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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李妮

12 月 26 日，醴陵（船湾）服饰产业园
项目现场，冬日暖阳透过脚手架、密目网
的缝隙，映照出一片繁忙景象：塔吊高
耸，长臂挥舞，施工机械轰隆作响，工人
穿梭其中。

“项目标高提升 10米，仅此一项就节
约土方外运输成本将近 1500万元。”该项
目投资方相关负责人高兴地介绍。而该
项目投资主体由政府改为企业后，减少
政府投资 8亿元。这是醴陵推进项目建设

“一降一升”行动的生动实践。
该市打出了优化项目设计方案、企

业负责土地平整、行政审批流程再造等
降本增效“组合拳”，共减少征拆房屋
1560 栋，压缩项目用地 157 亩，减少企业
及项目业主办理行政审批类业务时间
1479 个工作日，节约项目建设投资成本
逾 35亿元。

与 此 同 时 ，3 家 意 向 签 约 企 业 提
前 100 天以上落户，26 个项目提前 100
天 以 上 开 竣 工 ，5 家 企 业 提 前 半 年 以

上投产。

优化项目方案
降低投资成本

“建设成本节省 6 亿多元，其中减少
土石方挖、运、堆等费用就超过 5 亿元。”
日前，看着现场忙碌的施工场景，花炮物
流国际港项目相关负责人欣喜地对记者
说道，“这一车又一车的废弃土石方，运
输到渌江防洪堤，实现了再利用。”

根据规划，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2968
亩，总建筑面积 113 万平方米，计划总

投资约 43 亿元。醴陵市委负责人多次
现场办公 ，召集有关方面人员反复研
讨论证 ，最终确定将项目方案进行优
化调整。

其中，建设内容调整为市场需求旺
盛的花炮仓储物流配套设施，土石方施
工则按照因地制宜和依山就势的原则，
采取“点状供地”模式减少土地占用指
标，同步调整道路坡度比及宽度，减少挖
运土石方 490万立方米。

成本控制，是项目建设中一条颠扑
不破的金科玉律。醴陵市按照上级相关
文件精神，做好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再
审再优，为企业节省投资和时间。

陶瓷智能装备与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方案优化后，采取组团式布局，节约拆迁
资金 1600余万元；遵循依山就势、土方挖
填平衡的原则，且针对单个企业层级布
局而非采用园区内统一标高设计，降低
园区路网密度，减少土方工程量 60 万立
方 米 ；调 整 规 划 路 幅 宽 度 ，节 约 资 金
137.5 万元，园区工业用地则增加了 1915
平方米，土地出让费用同步增收。

探索“毛地出让”
降低开发成本

连日来，湖南铂威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5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铂威新能源”）
建设进展顺利 ，预计明年春节期间投
产。“原有厂房不能满足生产需求，扩
能迫在眉睫。”该公司相关负责人直言
不讳。

为加快入园项目建设进度，节约土
地平整成本，醴陵经开区探索实施由过
去“净地出让”改为有的项目实行“毛地

出让”新模式，即企业以原始地貌摘牌，
自行负责土地平整，政府对企业以产业
扶持的形式给予补贴，

“如果按‘净地出让’模式，完成土
方工程预计需要 6 个月。”该负责人表
示，通过企业自建减少了办理立项及招
标等前期手续，并在土方平整期间并联
开展了土地摘牌工作，半年时间缩短为
2 个月。

实行“毛地出让”，仅“铂威新能源”
一个项目的土石方平整，就节约了 700多
万元财政资金投入。

今 年 以 来 ，醴 陵 已 有 7 个 项 目 变
“净地出让”为“毛地出让”，减少政府
“三通一平”资金支出 8.9 亿元，在实际
没有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平均每个
项目完成土地平整的时间还提前了两
个月。

此外，该市一些项目通过将用地面
积控制在最经济最集约的范围内，既降
低自身开发建设成本，还为政府节省了
用地指标。如华陵铜业项目原计划用地
60 亩，实际合同供地 44 亩，醴陵大明电
气有限公司复合绝缘子项目，实际合同
供地从 30亩压缩至 26亩。

“用地压缩，并不意味着投资缩减。”
醴陵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招商谈判和协议签订中，明确要求新入
园产业项目的亩均投资额度，提升土地
利用效率。”

推动流程再造
降低时间成本

一个地方的发展，短期看项目，中期
看政策，长期看环境。

“认真落实‘政府做好围墙外的事、

企业做好围墙内的事’‘不让企业家等一
分钟’等服务理念……”这样的话语，在
醴陵各类会议、活动中，被其党政负责人
反复提及。

今年以来，该市通过减、改流程和
新造流程，实现“流程增效”。一方面，流
程审批“极速办”，推行按照“现场帮办、
全程代办、部门快办、联合督办”工作机
制；另一方面，流程审批“极简办”，制定

