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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崔逾瑜）3月21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渔政亮剑
2023”八大执法典型案例，湖北一案例
入选。

2023年3月，武汉市农业农村局
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李某等3人在长
江流域武汉段天兴洲洲头水域使用禁
用渔具钩刺耙刺（锚鱼）进行捕捞。武
汉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公安机关立即前
往事发水域，现场抓获3名违法行为
人，查获钩刺耙刺及白鲢、花鲢、鲤鱼等
渔获物共计约47.6千克。

当事人在长江流域禁捕水域使用
禁用渔具进行捕捞，符合“野生动物
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入刑标准，构成
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的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公安机关依法对3人予以
刑事拘留。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对涉
案渔获物进行先行处置，将其捐赠给
武汉市硚口区社会福利院。2023年6
月，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对3人合计处
以2.85万元罚款，并没收涉案禁用渔
具和渔获物。7月，3人自愿缴纳增殖

放流款人民币1万元用于生态修复。
检察机关结合其自愿接受行政处罚、
积极开展生态修复等情节，决定对其
不予起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一是渔业渔
政主管部门运用信息技术及时发现案
件线索，会同公安机关立即开展执法，
成功实现人赃并获，充分彰显“技防+
人防”以及部门协作联动的威力；二是
在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当
事人积极修复生态环境后，检察机关最
终作出不起诉决定，实现行政执法活动
和刑事司法活动的有效衔接，同时也贯
彻了宽严有度、过罚相当的办案原则；
三是渔业渔政主管部门依照《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农
村部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
法犯罪的意见》等有关规定，将涉案渔
获物捐赠福利机构，在符合涉案财物处
置规定的前提下，既防止浪费，也对社
会公益事业有所助益。

2023年，全国各级渔业渔政主管
部门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围绕长

江十年禁渔、海洋伏季休渔、水生野生
动物保护、渔业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
扎实开展“中国渔政亮剑2023”系列专

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各类涉渔违法行
为，有力维护了渔业生产秩序，为渔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省一案例入选“中国渔政亮剑2023”执法典型案例 湖北日报讯（记者田佩雯）3月
23日，在冯天瑜教授逝世一周年后，
武汉大学举办制度文化史学术研讨
会暨冯天瑜教授新书《周制与秦制》
发布会。冯天瑜生前同行、同事、学
生百余人回顾他的学术成就，缅怀他
的音容笑貌。

《周制与秦制》是冯天瑜在病榻
上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综合了冯天
瑜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和
历史研究的心得，凝聚着他晚年的思
想精髓，是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该
书题作“周制与秦制”，并不是狭义上

“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度”，而是指
自周代至晚清，历时3000年的周制
文化、历时2000年的秦制文化，虽有
多种变态、解构，但一直没有缺位于
波澜起伏的中国制度历程。该书对
周制和秦制这两大制度文化遗产的
优劣做了简要评述，主张摒弃周制和
秦制的负面内容，鉴取其优秀可取之
处，同时吸收外来制度文化的可取之
处，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服务。本书
对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梳理，对今天
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
中国现代文化大有裨益。

研讨会上，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黄

泰岩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冯天瑜教授
对中国文化史研究和武汉大学的中
国文化史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是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他对学术的
执着和专注超出常人。冯教授将冯
家几代人积累的艺术精品捐赠给武
汉大学，这些珍品至今仍是武大图书
馆的镇馆之宝。冯教授把人生最精
华的时光都奉献给了珞珈山，是武汉
大学的骄傲，他的去世是中国史学
界、文化界和武汉大学的重大损失。
黄泰岩呼吁大家向冯先生学习，为把
武汉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
努力。

新书发布后，会议围绕冯天瑜晚
年的研究主题“中国制度文化史”，以
及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当代中国文
化史研究和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等
论题，展开热烈讨论。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
学术单位的20多位学者在发言中表
示，冯先生谦逊温和、朴实真诚的君
子之风，博闻强识、长于思辨的学术
才能，以及多才多艺、妙笔生花的人
文修养，无不展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激励学人
专心向学、勇攀高峰。

冯天瑜遗作《周制与秦制》发布

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通讯员
陈利波、丰潇）4月1日起，长江海事
局将调整17项政务办理事权至分支
海事局，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业务在长
江干线川渝鄂湘赣皖五省一市就近
办理，此举将惠及长江干线200余家
航运企业、近10万名船员。

这17项政务服务业务包括船舶
业务7项，涉及港澳航线海船船舶名
称核准、国籍证书核发和船舶登记
等；船员业务8项，涉及海船船员适
任证书核发、海员证核发、海船船员
服务机构备案等；危防业务1项，涉
及国际航行船舶防污染文书签注；公
司业务1项，涉及国际航运公司安全

营运与防污染能力符合证明核发。
“以前安徽省的无限航区船舶登

记业务，需要到武汉来办理，现在可
就近在芜湖海事局办理，每次平均为
航运企业节约2天时间，降低企业营
运成本，提高船舶运输效率。”长江海
事局政务中心负责人说。

2024年以来，长江海事局推动
“跨域办”向长江干线整体拓展，对辖
区34项高频海事政务服务业务实施
全域通办，实现海事政务服务跨区
域、跨层级就近办理。目前，共办理
全域通办业务528件，解决了企业、
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
问题。

惠及200余家航运企业、近10万名船员

17项长江海事政务办理事权调整

“宋代诗人之间的诗词唱和，某种
程度上保留了宋代文坛的社交生活史，
让我们可以像翻看朋友圈一样，看到士
大夫们当时的生活样态，看到诗人们是
如何从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中，发掘出
动人的诗意来。”3月23日，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黄博在湖北省图
书馆长江讲坛主讲《诗词唱和与宋代文
人的朋友圈》，与读者分享宋朝文艺青
年的社交指南。

