聘请环保监督员895名，切实做到乡

镇和村级环保监督员全覆盖。

聚焦生态环境监管能力
提升，新建“智慧长江”生态
环境监管体系平台

为提升环境综合监管能力，筹措资

金1.1亿元建设咸宁“智慧长江”生态环

境监管体系平台，搭建起长江咸宁段生

态环境智能化监管“一张网”“一套数”

“一系统”“一张图”等平台。目前，该平

台已进入试运行，新增布设水、气等监控

设施72套，其中大气环境监控设施

10套、水环境监控系统等共62套，基本

实现长江咸宁段生态环境智能分析、预

警、监督执法以及决策指挥等多种功能。

2021年8月，“智慧长江”平台发现某

河段水质异常报警，咸宁市立即组织有关

部门进行沿线溯源排查，锁定排污企业

并采取措施，及时阻止污染扩大。该案例

被评为2021年湖北省优秀执法案例。

（文图由咸宁市生态环境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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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湖北省咸宁市深入贯

彻落实湖北省委省政府“最多跑一次”

改革决策部署，坚持服务基层和便民利

企导向，着力优化政务服务要素资源

“就近办”配置，依托市县乡村四级政务

服务体系，推动服务、平台和资源下沉，

打造政务服务15分钟生态服务圈。

推动服务下沉 实现“一窗通办”

事项“一沉到底”。按照“大事不

出镇（街道）、小事不出村（社区）”要

求，重点梳理人社、医保、民政、公安、

不动产等领域证明、查询类事项，推动

高频事项“能放尽放”，并执行四个“应

下沉”，建设“15分钟便民服务圈”。

推动便民服务事项下沉，在全省率先

制定38条具体管理办法，全市累计承

接并下放便民服务事项669项，所有

政务服务事项可在网上办理，129个

高频服务事项实现掌上办，乡镇（街

道）和村（社区）累计为群众办理下沉

服务15万余件，市县两级“市民之家”

办理业务人流量同比减少近30%。

乡镇“一门办结”。全市69个乡镇（街

道办事处）已实现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

建立镇、村社区标准统一的窗口服务模

式，实现镇级服务事项315个“一门办结”。

村级“一岗兜底”。全市村（社区）

自2020年完成村级便民服务站升级

改造以来，软硬件和人员配备均得到

有效改善，均设置了2个~3个帮代办

和咨询服务窗口，配置专人办理村级

全部65个事项。咸安、崇阳的村级硬

件条件普遍提升较大。

服务“一窗通办”。将市、区两级原

5个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集中整合，

打造一体化综合性服务平台，印发《关

于推行全部业务综合窗口“一窗受理”

的通知》。目前，前台151个办事窗口中

实现跨部门整合的综合窗口达92个，比

例达到60.9%。县级整体综窗比例达

到50%，乡村两级实现全面综窗。

推动平台下沉 深化“一网通办”

下沉业务系统。积极承接省级第

一批高频服务事项及对应业务办理平

台下沉到乡镇（街道）或村（社区），以

服务下沉带动平台下沉，让乡村两级

对拟下沉事项接得住、用得好。省级

第一批高频服务事项及对应的6个业

务办理平台，均已实现系统下沉乡镇。

强化平台整合。对全市42条部

门热线进行整合，拓展市政府门户网站

的“急难愁盼扫码办”“市长信箱”等群

众诉求渠道，做到“有呼必应”。今年以

来，市12345热线共受理诉求39.94万

件，办结工单39.44万件，满意率达到

85%；“急难愁盼扫码办”办件1556件。

做好贴心服务。针对不擅长用互

联网的群体，下沉一批个人征信、房

产、机动车登记信息查询自助设备，增

加站点导办人员，让群众少跑腿、让群

众就近办。推行市、县两级24小时自

助服务专区全覆盖，实现社保卡服务、

公共信用报告自助打印、不动产自助查

询、天然气自助缴费、社保（个人）自助

查询、发票代开、发票申领、电子发票等

业务自助办。建立智慧车管业务专区，

添置智慧体检拍照一体机、车驾业务一

体机、驾驶证自助制证机、违章处罚机

等自助功能设备，配备专业导办员，实

现车辆非上线业务办理。开通政银服

务专区，将社保、医保类缴费业务下沉

26家农商行及18个建行营业网点，建

行所有网点智慧柜员机可办理16项高

频设备事项，天然气充值下沉全市

10个银行商超网点，方便群众自助办。

推动资源下沉 助力“帮办代办”

