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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湖北三六重工有
限公司成立，我也从武汉理工
大学毕业，成为了公司第一批
技术员。

小 时 候 ， 我 就 有 一 个 心
愿，想发明一些先进实用的机
器。工作之后，我开始辗转于
试验台、车间、资料室，每天
与“铁疙瘩”打交道。我做的
产品都是要按照客户要求量身
定制的，几乎不生产“重样”
的产品，因此，一年到头我都
是不断在做新的设计、安装、
调试……

2012 年，我遇到一次大的
挑战。德国客户订购的一种产
品，要求在停电时能将 16 吨重
物自动提升到 7 层楼顶。而当
时，国内生产的所有产品都仅
能做到手动下降功能。

时间紧、难度大，产品涉
及的技术远远超出工厂当时的
技术积累，这反而燃起了我的
斗志。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率
领技术团队加班攻关，满脑子
都是设计图和不断更改的设计

方案。在车间、在组装现场，一道又一道技术
难题被攻破。就这样，3个月后，我们终于完成
了定型生产。模拟试验的那天下起了大雪，在
寒风中，我和安装工人一次次攀上 20多米高的
试验台调试设备。调试结束时，已是深夜，当
看到德国客户露出满意的笑容时，我内心的成
就感油然而生。此次技术攻关，我们团队在国
内首创的断电自动控制技术获得了 2 项专利授
权，我们的产品至今还在国外项目上安全使用。

我还带领团队成功研制了国内最大的 46°
爬坡检查车产品。这个产品目前已取得6项专利
授权，成功替代了进口产品，占领了国内同类
产品 50%的市场份额。用创新突破常规、刷新
认知是我的毕生所求。

2016 年，我牵头成立了由技术、生产骨干
组成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成
员一次次走在科研前线，完成了多项技术发明
革新。除了技术创新，劳模创新工作室还培养
了大批生产、技术骨干，每年对到公司实习的
高校大学生进行厂内实训，储备公司后备技术
人才。目前，我们的创新团队共获得 29项专利
授权。

自从开启工匠生涯，我就像行驶在高速路
上的汽车，前后都是飞驰的同伴，尽管累，但
充实、快乐。这是个拥抱创新的时代，在创新
的路上，我停不下来，也不
想停下来。

（作者范晓霞为党的二
十大代表、湖北三六重工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常务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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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省陇西县建立起矛盾纠纷联合调
处、诉前调解无缝衔接新机制。县综治中心持续
完善工作流程和服务项目，发挥道路交通、婚姻
家庭、医患纠纷等 16 个专业调解团队作用，常态
运 行 群 众 “ 点 单 ”、 中 心 “ 派 单 ”、 团 队 “ 接 单 ”
的服务模式，将各类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
揽子化解”。

陇西县渭阳乡村民苏某曾到乡综治中心反映，自
己与邻居李某共用多年的出入通道被邻居私自据为己
有，严重影响自己通行。乡综治中心建议苏某通过诉
讼途径解决。

考虑到李某在外地居住，乡综治中心主动联系法

院，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视频系统，组织乡、
村及相关部门会商、核实、研判，形成调处意见。最
终双方均表示认可，互相让步体谅。

据了解，陇西县依托“陇情e通”和“人民法院调
解平台”系统，整合乡镇和法庭数据资源，分级分类
组建调解员库，群众根据自身需要和诉求类型自行
选择矛盾纠纷调解地点和调解员，切实增强了调解
针对性和适应性。近年来，陇西县以“诉调对接”
为重要抓手，推动综治中心与诉讼服务中心平台共
建、信息共享、资源共用；综合运用视频接访、预
约调解、邀请调解、远程调解等方式，成功调解矛
盾纠纷 400 余次。

建设高水平自然生态，塑造
公园城市优美形态

午后，不少市民悠闲地在淦河边游
玩。“现在的淦河环境越来越好了，就像个
美丽的大花园，来这里心情都会很舒畅。”
市民王雨薇说。

淦河是咸宁的“母亲河”，发源于大幕
山南麓，经咸宁城区汇入长江，全长 76.6
公里。5 年前，淦河一些河段是“黑水
沟”。“那时候城区生活污水直排淦河，部
分河段河道淤塞，垃圾漂浮。”咸宁市城市
排水管理处处长黄胜强说，当时每天有1.1
万吨生活污水排入淦河。

