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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吴贝立） 日
前，省数据局发布《关于 2023 年政务服务改革“揭榜竞优”
典型经验的通报》，醴陵市“创新‘带押登记’提升服务效能”
入选十大“经典案例”。

2023 年，醴陵市围绕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开
展“放管服”改革“揭榜竞优”深化行动，全力打造优质、高
效、便捷的营商政务环境并取得较好成效。“带押登记”是该
市相关职能部门主动服务企业的创新之举，通过流程再造，
为企业节约资金和时间成本，让企业破解发展初期遭遇的
难题。

在项目推进中，该市行政审批局等职能部门通力配合，
组建“帮代办”专班，详细梳理解押流程、衔接业务办理部

门，组织会商会审。
醴陵利源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具备生产超长、超大、超厚

特种玻璃的能力，2019 年签约入驻东富工业园。去年 1 月，
该公司完成竣工验收，因其纯土地不动产权证被抵押至银
行，按照规定的流程，申请办理房地一体不动产首次登记，
要先还清在建工程抵押贷款后，再办理抵押注销登记。这就
意味着，该公司要筹集一笔“过桥”资金。

醴陵经开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牵头，联合相关部门提前
介入指导，将抵押注销、不动产首次登记等相关业务同步进
行，采取“带押登记”方式，通过一站式办理，材料内部流转、并
联审核。在未还清土地抵押资金的情况下，企业顺利办理了房
地一体不动产证，发证周期从7个工作日缩减至1天以内。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叶素 谭斌
斌） 当前正值早稻插秧时节，近日，茶陵县的种粮大户们
抢抓农时，开展早稻插秧作业，给广袤农田“披上”新绿。

4月 15日，走进界首镇火星村龙下铺水稻种植基地，几
名村民正忙着将育好的秧苗整齐地叠放在插秧机上，插秧
机在农机手操作下，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伴随着“哒哒”的发
动机声音，一株株嫩绿的秧苗从插秧机苗盘上依次滑落，均
匀插入水田。

“以前人工插秧 10 个人半天才能插完 2 亩地，现在机
插 2 个人仅需 10 多分钟就能完成，效率大大提高。”茶陵
县建强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贺建兵说，该合作社今年
流转了 1400 多亩地，4 月 14 日开始早稻插秧，月底可以
全部插完。

今年，茶陵县水稻种植面积约 17.5万亩，其中早稻种植
面积 9.37 万亩。目前，该县 600 余台农机具参与春耕作业，
现已完成插秧约 5000亩。

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
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当天上午，渌口区开
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向广大市民发
放知识手册，通过面对
面宣讲、现场答疑等方
式，讲解《国家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实
际案例，介绍当前国家
安全形势和各种安全事
件的防范方法，提醒市
民时刻警惕各种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共同构
筑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
防线。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
者/邹怡敏

通讯员/言博成 摄

国家安全 共同守护

畅通“微循环”
编织“大水网”

——小农水项目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株洲探索

醴陵政务服务改革获省通报表扬

农机插秧忙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张强 刘伟兰

时下，春耕生产按下“加速键”，湘东大
地汩汩作响的水网，托起了田间新希望。

农业的命脉在水利。自去年起，我市
深入实施小型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
三年行动，下大力气整治碟子塘、漏水
塘、渠道中梗阻等问题，进一步恢复塘
容，畅通水渠，提升灌溉能力。

得益于小农水项目建设的持续推
进，享有“湘东粮仓”美誉的株洲，激活了
遍布田间的“毛细血管”，源源不断的“增
产水”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着水利力量。

挂图作战
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

株洲山塘数量多，有近 10万口，分布
广而散，绝大部分年久失修，加上山地丘陵
面积居多，易蚀土壤广为分布，大多流入塘
坝，淤塞严重、水渠不畅，存在抵抗重大旱
情能力弱等问题。尤其在 2022年，我市遭
遇特大干旱，大部分地区小型农业水利设
施“蓄不住水、灌不到田、上不了山”的问题
进一步凸显，畅通“微循环”刻不容缓。

对此，我市水利系统把农村小水源
供水能力恢复工程列为市重点民生工程
来推进，成立了小农水工作专班，细化任
务清单，建立协调机制，挂图作战，分片
督导，迅速掀起了小农水项目建设热潮。