《醴陵市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审批
服务会商制度（试行）》，以“前台综合受
理、全程优质代办、后台高效审批、完善
项目保障”为关键词，实现政务服务提
速增效。

工作中，行政审批人员及服务专员
“嵌入”各项目，部门联动研讨对项目进
行“个性化”“专业化”行政审批服务，改
变过去划线制的行政审批方式，实现边
导边审、改堵为疏。

同时，该市将项目建设的行政审批
责任由企业转移至政府审批部门，变“我
要审批”为“要我审批”，并限期办理。审
批部门不但告知企业需要什么，还提前
帮企业思考该怎么做，且在技术不存在
缺陷的前提下容许企业先做。如东方电
瓷、昌诺耐火材料等多个项目实现“拿地
即开工”“竣工即交证”。

“从前期对接就开始介入，让项目
从签约到投产跑出了‘加速度’。”湖南
阀智宝数字液压元件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尤其是启动竣工验收开始，职能
部门“帮代办”人员积极推动，变分散单
点验收为集中联合验收，实现了一个部
门、一次现场踏勘、一次性验收的转变，
验收时长由原 30 个工作日缩短至 2 个
工作日。

醴陵打出降本增效“组合拳”，节约项目建设投资成本逾35亿元

“升降”见效益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
怡敏 通讯员/田婧杨 言博成）
12 月 26 日，渌口区“住在名城·吃
到渌口”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区
餐饮行业协会展厅举行，古岳峰
药 糖 、贺 家 老 酒 、南 洲 忆 山 茶 油
等 30 余 种 渌 口 本 土“ 明 星 农 产
品”集体亮相，释放“渌口味道”
的魅力。

农产品销售是农业产业化的
难点，也是痛点。“区餐饮行业协
会成立后，积极整合资源，帮助我
们‘抱团’闯市场。”利人健农产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马铁喜介绍，该
公 司 生 产 的 浸 黄 辣 椒 今 年 成 功

“出圈”，卖到了广州、深圳、新疆
等地，销量由原来的不足 100 吨提
升至 200吨。

今年 4 月，渌口区餐饮行业协
会成立。协会积极推广渌口的名
店、名厨、名菜、名人，为该区 400
余家餐饮企业、6000 余名从业人
员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互通有无

的平台。“我们希望全区的种植、养
殖、农产品加工企业能一起抱团发
展，把渌口餐饮行业产业链做大做
强。”渌口区餐饮行业协会会长徐
德峰说。

近年来，渌口区积极举办“渌
口一桌饭”研讨交流会、特色农产
品推介展，并借助龙舟赛、乡村合
唱节、幸福邻里节等活动，发掘好
推广了一批特色餐饮和菜品。在今
年 10 月举行的株洲市美食进北大
活动中，“渌口当家肉”成为最终留
在北大食堂的八道菜品之一；“伏
波三味鱼”“手工锅饺”分别在株洲
市“食祖炎帝厨王争霸赛”上荣获
中式热菜银奖、面点银奖。

“2024 年 ，我 们 将 持 续 推 出
‘渌口一桌饭’‘厨王争霸赛’等
系列活动，并在各镇成立餐饮协
会 分 会 ，挖 掘 渌 口 特 色 美 食 ，扩
大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人来渌
口 消 费 。”渌 口 区 商 务 局 局 长 袁
斌介绍。

渌口区400余家餐饮企业
“抱团发展”

2024年元旦、春节将至，连日来，渌口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聚焦在
“两节”期间上市的草莓、上海青、白菜等果蔬农产品，对各镇农产品生产
主体开展质量安全抽样，重点检测果蔬农药残留等情况，保障广大群众

“菜篮子”的安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肖霜 摄

守护群众“菜篮子”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陈恒

12 月 27 日，渌口区朱亭镇浦
湾村，冬日的暖阳下，“朱亭鲜果小
镇示范园”里，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采摘“红美人”柑橘、“越秀”草莓等
水果，感受农村休闲的乐趣。

“我们坚持绿色种植，使用的肥
料都是来自养猪场处理过的有机
肥。”渌口区政协委员朱守官指着铺
设到果园里的水肥一体化设施，向
记者介绍。“这种方式既能变废为
宝，又有利于生态环境，实现了种植
与养殖的良好互动。”朱守官说。

朱守官是渌口区种养行业的
“明星”。2013 年，他投资 3000 余万
元建起明扬智能生态养殖基地，基
地内不仅有无死角监控、自动化供
料器、自动调温的水冷空调等，还
有特地从台湾引入的全自动污水
粪便处理系统，养殖基地被国家农
业部认定为 2016-2019 年国家级
生猪标准化示范场。

2018 年，渌口区推进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朱守官瞅准时机，发
展绿色种植和农旅业，浦湾村乡
村振兴项目“朱亭鲜果小镇示范
园 ”应 运 而 生 。在 相 关 部 门 帮 助
下，朱守官争取到大型沼气综合
利用项目落地，开始探索“前端养