2018年，咸宁成为全国首批 20个黑臭
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之一。为了进一步给淦
河“疗伤”，咸宁又先后投入 29 亿多元，
系统推进淦河及其支流治理。“我们通过上
下游统筹、左右岸协同、干支流互动，对
淦河进行了控源截污、生态修复、农业源
污染整治、水质监控等，让淦河流域水质
基本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黄胜强说，
生态修复的同时，咸宁市在淦河建设了 1
条滨水绿廊、3 段特色水岸、6 大景观节
点。2021 年，淦河进入湖北省幸福河湖示
范名单。

近年来咸宁实施了江湖连通工程、非
煤矿山综合整治、废弃矿山开发式修复
等十大生态环境提升重点行动，着力建
设高水平自然生态，塑造公园城市优美
形态。

每逢周末，市民李娟就会带着女儿到
家门口的“口袋公园”转一转。“这里有景
石、草木、椅子，不仅可欣赏美景，还可
休息。”李娟说，咸宁现在基本上是开门见
绿、屋边有花、街头有园。

“2013 年，咸宁成功创建国家公园城
市。虽然当时城区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基
本要求，但绿地分布不平衡，服务半径覆
盖率偏低。”咸宁市城管执法委四级调研员
刘琼介绍，增强市民绿色获得感和生态幸
福感成为工作重点。

此后，咸宁市积极依托城市道路、商
业街区、居住区等区域，拆违增绿、留白

植绿、见缝插绿，有效利用城市空间建设
“口袋公园”。顺应市民“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需求，咸宁陆续在主城区建设
了82个街头游园。

“我们不只是在城市里建几个公园，而
是要把整个市域建成一个大公园，让 300
万市民生产生活在生态公园里。”咸宁市委
政研室副主任汪球介绍，咸宁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15.75平方米，今年全市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88.1%。

立足资源禀赋，做大做强大
健康产业集群

在元气森林咸宁工厂，透过全玻璃的
外墙内壁，可清楚看到饮料、酸奶生产
线正在快速运转。“我们有 5 条饮料生产
线和 12 条酸奶生产线，每条产线日产饮
料数量可以达到 80 万瓶。”元气森林创始
人唐彬森介绍，这是公司的第 4 座工厂，
从2021年12月开始投产，年产气泡水饮品
6亿瓶 （罐）。

为何选择落户咸宁？唐彬森透露，一
方面是这里占据通达长株潭城市圈、接驳
北上广都市圈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咸
宁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和优越的生态环境，
可提供优质的水资源。“咸宁非常重视水环
境保护，这很符合我们的选址要求。”唐彬
森说。

近年来，咸宁以绿为纲、以绿为魂，
推动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不断提升
发展的“含新量”“含绿量”“含金量”。

每逢冬日，咸宁各地的温泉消费就热
了起来。“上周降温后，来泡温泉的游客明
显 增 多 ， 12 月 第 一 个 周 末 接 待 近 2000
人。”咸宁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负责人王华
强介绍，咸宁是国家首批命名的“中国温
泉之城”，温泉遍布全域，年总储量达 700
万吨，日均出水量可达万吨，每年都会吸
引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

咸宁温泉的开发利用历史有 1400 年。
2009 年，咸宁开始大规模发展温泉旅游，
如今咸宁温泉已成为湖北主要的旅游名片
之一，有力推动了大健康产业发展。

“我们想做大做强医、药、养、健、
游、护为一体的大健康产业集群。”咸宁市
政府研究室经济科科长罗博介绍，咸宁围
绕养生发展起中药材、桂花、青砖茶等特
色农业，并依托市内的四所高校大力培育

护理人才。良好的生态和康养环境，让咸
宁成为了休养、居住的理想之地。”

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底，咸宁市共
有大健康产业各类市场主体 10.52 万户，
总体规模 672.91 亿元，产业增加值 168.37
亿元。

聚焦独特地域文化，提升公
园城市文化内涵

咸宁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有三
国赤壁古战场、“万里茶道”源头之一的羊
楼洞、传承百年的提琴戏……咸宁在打造
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的同时，聚焦独特地域
文化，提升公园城市文化内涵。

让城建与城市文化融合，更多地彰显
地方特色，咸宁在城市公共设施规划之初
就引入本地文化，引导开发企业推广“生
态花园建筑”。

漫步咸宁市咸安区永安街道永安社区
茂林巷，长约 2 公里的街道里，喜鹊、马
头墙等墙体彩绘栩栩如生。“变化真大，现
在咸宁的巷子里满是文化的味道。”返乡青
年陈萱边走边感叹。

茂林巷是咸宁的老街巷，随着时间的
推移，巷子里曾一度车辆乱停乱放，道路
变得狭窄，外墙更是灰头土脸，周边的居
民怨言不少。2022 年，咸宁在背街小巷环
境整治中，用反映时代变迁的墙绘刷新了

