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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马明玉）
为期3天的多哈游泳世锦赛跳水
项目选拔赛（第二站）12月3日
在汉收官。当日，我省昌雅妮携
手国家队队友陈艺文摘得女双3
米板金牌，王宗源搭档国家队队
友龙道一夺得男双3米板冠军，
我省组合严鑫/史震宇摘铜，湖北
队共夺得3金1银3铜。

有 5 对组合参加女双 3 米
板争夺。昌雅妮/陈艺文开赛
后一直稳居榜首，并以 337.65
分夺冠。背靠背夺得该项目冠
军后，昌雅妮/陈艺文基本锁定
多哈世锦赛参赛资格。“接下来
会提升短板，弥补不足，希望在
世锦赛上发挥得更稳定。”昌雅
妮说。

在随后进行的男双3米板决
赛中，王宗源/龙道一以总分
482.13分摘金，领先第二名广东

组合何超/彭健烽 76.20 分。在
汉连续进行的两站比赛收获四
金，王宗源说：“两站选拔圆满完
成任务，也检验出一些问题。回
京后会认真备战多哈世锦赛，将
所有压力转换成动力，让自己做
到更好！”

省跳水队领队刘蕙瑕表示，
通过第一场全锦赛和第二站选拔
赛的考验，我省队员在赛场上取
得了亮眼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
些短板和不足，在接下来的冬训
和备战中将有针对性地调整。相
信我省参加多哈世锦赛的队员将
会在赛场上取得佳绩，展现湖北
健儿的风采。

本站选拔赛结束后，中国跳
水队马不停蹄赶回北京，进入多
哈世锦赛备战。我省王宗源、昌
雅妮、郑九源及程子龙也随队回
京。

王宗源揽3米板双金 昌雅妮折桂女双3米板

多哈世锦赛选拔赛在汉落幕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子轶、
通讯员张恒）截至11月28日，省
市场监管局完成了对全省823.5
万户经营主体的精准信用风险分
类，覆盖所有类型经营主体和所
有专业领域。

省市场监管局信用处介绍，
全省经营主体信用风险分类系统
已涵盖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全部经营主体。按照
信用等级分，A类占比27.93%；B
类占比64.21%；C类、D类各占
比6.81%和1.09%。

在各个专业领域，我省已建
成10个专业领域信用风险分类
子系统，涵盖知识产权、食品流
通、食品生产、餐饮服务、产品质
量监督、广告监管、网络交易监
管、特种设备、计量、检验检测
等。专业信用风险分类可以实现
对专业类企业精准画像并及时预
警，助力解决专业性较强的监管
难题。

截至今年11月，省市场监管
局共归集共享涉企信用信息
8603.53万条，信用风险分类结

果实行一月一调整，风险分类结
果将被推送至双随机抽查平台，
各地监管部门将根据企业信用风
险等级合理抽取检查对象，对信
用风险低的企业，合理降低抽查
比例和频次。

除执法监管外，信用风险分
类结果在行政审批、资质审核、荣
誉评比等方面亦有重要作用。在
长江质量奖、湖北精品、重合同守
信用、放心消费示范创建评选中，
目前我省规定只有信用风险低的
A类企业才有资格参评。诚实守
信企业享有更多服务便利，在行
政审批时，A类企业可以实行“容
缺受理”和告知承诺制，并通过

“绿色通道”办理。
立足信用分类，我省构建起

企业信用风险监测预警模型，“一
址多照”“一人多企”“频繁投诉”

“抽检不合格”等均为风险敏感
词。在后台，基层市场监管工作
人员可以看到这些企业被精确贴
上了风险标签，还会收到风险提
示短信，让执法和监管更有针对
性。

我省构建起企业信用风险监测预警——

800余万户经营主体
有了精准信用风险分类

湖北日报讯（记者杨富春、
通讯员徐洁）“受到处分后情绪特
别低落，组织谈话给我很大鼓舞，
一定调整好心态积极工作。”近
日，黄石开发区·铁山区受处分党
员干部祝某某接受回访教育后表
示。此前，祝某某因接受可能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今年以来，黄石开发区·铁山
区纪（工）委监委开展对受处分党
员干部的回访教育工作，通过做
好访前、访中、访后3个环节工
作，激励“跌倒干部”重拾干劲，从

