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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武汉海事法院沅江司法便民服务
点高效司法，真正为我们企业纾困解难。”近
日，湖南某船舶工程公司诉大理市某港务管
理站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的双方当事人，
先后向武汉海事法院致谢。

湖南某船舶工程公司与云南大理某港
务管理站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约定由某船舶
工程公司为某港务管理站建造海事监管艇
一艘，分四期支付。合同签订后，某港务管
理站按合同约定支付了第一期、第二期款项
62万余元。此后，某船舶工程公司向某港
务管理站移交了船艇，并对船艇的驾驶及售
后维护、保养等相关方面进行了培训。但港
务管理站接收船舶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第
三期、第四期款项合计26万余元，某船舶工
程公司多次催收未果，诉至湖南省沅江市人
民法院。

经审查，沅江市人民法院认为该纠纷属
于武汉海事法院管辖。从有利于当事人便
捷、高效解决纠纷的角度，武汉海事法院将
该案指派给该院沅江司法便民服务点进行
诉前调解。

该便民服务点由武汉海事法院与沅江
市人民法院协作设立，旨在为沅江及周边地
区涉海商事案件企业提供诉讼服务。反复

沟通了解双方诉求后，法官深入释法明理、
剖析利害关系，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
因交付船舶存在瑕疵，双方同意调减合同
价款，并就调减后合同余款约定分期付
款。目前，某港务管理站已按约履行支付
义务，纠纷得到妥善化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
案件范围的相关规定，发生在长江流域的
水域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纠纷案件由武
汉海事法院专属管辖。现阶段，武汉海事
法院管辖区域为四川省宜宾市合江门至
长江下游安徽省与江苏省交界处之间约
2380公里的长江干线及支线水域，涵盖宜
宾、泸州、重庆、涪陵、万州、宜昌、荆州、岳
阳、武汉、九江、安庆、芜湖、马鞍山等主要
港口。

去年12月以来，湖北高院分别与重庆
高院、湖南高院、江西高院、四川高院、安徽
高院分别签订《关于加强长江沿线涉海事
诉讼服务司法协作协议》，进一步明确五省
一市长江段海事案件由武汉海事法院管
辖。

系列协议同时提出，要打通服务辖区
内长江沿线群众、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星链计划”随之产生。

去年12月18日，武汉海事法院沙市司
法便民服务点在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挂
牌。这是武汉海事法院针对点多、线长、面
广的工作实际，打造五省一市海事司法联
盟、沿江重要城市港区便民服务点“星链计
划”的重要一环。

该便民服务点设在沙市区人民法院立
案大厅内。长江荆州段的海事海商纠纷当
事人，可就近到沙市司法便民服务点申请诉
前调解。案件调解成功的，调解员起草相关
调解协议，由武汉海事法院出具调解书或司
法确认裁定书，将调解成果迅速固定；案件
调解不成功的，调解员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

法院在线服务平台、跨域立案等多种方式完
成立案，加强诉调对接，提供一站式诉讼服
务，有效减轻企业和群众诉累。

“武汉海事法院是全国11家海事法院
中，唯一本部设在非沿海省份的海事专门审
判机关。”武汉海事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
革胜介绍，从案件类型上看，武汉海事法院
的受案范围涵盖除海事刑事案件以外的所
有海事海商、海事行政案件，主要包括长江
干线及支线水域内发生的海事侵权纠纷、海
商合同纠纷、海洋及通海可航水域开发利用
与环境保护相关纠纷、其他海事海商纠纷、
海事行政案件及海事特别程序案件（包括执

行案件）等六大类108种案件（包括相关涉
外案件）。

随着长江航运经济的蓬勃发展、黄金水
道功能的不断拓展，沿江人民群众、港航企
业对海事司法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多地党委
政府、行业协会、港航企业呼吁在当地设立
海事审判组织。

武汉海事法院经过调研发现，沿江法院
及有关海事机关、行政机关对武汉海事法院
的专业属性、职能职责、管辖范围、案件类型
等均不是很熟悉，一些港航企业对海事海商
法规不甚了解，使得违规行为和诉讼风险增
多。

另一方面，武汉海事法院受客观条件限
制，对发生在长江干线及支线水域的部分案
件很难做到应收尽收，导致部分案件在地方
法院审理，未能及时回应及满足人民群众对
海事司法服务的诉求，客观上造成一些本可
及时化解的涉水涉船涉港纠纷未得到及时
化解。

武汉海事法院实施的长江沿线重要港
区海事司法便民服务点“星链计划”，依托沿
江当地基层法院，以武汉海事法院本部和三
个派出法庭为基地，在长江沿线重要城市港
区设立海事司法便民服务点，为解决海事海
商纠纷提供最大程度的便民利民条件。

便民服务点高效司法为企业解纷

回应沿江日益增长的海事司法需求

此次在铜陵、池州、安庆三地设立的司法便民服
务点，加之前期在泸州、秭归、荆州、岳阳、沅江、九
江、鄱阳湖设立的服务点，和武汉海事法院重庆、宜
昌、芜湖三个法庭一起，标志着武汉海事法院长江干
线重要港区海事司法便民服务点“星链计划”从上游
四川到下游安徽全链贯通、初具规模。