茂林巷的“颜值”，也增加了老街巷的文化
内涵。

“我制作墙绘时，以时间轴串联 3 个
主题，分别为西河渔火、城市记忆、时
代 变 迁 。 绘 画 就 地 取 材 ， 保 持 原 有 管
道、窗户、电箱等功能不变，并将它们
有机融入墙绘中。”画师李俊炼说，背街
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与百姓的生
活息息相关，画师们精益求精，常常反
复修改画作。

在咸宁市第七小学，有一条弧形景观
长廊从马路延伸到学校门口。沿途步行，
可见世界各地著名建筑的绘画以及各种形
状的拼图。“我们在修缮步行道时，鼓励学
生加工废弃物品装饰步道，将生态与文化
融合在一起。”咸宁市第七小学校长朱海涛
说，他们在步道沿途建设“共建花园”，让
每个班的学生在“共建花园”里养护一处
花草。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近年来，咸宁在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中，深深植入本地各
种文化符号，让建筑本身成为景观，让城
乡规划进一步彰显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特
征。数据显示，2022 年，咸宁完成市级约
100处历史建筑测绘建档工作，整治背街小
巷 114条。“我们将立足咸宁自然生态资源
禀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全力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积极探索塑造城市新形态。”咸宁市委
书记孟祥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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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宁市：

用“绣花功夫”建公园城市
本报记者 田豆豆 吴 君

长江之滨、湖北之南，冬日的咸宁仍绿
意盎然，目之所及，皆是桂花、楠竹、樟树等
常青植物。数据显示，咸宁市林木覆盖率
达57.05%，城区绿化覆盖率41 .39%，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连续5年位居湖北省前列。

良好的自然生态，让咸宁获得了诸
多美誉：中国温泉之乡、桂花之乡、茶

叶之乡、楠竹之乡……湖北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报告提出，支持咸宁打造武汉都
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近年来，咸宁
下足“绣花功夫”建设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在山水之间矗立起一座日新月异的
现代化新城。

今年5月，咸宁自然生态公园城市标

准化综合试点获国家标准委批复，成为
全国第三个获批的国家级公园城市标准
化试点。“我们将依托绿色本底，统筹规
划、建设、治理，协调生态、生产、生活，推
动‘园在城中’向‘城在园中’转变，突出宜
居宜业，打造幸福咸宁。”咸宁市委副书
记、市长杨军说。

排队等待炒凉粉的市民游客、叫卖各种美食的小商
贩……街灯下，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的
宁东集市一番热闹景象。这里有固定美食摊位 60个，特
色小吃档口40个，活动摊位及小吃车等130余个。

“要管理好夜间集市，提供相应的组织保障是很有必
要的。”城东区委组织部部长芦婷说，参照社区网格化服
务管理体系，城东区设置商圈网格，在中惠万达商圈、
新千王府井商圈打造商圈网格示范点，探索形成商圈党
建网格与社区治理网格融合互动的模式。

目前，城东区在各类夜市共划分商圈网格 16个，在
网格内将社区党组织、商圈党支部和周边小区党支部联
合起来，构建夜经济党建服务阵地网络管理格局，整合

网格内党建资源成立专班，在夜市开展交通疏导、治安
管理、宣传引导等工作。

小网格激发治理大效能。新千观光夜市商户最多，
人流量最大，登记摊点高达278个，共和路社区党委联合
商圈物业成立服务队，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放

“诚信经营、门前三包”指导手册等，推动夜市更加规
范、有序经营。

为了让夜市经济与特色旅游相融合，城东区还召开文
商旅融合发展大会，充分发挥互联网企业党组织作用，推介
美食打卡、老街漫步等8条特色旅游线路。通过拍摄城东区
十二“食辰”美食微电影，推出美食探店短视频，将城东区的
人文景观、自然风光串联起来，让夜经济更加多姿多彩。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商圈网格护航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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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陇西县：

“一站式服务”化解矛盾纠纷
常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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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自身定位 发挥比较优势
吴 君

咸宁是武汉都市圈的重要成员，被称为武汉
“后花园”。找准自身定位，积极融入武汉都市圈，
抓好产业协同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是咸宁产业形态
发展的方向。

近年来，咸宁确立“以景映城、以绿营城、以
水定城、以业活城”的城市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将
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路径，取得了一系列可
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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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咸宁。 袁 灿摄

““城在园中城在园中””的咸宁的咸宁。。 夏正锋夏正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