“有错”向“有为”转变。
该区纪（工）委监委对今年

以来受处分干部名单全面梳理，
分析研判，制定回访教育人员名
单。对开展回访教育的主体、对
象、程序、方法等明确规定，通过
定任务、定目标、定责任，构建
党风政风监督室、纪检监察室、
案件审理室、派出机构、镇（街）
纪（工）委等协作配合的工作模

式，确保回访教育责任压实到
位。

该区纪（工）委监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主要负责人介绍，谈话前
会全面了解回访对象在受处分期
间的工作表现、生活状况、思想变
化，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处分类型
拟定个性化回访方案，引导受处
分干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放下
包袱、轻装上阵。

此外，该区纪（工）委监委做
好访后工作，强化回访教育结果
运用，将回访教育情况记录在
册，并向受处分干部所在单位党
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反
馈。对影响期满后，思想认识到
位、作风转变明显、工作实绩突
出的干部，视情况推荐选拔任
用，激发干部担当作为的干劲和
热情。

今年以来，该区纪（工）委监
委共对89名曾受处理处分的党
员干部开展了回访教育，其中乡
科级干部17人。

黄石开发区·铁山区纪（工）委监委

回访引导“跌倒干部”重拾干劲

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通
讯员潘庆芳、赵超）12月2日，宜
都市城乡公交换乘中心，78岁的
松木坪镇金岗岭村村民张玉先登
上 501 路公交车，刷身份证乘
车。这是该市率先在全国县级市
首创65岁以上城乡居民刷身份
证免费乘坐城乡公交的场景。

今年8月，宜都市迈入“全域
公交”时代。调查显示，该市每天
65岁以上刷身份证的老年人达
到3500人次，占乘坐城乡公交总
人数的45%。如何更好服务老
年群体出行？该市交通运输、公
安等部门紧密合作，联合研发刷

身份证免费乘坐城乡公交的新支
付系统，简化老年人出行流程。
据悉，外县、外省65岁以上老年
人在宜都市也可刷身份证免费乘
坐城乡公交车。

截至 11月底，宜都市新购
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60台，已
开通9个乡镇城乡公交，公交进
村覆盖率达 80%，与原来农村
客运燃油车相比，票价下降
40%以上。该市计划今年内实
现 100%的乡镇和 90%的行政
村通公交，并向城市公交推广
65岁以上老年人刷身份证免费
乘车的做法。

宜都65岁以上老人
刷身份证免费乘坐城乡公交

“以前烧柴火，做顿饭要一个小时，
现在用燃气灶，不到半小时就做好了。”
11月19日，沙洋县沈集镇郑岗村三组，
71岁老人王继琴欣慰地说。

王继琴患有听力障碍，且腿伤多年
不能走路，被评为二级残疾，在家能够更
方便地生活是她的最大期盼。

今年以来，沙洋锚定民生实事，用心
用情解难题。动员全县党员干部下基层
10379次，收集群众期盼解决的问题千
余个。困难重度残疾人在家生活不便就
是其中之一。

随后，沙洋决定对全县困难重度残
疾人家庭和80岁以上持证残疾人家庭
进行无障碍改造，王继琴家被纳入其
中，改造后，她家厨房、卫生间焕然一
新。

走进王继琴家厨房，老式的柴火灶
上，架着两口大铁锅，略显发黄的锅底显
示，柴火灶已好久没用过。柴火灶旁是
一台崭新的双炉燃气灶，高度比正常略
低，方便王继琴坐着做饭。“以前做顿饭
累得满头大汗，改造后舒服多了。”王继
琴高兴地说。

厨房、卫生间被改造一新的，还有高
阳镇苏集村三组村民张吉要。

张吉要的妻子先天残疾，母亲是聋
哑人，去年家里漏电起火，他不幸被烧
伤，勉强可以行走。重度残疾人无障碍
改造启动后，张吉要家也被纳入。

走进卫生间，坐式抽水马桶刚刚安
装好，墙上安装了扶手，地板用的是防滑
砖，淋浴花洒也是可以升降的。“真的很
贴心。”妻子朱雨芬说，张吉要体重160

斤，被烧伤后洗澡、上厕所是最大难题，
以前洗澡、上厕所后，自己经常拉不动
他，现在有了扶手，这些丈夫自己就可解
决。

此次无障碍改造，张吉要家不仅改
造了厨房、卫生间，还拆除老旧电线，升
级了线路，还安装了燃气泄漏报警装置，
连热水器也是防漏电的。张吉要母亲80
多岁，是聋哑人，工作人员特意给他家安
了闪光门铃，门铃灯光一闪，老人就知道
有人回家，便立即起身开门。