目前，武汉海事法院正打造与“星链计划”相适
应的高质量特邀调解员队伍。在当地聘请人头熟、
地方熟、业务熟、热情高、公道正派的各界人士为特
邀调解员，充分发挥好他们来自基层、深入基层、了
解基层的优势，用当地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理解
得了的方式、约定俗成的习惯，大力开展诉源治理和
多元解纷工作。

司法便民服务点将积极融入当地党委领导下的
诉源治理工作格局，与当地有关中、基层法院在信息
共享、远程立案、诉前调解、巡回办案、普法宣传、矛
盾排查、信访接待、走访企业、协助保全和执行、代为
调解和送达、环境保护以及依法规范和支持海事行
政行为等多领域开展合作，及时回应沿江人民群众、
市场主体的需求，最大限度促进大事化小、小事化
无，防止小事闹成大事、无事闹成有事，抓前端、治未
病、定纷止争。

同时，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对多元解纷的引领、
推动和保障作用，加强与当地的人民调解、商事调
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多元解纷方式的对接协
作，打通与其他政府部门、各类调解组织、行业协会
等诉源治理主体间的联络渠道，加强诉调对接，推
动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成果共用，谋深做实诉源
治理各项工作，加快形成长江海事司法诉源治理
新格局。

武汉海事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石松表示，武汉
海事法院设立便民服务点，做实能动司法，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
前面”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落实最高人民法
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要求的具体举措，今
后，将根据实践需要，适时增加长江干线服务“星”点
位，并且逐渐向重要支线水域延伸，铺“星链”成“星
网”，实现流域全覆盖，为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
活力脉动形成更为强大的司法协作，提供更为优质
的司法服务。

（杨国峰）

加快形成长江海事司法诉源治理新格局

武汉海事法院鄱阳湖司法便民服务点挂牌。

近日，武汉海事法院相继在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

院、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杏花村法庭、安庆市迎江区人民

法院广圩法庭，完成便民服务点的设立和特邀调解员聘任

工作。

三家司法便民服务点的设立，标志着武汉海事法院长江

干线重要港区海事司法便民服务点“星链计划”实现全链贯

通。武汉海事法院将更好满足长江沿线当事人海事司法需

求，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打通海事司法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武汉海事法院“星链计划”全链贯通

解决痛点
智慧医养助推“医的速度”

“按下呼叫器，家庭医生马上就到，太方便
了。”

不久前，石首市绣林街道文峰社区居民卢华，
帮83岁的母亲万婆婆申办了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10分钟后，医护人员抵达家门口。

万婆婆患糖尿病十年，轻度老年痴呆两年。
谁料，她又在家中意外摔倒，导致粉碎性骨折。以
前，需要家人用担架送往医院更换导尿管，过程很
辛苦。

“多亏了智慧医养信息中心，让我负担减轻了
不少！”卢华说。

去年4月初，绣林街道卫生院先行先试，整合
医疗资源，组建5支由全科医生、护士等组成的专
业团队，在文峰、桥南、南岳山、车落岗等社区试点
居家养老家庭医生服务。

去年10月，该院智慧医养信息中心上线运行，
通过信息化系统和智能化设备，将家庭养老床位
纳入24小时动态管理和远程监护。一般性求助，
平均出医速度仅为15分钟。如遇意外情况，可以
自主报警求助，老人不出家门，即可享受医疗、康
复、护理等服务。

家庭床位变养老床位，专业医生下沉兼职家
庭医生。

“这解决了医养服务中床位不足、服务质量难
以保证两大痛点。”石首市绣林街道卫生院院长陈
涛说。

该院公卫科科长罗礼群介绍，失能老人、康复
期患者和终末期患者等人群是重点关注对象，信
息中心根据不同的失能和患病情况，按需划分为
五个等级，做到关爱援助精准快速。

针对病情复杂的老人，信息中心提供联合治
疗服务，帮助预约上级医院专家门诊，对不能解决
的疑难疾病提供双向转诊服务，相关费用按照“公
卫费用补助一点，医疗机构减免一点，服务对象出
资一点”的办法解决。

目前，绣林街道卫生院双向转诊及时有效治

疗好转133人，家庭医生定期巡诊，健康干预，身
体健康状况好转58人，医养服务初见成效。

普惠实用
温情服务提升“养的温度”

“龙爷爷，我又来看您了！”
1月4日，家庭医生朱玲敲开了86岁龙某某的

家门，为他量血压、测血糖。
龙某某与老伴住在桥南社区，三个子女均在

外地工作。去年，老人两次生病，朱玲和医疗团队
全程细致照顾，感动了老人。

“比亲女儿还贴心，现在身体有毛病，第一时
间不是找子女，而是找朱医生。”龙某某说。

在朱玲多次建议下，有60多年烟龄的龙爷爷
开始戒烟了，咳嗽的老毛病也得到了改善。

与机构养老相比，居家养老，让老年人更有归
属感。之前，三个子女想出资，让龙爷爷老两口搬
去条件更好的养老院，但遭到拒绝：“有了家庭医
生，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安心在家养老。”