猪，后端种树”的生态循环现代农
业新路子。

“借助这一项目，沼气可以用
于发电、取暖，猪粪猪尿成为沼液
和沼渣，通过管道直接输送到果树
底下，成为有机肥，不仅实现能源
再生利用、解决污染问题，还节省
了治污成本。”朱守官介绍。

坚持绿色优先，浦湾村环境更
美，如今月月有花看、季季有果尝，
成了集农业观光、休闲度假、亲子
体验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朱守官的奉献，赢得了村民
们信赖。去年 11 月，他被推选为
浦 湾 村 党 委 书 记 、村 主 任 。一 上
任 ，他 就 想 着 如 何 解 决 群 众 的

“急难愁盼”。
每到农忙时节，秸秆处理成为

一大难题。烂在田间易滋生病虫
害，影响后续耕作；就地烧毁则会
污染环境、容易引发火灾，秸秆一
度成为废弃物。

作为区政协委员，朱守官积极
履职，争当民主监督的中坚、联系
群众的桥梁，围绕乡村振兴和村集
体增收大课题，结合“走找想促”活
动，开始探索秸秆的综合利用。

今年9月，朱守官带领村支两委
积极申报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通过村
集体采购了 2台秸秆收储机。“我们
利用秸秆收储机，将秸秆打碎成捆，
卖给养殖户做饲料。”朱守官介绍，每
亩地可以收15至20捆秸秆，每捆卖6
元。今年来，此项目已为村集体增收
10多万元，实现了环境保护、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的三丰收。

朱守官：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力量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
洲平 通讯员/谭志刚 谭书琴）
12 月 26 日，云阳山提升林区防灭
火保障能力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
酣，工作人员抢抓好天气修建生物
防火林带。无人机俯瞰之下，郁郁
葱葱的森林间有一条条修建好的
防火隔离带蜿蜒起伏，延展至山林
各处。

云阳山提升林区防灭火保障
能力项目是 2023 年度茶陵县人大
代表票决的民生实事，建设内容包
括林火阻隔系统和监测预警系统。
开设森林防火隔离带，就是把森林
分割成小块状，一旦发生森林火
灾，不仅可以阻止火势蔓延，还能

为救援人员和物资快速到达现场
提供便利。目前，26 条生物防火林
带已完成 24 条，40 条隔离带已完
成 38 条，55 个森林消防储水池已
完成 52个，4条防火道已完成 3条，
防火隔离带已完成 140 公里，超额
完成民生实事 50 公里任务数，摄
像头已完成 35 套改造升级；监测
预警系统正在进行挂网公开招标，
预计 2024年 1月底完成主体工程。

茶陵云阳国家森林公园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投资
400 万元新建 5 个高空云台、50 个
智能卡口和 8 个地表火探测器，通
过物防、技防结合，提升森林防火
能力。

茶陵建设云阳山防火阻隔系统

12月 27日上午 8时许，在虎塘社
区一个箱包生产工厂里，曾书红熟稔
地操作缝纫机，拼缝、卷边缝、绱拉链
……一天下来，她能做 1000多个编织
袋，月收入超 4000元。

这个工厂是去年引进的，20多个
移民户在此上班。

搬得出，更要留得住，关键要服
务好。在现有移民政策下，就医、就学
不再是难题，而就业成为困扰移民户
生计的关键。为此，桃坑乡探索移民
就业新路径。

房屋布局规整的虎塘社区引进

10余个服饰加工企业，利用社区和居
民闲置房屋办企业，每年给社区带来
收入 10 万余元，解决 200 多个移民户
就业；交通便利的桃江社区，发动居
民从事餐饮、零售行业；临街房屋变
门面，规范经营。同时，该乡还积极与
茶陵经开区对接，帮助 400 多个移民
户入园就业。

留得下，更要融得进。虽然进城
10余年，仍有不少移民户显得与城区

“格格不入”，融不进城市。
乡愁，是消除人心隔膜的法宝。

桃坑乡客家人居多，传统文化被逐步

唤醒。社区每年组织酿豆腐、炸油果
等美食制作拼比活动，营造浓浓的客
家年味；虎塘社区成立舞龙灯队，逢
年过节，非遗表演客家火龙成为保留
节目，让移民户有了精神归宿……随
着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移民社区成
为桃坑人的“新家园”。

“飞地”治理有了突破，但让“山
里人”真正融进城里，后续“精细治
理”永无止境。如今，桃坑乡以便民服
务为抓手，全力打造新的乡政府服务
站和村（社区）服务点，完善卫生、警
务等服务，让移民们住得更安稳。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李亚玲