“改造后，家里舒适又安全。”张吉要
的儿子张光辉在武汉一家物流公司工
作，过去几乎每天都要嘱咐父母注意用
电用气安全，还担心父亲洗澡、如厕问
题，现在他放心多了。

“现在不用人帮忙，天天都能出门晒

太阳。”沙洋镇农建社区谢俊华逢人就夸
“改造好”。52岁的谢俊华患有小儿麻痹
症，走路不方便，因家门口有三步台阶，
天晴出门晒太阳、下雨从院子回家，这些
常人眼中的小事，若没人帮忙，对他来说
都是奢望。

为满足谢俊华自由出门晒太阳的心
愿，无障碍改造时，工作人员在他家门口
新建一段专供轮椅行驶的缓坡路，并安
上扶手。如今，坐上轮椅、扶着扶手，谢
俊华天天都可出门晒太阳。

“群众在哪里，身子就扑在哪里。”沙
洋县委组织部部长万天松介绍，今年沙
洋着力解决群众就业、教育、医疗、托育、
住房、养老等方面突出问题1226个。其
中，实施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1099户，惠及1116名残疾人。

沙洋实施无障碍改造1099户，惠及1116名残疾人——

化“碍”为爱暖心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祝华 通讯员 蔡代明

“近年来，新洲区围绕打造‘慈善
之乡’，着力营造浓厚慈善氛围，对于
参与慈善活动突出的企业和个人，在
全区大会上表彰他们的事迹，让善行
善举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陶建权
说，新洲区走出的“慈善之星”“爱心
企业家”“荆楚慈善楷模”声名远播，
深入人心。

如今，该区营造的慈善氛围更与
时代同步。

“借助两届‘湖北数字公益节’，
新洲区通过系列线上线下活动，刷新
公众对于互联网筹款的认知，营造了

‘人人皆可慈善’的氛围。”汪海燕介
绍。

那段时间，他们汇聚慈善力量，
发布新洲区“幸福家园”“慈善大病救
助”“童享阳光”3个慈善项目，众筹的
善款重点捐助大病患者、困境儿童，
助力乡村振兴；发动各参与人员发微

信群、朋友圈，开展点对点、面对面的
宣传，加大人际传播力度；广泛动员
区内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爱
心力量，组建若干支临时战队，把公
益慈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聚拢起来
……

感人场景涌现——在徐古街教师
节爱心企业捐赠现场，上百位村（社区）
干部在会议间隙，围着慈善会的宣传
水牌，扫描新洲区“99”公益日慈善救

助项目二维码，热心干部们匿名捐赠，
很快在后台显示增加了3715元。

“两届‘湖北数字公益节’，全区5
万多人踊跃参与答题，捐款1.8万余
笔，捐款额350万元，其中以匿名形式
捐款的有上万人。许多人就是在氛围
感召下匿名捐赠的。”汪海燕说。

此外，区慈善会及时发布慈善新
闻和捐赠动态，为市民提供持久的

“慈善精神食粮”，直播“幸福家园 共
同缔造”公益创投大赛，营造浓厚的
慈善互助氛围。

氛围浸润，匿名慈善“悄然生长”

“‘老朋友’算是匿名捐款最突出
的代表，他不仅持续捐款时间长、额
度较大，而且连续6年都没有间断！”
汪海燕翻开匿名捐款登记册，这笔署
名“老朋友”的捐款有6笔，共计87.5
万元。每年重阳节，“老朋友”都会委
托自己的妹妹到慈善会“报到”。

9月28日，李集街道在湖北省慈
善总会“幸福家园”项目新洲区李集

街道社区基金平台发起重阳节慰问
老人活动。活动刚在线上发起，“老
朋友”就第一个表达了捐款意愿。

10月11日，受“老朋友”委托，他
的妹妹到区慈善会送来15.5万元。
自2018年起，“老朋友”持续给全村
70岁以上的老人重阳节爱心慰问，每
位老人都会领到1000元红包，重症
重病对象还有大额爱心救助。

任河村的68岁老人任焱明患癌
多年，提起捐款不留名的好心人，抹下
感激的泪水。他累计得到“老朋友”
1.2万元的救助。今年，突患肠癌的陈
贵喜，收到了来自“老朋友”雪中送炭
的2万元，一家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老朋友’实实在在献爱心，成
为全区众多匿名慈善人士的榜样！”
陶建权竖起大拇指说，“他让向善‘种