建立线上线下帮办制度。推动

“线上人工帮办”覆盖100个高频事

项，建立帮办代办教办工作机制，在

市、县两级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急难愁盼扫码办”、帮办代办窗口，为

残疾人、军人、医护人员等特殊群体提

供免费帮办代办服务。在乡、村两级帮

办代办窗口推行便民帮代、医疗帮代、

缴费帮代、为老帮代等服务，提供全领

域、全方位、多层次帮办代办服务。

打造“宁好办”掌上办政务服务品

牌。468项便民应用和129项高频应

用实现掌上办，2020年以来累计业务

办件量达21.1万件。

开展适老帮困服务。针对老年

人、残疾人、失业人员等特殊困难人

群，建设高效服务专区，推行适老化、

普惠化、均等化、有温度的政务服务，

并推动线上线下服务融合，推出预约

取号、掌上办事等便利功能。

（文图由咸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提供）

“ 三 下 沉 ”让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办 成 事

开展“三下沉”便民服务

湖北咸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坚持服务基层和便民利企导向，依托市县乡村四级政务服务体系，
推动服务、平台和资源下沉，打造政务服务15分钟生态服务圈

近年来，湖北省咸宁市坚持以工

业化思维发展和推进现代农业理念，

着力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

基地不断壮大，加工能力不断增强，品

牌建设不断推进，产业融合不断深入。

三产协同 做实农业产业基础

做强优质基地。突出标准化和绿

色发展，探索特色产业连片成带，创建

赤壁青砖茶等3个国家级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合理布局中药材、蔬菜等产

业基地，通城金刚藤基地、崇阳黄精基

地成功入选中国优秀道地中药材种植

示范基地；嘉鱼富德蔬菜专业合作社

等3家主体成功进入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平台，三湖渔业新建亚洲最

大的叉尾鮰苗种繁育中心。今年前三

季度，咸宁市农林牧渔及服务业总产

值达320亿元，同比增长4.8%。

做优龙头产业。精心培育龙头企

业，新增曙光生态等13家省级龙头企

业，培育市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265家，其中国家级3家、省级

74家。组建龙头企业带领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抱团发展的省级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7个。赤壁神山兴农正式登陆新

加坡交易所主板，实现全省农业企业国

外融资零的突破。精华纺织入围全省

25家上市后备“金种子”农业企业。

打造产品品牌。突出节会效应，

扩大宣传渠道，连续18年组织参加农

交会、农博会等大型农业展会，连续5年

成功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连续3年

举办“一带一路”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

大会。今年，赤壁市作为两个县级市

代表之一在全省农业产业化工作现场

推进会作“赤壁青砖茶”品牌整合典型

发言。加强同电视台、网络平台合作，

赤壁青砖茶品牌宣传片连续3年在央

视播出，通山九宫山茶品牌宣传片在

省级主流媒体投放，咸安桂花、嘉鱼莲

藕等品牌宣传片在“学习强国”平台展

播。目前，全市有效使用的“二品一

标”数量达到156个；赤壁青砖茶品牌

价值38.16亿元，位居全国黑茶类第

3名、全省茶叶类第1名。

科技赋能 提升农业产业质效

强化科技人才助力。创新整合高

校与地方科技资源，茶叶、桂花、中药

材等产业分别组建专业研究机构，并

邀请刘仲华院士等一批知名专家担任

院长或顾问。

强化科技平台支撑。中国青砖茶

未来实践展示馆开馆，湖北省首个黑

茶产品质量检验监测中心挂牌运营。

强化产品特色开发。推动茶叶产

品便捷化、时尚化、功能化转型，开发

袋泡茶、速溶茶、巧克力茶、茶饮料等

30余类160多款赤壁青砖茶产品。融

入恩施玉露、潜江小龙虾、鄂州武昌鱼

等品牌供应链，“虾茶之恋”“茶鱼饭

后”等7款“茶+”产品上市。目前，围

绕重点农业产业，与华中农业大学、湖

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联合开展研发

攻关，共研发560余种特色农产品。

优化服务 做足农业产业保障

强化机制建设。印发《关于培育

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实施意

见》，确定发展茶叶、蔬菜等八大重点

产业链。建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为召

集人，8位市领导担任“链长”，财政、农

业等5家市直部门作为产业链牵头单

位的工作机制。

强化金融信贷支持。建立产业链

金融链长制，制定《咸宁市青砖茶产业

链金融链长制实施方案》《咸宁市金融

创新产品“畜牧贷”实施方案》。争取

贷款贴息项目，为40家省级龙头企业

争取省级财政贷款贴息资金931万

元。截至11月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931.18 亿元，较年初增加 151.48 亿

元，同比增长20.66%。

强化政策扶持。出台《关于促进赤

壁青砖茶产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印

发《关于农业产业化奖补资金竞争立项

的实施办法的通知》，2022年~2023年

连续两年市级财政每年统筹安排

2000万元专项资金，统筹推进农业产业化。

（文图由咸宁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和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

赤壁青砖茶基地

湖北咸宁市农业农村局着力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基地不断壮大，
加工能力不断增强，品牌建设不断推进，产业融合不断深入

十六潭公园 玫瑰园小镇 梓山湖—蜜月湾 （本组图片由咸宁市委改革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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