“乡亲们，公章带下山了，现在就给
大家办证。”12 月 22 日上午 10 时许，每
周五基层书记例会后的“移动办证”服
务，又一次在茶陵县虎塘社区居委会办
事大厅拉开帷幕，为 30 余位来自桃坑
乡的移民户集中办好计生、养老认证等
事项。

这种“移动式”集中办证背后，蕴藏
着桃坑乡破解“移民飞地”基层治理难题
的大智慧，折射出该乡践行“枫桥经验”
的精彩实践。

自 2006 年起，茶陵县启动东阳湖水
库建设，桃坑乡 14个乡村或部分、或整村
被淹，8840 位居民大多被整体迁移到县
城两个新设立的社区，“移民飞地”从此
应运而生。秉持历史主动精神，桃坑乡政
府把“飞地”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密切联系
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途径，积极破解基
层社会治理职责交叉、责任不清和治理
真空等难题，努力探索“移民飞地”现代
化治理新路子。

户在山上 人住城里
12 月 22 日清晨 6 时许，从湘赣大市

场传来的叫卖声，唤醒了虎塘社区。60 多
岁的林连华提着篮子早早出门，短短 3分
钟就来到市场买菜。

作为首批落户虎塘社区的移民户，
林连华曾对这条不到 200 米的道路颇有
微词：当初，大家欢欣鼓舞进城，可随着
移民人口增多，脏乱差一度成为这里的
代名词。去趟市场，一百多米的路杂乱无
序，有乱放的杂物、车辆，还有私搭的菜
园、小围墙……

虎塘社区和桃江社区，正是桃坑乡
的“移民飞地”。2006 年，茶陵县政府从云
阳街道、下东街道和利民办事处划了两
块地用于移民安置。谁料进城后，遭遇不
少“成长的烦恼”。

人虽然下山了，但办证还得回山上
去；土地没了，工作没了，人心越来越浮
躁，新邻居之间摩擦不断；村民陆续下山
建房，租户不断增多，带来诸多治安隐患
……说起当初的移民生活，不少居民抱
怨连连。

有 意 见 的 ，还 有 社 区 干 部 。“ 以 前
想 治 理 ，由 于 没 有 执 法 权 ，人 手 也 不
够 ，难 啊 ！”虎 塘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邝 宏
兵说，2009 年，他负责管理两个移民社
区 ，遇 事 向 上 反 映 过 ，由 于 多 方 管 辖 ，
职能交叉，不知哪事推哪扇门，就算碰
对门，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问题接二
连三。

“移民社区治理难，难就难在‘飞着’。”
桃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周炳炳说，由于行
政区划和管辖权不统一，桃坑乡有属地
管理责任，却没有社区管理权限。人虽然
进城了，但资源管理和政务服务却“留”
在山上。

不能让“飞地”变成事故的隐患
地，桃坑乡下定决心，“对症下药”，彻
底根治“飞地”难题。

面对权责脱节、效能不高等困
扰“飞地”治理的“病灶”，桃坑乡开
出“新处方”——执法权缺失，用服
务补上。

“药方”有了，但“药材”哪里找？
近年来，桃坑乡一直致力于优化政务
服务，努力破解移民社区基层治理难
题，但起初效果并不明显，问题在于
基层“堡垒”缺人。

随着移民工作启动，不少非移
民户纷纷搬下山，两个社区居民达
1.2 万余人，可每个社区仅有党员 20

余人。
对此，2017年开始在虎塘社区管

委会担任党建专干的黎爱红深有感
触。开展社区环境整治，曾是一块“心
病”。“社区仅靠 20 余个党员根本管
不过来，往往是这边刚整治，那边又
死灰复燃。”黎爱红说。

“办法总比困难多，移民社区党
员少，就联动山上的党员一起来服
务。”桃坑乡党委书记陈吏说。

2022 年 4 月，桃坑乡在虎塘社区
打造“三融四联”党建引领加强移民
社区基层治理示范点，通过“组织联
动、属地联络、分类联系、事项联办”
方式，实现移民“生活融合、身份融

入、管理融城”。
“现在参与基层管理的党员有 67

人，其中住在社区但组织关系不在社
区的党员有 46 人，基层力量充足，实
现了‘村里事’社区办。”邝红兵说，这
是“三融四联”带来的成效，党员小组
长取代曾经的村民小组长，家家户户
都有联络人。

党员曾玉英习惯走访附近邻居，
帮忙化解邻里矛盾；党员何志阳巡逻
自家楼栋附近三条街，检查卫生和私
搭菜园问题；重大节日，党员陈开林
会走访困难家庭，嘘寒问暖。困难被
党员抓在手里，以服务代治理不再是
一句空话。

三融四联 夯实“堡垒”

精细服务 安稳融城

移民户在社区里的企业上班。陈洲平 摄

“山里人”也能管好城里事
茶陵县桃坑乡“移民飞地”基层治理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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