子’在人心里扎根、开花、结果。”
据悉，2022年，该区成为全国“幸

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工程慈善协同
示范区，实践共同缔造的理念和方法，
吸引大批乡贤参与村（社区）乡村振
兴、美好生活建设中，2021年至2023
年，全区“幸福家园”街镇基金及村社
互助项目，15个街镇场100余个慈善
项目，累计筹款1007.02万元。

如今，“老朋友”匿名捐款的故
事，在新洲区感动了许多人。一时
间，匿名捐款蔚然成风。

榜样引领，播撒“向善种子”

“新洲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
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
教授设立问津教育基金，搭建以‘向
善’促‘行善’的平台。他是新洲区贤
达们的慈善榜样！”陶建权笑着讲述
一个月前的慈善故事。

2011年9月，巴曙松在新洲一中
设立了以其高中班主任胡立善命名
的“立善杯”作文竞赛专项奖学金，激
励广大学子以笔为戈书写青春风
采。今年10月，他在专项奖学金的
基础上发起设立“问津教育基金”，广
聚慈善涓流，首期共筹资64万余元，
旨在广泛开展教育领域“助学、奖优、
济困”等慈善活动。

“新洲的问津文化延续千年、弦
歌不绝，滋养出了一大批事业有成、
热爱家乡、倾心公益、钟情教育的社
会贤达，希望以教育基金为媒，将教
育薪火代代相传、思源情怀层层传
递。”巴曙松深情地对家乡人说。

如今，因传承而新生，该区不断
挖掘问津文化内涵，用好贤达资源，
通过慈善基金，让问津文化与慈善文
化双向奔赴。

为了厚植文化土壤，该区在全区
三级干部会上对一批“爱心企业”给
予公开表彰，在全区形成了“做慈善
就该获得最高的礼遇”的价值导向。

由于受社会公认的精神激励，新

洲区民间善行积淀被激活。
采访中，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了解

到在一些学校，老师们将身边的慈善
故事让学生品读。学生们在作文中，
表达自己被慈善事迹所感动，精神受
到洗礼，今后要努力学习，传承慈善
精神，回报社会。

据介绍，在新洲区各街镇政务服
务中心里，悬挂着慈善捐赠的二维
码，不少匿名捐赠就从这里发出。如
今，匿名捐资修路搭桥、扶助老弱等
善行义举随处可见。

“匿名捐款献爱心在新洲较为
显现，这种默默奉献的精神凸显了
践行大众慈善的高尚情怀，令人钦

佩。”湖北省慈善总会宣传外联部部
长蔡友恒多次赴新洲区交流慈善工
作。

“窥斑见豹，我们可以管窥在这
片沃土上被问津文化滋养的时代新
风、文明进步。”湖北省公益创新研究
会副会长李莉教授表示，新洲出现匿
名慈善不是偶然现象，深厚的文化土
壤、百岁老人的精神传承、现代公益
文明的洗礼，共同缔造出新洲的慈善
之花。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
思专程赴新洲实地调研后认为，作为

“问津”故地，新洲人文底蕴厚重，人
们在助学、资教、济困的点滴善举中，
使得慈善成为一种日行而不觉的自
然生活方式，而这也是慈善文化传承
的最高目标。

厚植文化土壤，尚善直击人心

“新洲区匿名捐款（捐物）现象成为我省大众慈善的一道靓丽

风景，温暖和润泽着成千上万受助者的心田。”湖北省慈善总会一

位负责人在考察武汉市新洲区慈善工作时，深受感动。

如今，新洲区广泛凝聚大众力量，汇聚八方慈善涓流。

缘何在这片热土上开出慈善新花？近日，新洲区民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区慈善会会长陶建权这样解读：“新洲区有着浓厚氛围

的浸润、新时代慈善榜样的示范引领、问津文化的弦歌滋养，造就

了大众慈善‘新洲现象’。”

“问津”滋养 爱心化人
——大众慈善“新洲现象”解析（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喜

12 月 1 日，武汉地铁 5 号线调整
工程开通试运营，与 5 号线贯通运
行。据介绍，武汉地铁 5 号线起点调
整工程位于白沙洲大道与黄家湖西路
之间，全长2.61公里，起于红霞村站，
经科技大学站与5号线起点中医药大
学站相接，共设2站2区间，沿线周边
有湖北中医药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武
汉交通职业学院等高校，以及多个小
区，高校师生加上周边居民约 20 万
人，为市民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图
为乘客在红霞地铁站上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武汉地铁5号线调整工程

开通试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