“相比养病和养生，老年人心灵上的慰藉更
重要，这需要我们医护服务更具温情。”陈涛介
绍，该院养老医护人员，上岗前都通过了相关专
业培训。

普惠实用是居家养老的另一大优势。
目前，石首居家养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中，

每人每年服务费最高500元，最低仅300元，不增
加老人以及子女负担，适合在县域推广。

收费不高，但医疗服务不打折扣。
签约后，医生团队一周一次上门随访，一月一

次健康评估，一季度一次健康宣教，并为服务对象
提供24小时电话接听。

截至今年1月，石首市居家养老模式已在8
个社区全面铺开，2464名65岁以上老人签约成
为服务对象。

今年，石首市将以创建医养结合工作示范点
为基础，加快推进政策落地，构建起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全面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多层次养老
服务需求。

医的速度 养的温度
石首探索“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新模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彭磊 通讯员 范玲霞
湖北日报讯（记者海冰）“荆州市秦家

咀墓地”继2023年12月21日在国家文物局
公布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后，近日入选
2023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该墓地
M1093出土大量战国楚简，为研究先秦时
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资
料。其中有一篇暂拟题为《四王五霸》的竹简
首次记载“春秋五霸”且“楚文王”位列其中。

秦家咀墓地考古项目负责人、荆州
博物馆副馆长杨开勇介绍，《四王五霸》

内容似为游说之辞，简文列举虞、夏、商、
周四代帝王事迹，又列举“五霸”（齐桓
公、晋文公、楚文王、越王勾践、吴王阖
庐）及其辅相之名，楚文王的辅相记载为

“穴拳”，即“鬻拳”。其人可见于传世文
献《左传·庄公十九年》及《汉书·古今人
表》，确为楚文王之臣。可见，《四王五
霸》的作者确实认为楚文王应名列“五
霸”，与传统说法不同，颇具一家之言。

杨开勇介绍，据文献记载，楚文王是

有作为的君主，其主要功业有：公元前
689年“始都郢”；屡屡亲自率军征伐；占
领南阳盆地，参与中原争霸；推进楚国法
制建设；修筑边境长城御敌；为楚国发展
强大创造宝贵机遇……此外，楚文王善
于纳谏、征战沙场、身死社稷，辅相鬻拳
克己劝谏、忠贞不阿、以死殉国等壮烈且
感人事迹，广为后世流传。专家认为，
新发现《四王五霸》简文提供了古史
记载的新说，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楚文王”位列“春秋五霸”？
荆州新出土战国楚简首次记载“一家之言”

黄冈东坡庙会带来精彩年味“大餐”
湖北日报讯（记者黄璐、通讯员李

庆）看大戏、享美食、购年货……1月26
日下午，黄州遗爱湖东坡广场人潮涌动，
热闹非凡，黄冈市2024年“东坡庙会·回
家过年”活动在这里启动，为市民、游客
献上精彩的年味“大餐”。

启动仪式上，戏曲情景剧《四戏同
缘》、歌舞新编《念奴娇·赤壁怀古》《生僻
字》、武术表演《精忠报国——岳家拳》、非
遗文化小剧《黄州豆腐》等节目陆续上演，

展现武鄂黄黄一家亲、古今名人归故里的
黄冈年味，让现场观众和线上直播的网民
大呼过瘾。现场，还推出本地精品旅游线
路，邀请参加现场活动的武汉都市圈、大
别山四市、九江等长江经济带合作城市嘉
宾体验黄冈文化之旅。

据悉，1月26日至2月4日，遗爱湖
东坡广场将密集开展“东坡庙会·回家过
年”系列活动，有“打卡百年黄高，探宝黄
冈密卷”“黄冈好物”展示展销、黄冈年俗

体验、文化惠民演出、龙灯巡游等活动。
同时，黄冈10个县市区将开展文艺汇
演，宣传推介当地的好山、好水、好文化、
好物产，展示展销地标优品、特色年货、
文创产品、非遗产品。

黄冈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活动旨在推动东坡文化活化利用，
进一步擦亮“东坡庙会”品牌，提升黄冈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促进文旅消费，
推动黄冈文旅高质量发展。

1 月 28 日 ，远 安 县
2024年“Hi，‘村晚’来了！”
群众性主题活动，在远安
县嫘祖文化园举办。群众
精心编排的10个“土味”节
目，用舞蹈、村歌PK、花鼓
戏、古筝弹奏、小品表演等
方式，展现了新时代远安
县农村居民昂扬的精神风
貌和乡村振兴新气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松 通讯员 王丹 可
依 摄）

远安“村晚”
好热闹

养老服务床位不足怎么办？怎样提升服务质量？如何降低服务费用？去年以
来，石首市以绣林街道卫生院为试点，依托智慧医养信息中心，推动医疗资源下沉
社区，将家庭床位纳入养老床位，探索县域“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新模式。近期，
湖北省卫健委向全省推荐石首医养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