在醴陵市茶山镇茶溪村，清淤硬化
后的陡坝塘水面波光粼粼，汩汩清流沿
着渠道欢快地奔向农田。村党支部书记
杨满良介绍，“得益于恢复农村小水源蓄
水能力项目，这口原本年久失修、渗漏严
重的山塘重新发挥作用，解决了下游农
户的用水之忧”。

早在项目启动前，市水利部门提前
部署摸底，对山塘进行全面普查、体检，
梳理各县市区的山塘急需整治项目，对
年久失修、淤积严重“病险缠身”的山塘

“对症下药”，提前做好了前期工作，积极
争取上级资金。经过市、县努力，省里去
年安排株洲市农村小水源整治 1466 处，

“中梗阻”渠道畅通工程 111 公里，总投
资 1.17 亿元；今年又安排山塘清淤整治
1597 口，小型农田灌溉泵站改造 62 处，
渠道“中梗阻”畅通工程 75公里，总投资
1.33亿元。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各
地还通过加大地方财政配套、整合资金
渠道、引导受益主体筹资筹劳、乡贤捐助
等方式，构建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保
障项目顺利推进。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各地根据行政
乡镇区划，实行技术员分片包干制度，加
大项目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掌握项目建
设进展，着力解决影响项目推进的突出
问题。同时，各镇、村（社区）推选党员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代表为工
程监察员，轮流到工地对工程质量进行
现场监督，确保工程质量。

创新机制
让受益者变成参与者

激活“小农水”项目，农民是最大的
受益者。将农民对项目落地的迫切期待
转化为自身参与建设管护的积极性，让
农民从单纯受益者变成参与者，各地因
地制宜探索出新。

在渌口区淦田镇建宁村长塘清淤整
治项目施工现场，挖机来回穿梭清理淤
泥，村民们正在对塘坝防渗墙进行施工
作业，同时对塘坝下游清理沟渠杂草、垃
圾、泥沙。“这个水塘年久失修，漏水严

重，对农田灌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镇村

鼓励大伙一起来修缮。”村民周伯平介

绍，水塘修好后，将改善下游 100 多亩农

田的灌溉难题。

为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水利设施建设，

淦田镇每个村每个组组建了一支劳动竞

赛队，由村民们共同选出一处或两处山塘

进行修缮、清理。镇上将全程跟踪，对工程

质量、进度、蓄水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分，年底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
三等奖 3名，奖品分别是一头牛、两头猪、
三只羊。这样的劳动竞赛活动，不仅有效
调动了村民参与集体村级基础设施建设

的自觉性和能动性，更是营造了比学赶超
的项目建设氛围，形成了“村村争项目、户
户来参与”的良好局面。

让受益者成为参与者，我市还要求
各地实行“四自二公开”（即自选、自建、
自管、自用，项目选择公开、工程建成后
财务公开）的民主方式组织实施，让群众
参与建设和监督，确保每一个工程项目
让群众满意。

延伸管护
从“两张皮”到“一盘棋”

建好、管好，才能真正让小农水工程
发挥效益，给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站在攸县菜花坪镇一处清淤加固的
骨干山塘边，当地种粮大户易勇对小农
水项目赞不绝口。当地原有的农田基础
灌溉水渠大多是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
泥土渠，渠道窄小、过水能力弱，雨季洪
涝频发、旱季“喊渴”让他一度进退两难。
渠道“中梗阻”畅通工程实施后，农田可
以实现旱涝保收，他毛遂自荐成为一名
小农水管护员。

过去，重建设，轻管护，一直是农田
水利项目的痛点所在，影响了工程发挥
长久效益。为此，我市制订了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运行长效管理行之有效的办法，
实现了产权认定清晰、管护主体和管护
责任明确，让农田水利项目有了“户口
簿”，不仅补齐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短板，
更是建立了农田水利工程“有人用、有人
管、有钱修”的运行机制。

为小农水管护上“保险”，我市还不
断健全管护机制，提出由“当地村民组建
团队，制定‘三查’（查安全、查水量、查环
境）、‘三管’（管安全、管设施、管养护）”
的创新工作标准，落实管护经费，争取乡
财政落实村级管护经费。如攸县丫江桥
镇安排 1000 元/年/塘，菜花坪镇每年每
人交 20元作为山塘的维修养护经费。

如今，“强筋壮骨”的小农水畅通了
“微循环”，编织起“大水网”，正为越来越
多的农田送去“生命之水”，为乡村振兴
送去“活力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