苏氏兄弟唱和，名句名篇
里的人生况味

黄博在讲座中举例中国文学史上
最著名的两兄弟苏轼、苏辙。黄博介
绍，苏轼与苏辙兄弟之间经常写诗作词
托相思，苏轼给苏辙写过87首次韵诗
（古体诗词写作的一种方式，主要是按
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苏
辙写给苏轼的次韵诗高达171首。

“苏轼对苏辙是想念，见到好的风
景，就想跟他同游；吃到好的东西，就想
和他同食。而苏辙对苏轼是依恋，是时
时刻刻都想黏在一起。”黄博说，苏氏兄

弟的情感在他们的诗词中表达得明明
白白。“苏辙诗作《逍遥堂会宿二首》说
得很明白：我从小跟着哥哥读书，我们
没有一天分开过。长大以后才发现我
们不得不因为要去各地做官而分别，当
我第一次读到韦应物的那句‘安知风雨
夜，复此对床眠’的时候，不禁心下恻
然。苏辙的梦想是，两兄弟最好可以一
起辞官不做，回家共为‘闲居之乐’，在
风雨之夜，对床共眠。”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千古
传唱的《水调歌头》是苏轼在密州的中
秋之夜写给在齐州任职的弟弟苏辙
的。作为诗词中写中秋心境的古今第
一名篇，这首词，自一问世，便惊艳世
人。黄博介绍，古籍中有记载：“元丰
七年（1084年），都下传唱此词。神宗
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录此进呈，
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
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
神宗一向爱惜苏轼的才华，从这首词中
读出了他一片忠君爱国之心，贬谪的待
遇才有些许提升。黄博说，这个故事很
有可能是个段子，但文人的臆想足以说
明大家是多么喜欢这首词。历代评论

家都表示，苏轼一曲“明月几时有”，和
别的写中秋的词比起来，确有仙凡之
别。“这首词回望人间，缥缈天外，无所
用心，不着痕迹。用语浅显平常，但意
象却大开大合，气象万千。而且意味无
穷，不同的人读来，可以有不同的味
道。其实哪有那么多的意思啊，他只是
想弟弟了而已！这世间，最能被这首词
打动的，应该是苏辙。”

诗词唱和搭建士大夫社交
平台

距离是我们对抗孤独最大的障碍，
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古代，诗词成为宋代
文人分隔两地最常见的交流方式。黄
博说，诗词既是宋代士大夫的必备技
能，又为宋代士大夫搭建起一个独享的
社交平台。一方面它是熟人社交和远
程社交的生动样例，诗词唱和在这个场
域中起到的是网络时代微信朋友圈的
效果。唱和的双方，可以借此知悉对方
的动态，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另一方
面，诗词唱和也是社交达人的魅力舞
台，它使得才子雅士们在陌生人社交中

如鱼得水，它可以使相隔千里的人心心
相印，如影随形；也可以使互不相识的
人一言相合，倾盖如故。

王安石与苏轼在政见上是敌对的，
但二人谈诗论学却很畅快，甚至“一笑
泯恩仇”。苏轼在金陵见到隐居的王安
石，两人酬答唱和。王安石先作《北山》
一诗：“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
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
迟。”苏轼和诗：“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
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
觉十年迟。”黄博认为，王安石胜在用词
巧妙，苏轼胜在感情真挚，“苏轼此时放
低了身段，不拼才气，表达自己的友
善。”苏轼还与素未谋面的孙侔唱和，诗
作里可以看到文人间的社交“话术”。

宋代文人们之间的交流很频繁，经
常以诗会友、以诗相交，这是他们日常
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宋代士大夫
的诗词，展现了文人生活圈的诸多细节
和侧面。黄博说，如同我们看到的朋友
圈不是生活的全部一样，古人的诗词也
不是历史的全部，只是一些历史的痕迹
和侧面，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
史。

从诗词唱和窥见宋朝文艺青年的社交生活史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谢宁

执法人员在长江边巡查。（受访单位供图）

孙悦雯折桂女子500米四人皮
艇项目，19 岁的蒋希娜包揽女子
500米个人划艇、个人全能两金。3
月24日，2024年全国皮划艇静水春
季冠军赛在广州广东国际划船中心
收桨，收获3金的湖北队实现2024
赛季开门红。广东国际划船中心是
明年粤港澳全运会皮划艇项目比赛
地，此次春冠赛湖北队完成了检验冬
训效果、锻炼新人的目标，也达到了
全运备战摸底寻策的意图。

在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中，
我省世界冠军、亚运冠军孙悦雯搭档
国家皮划艇队队友以1分33秒994
的成绩碾压式夺冠。她赛后说：“成
绩证明了冬训的成果，也让我们四人
对巴黎奥运争金充满信心。”

国家队巴黎周期前的最后一个

冬训去年10月开始，作为队中冲金
的重点艇之一，孙悦雯所在的四人皮
艇肩负着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的
重任。距巴黎奥运只有123天时间，

“艇”进巴黎，遇见最好的自己，是30
岁的孙悦雯定下的自我目标，“主要
的对手是新西兰，去年我们赢了两
次。我们坚信，只有玩命练，才能让
中国女子四人皮艇实现金牌零的突
破。”

“救救我，动不了了……”3月23
日女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后，夺冠
的湖北小丫蒋希娜突然蹦出的这句
话，让救生艇和湖北队教练、工作人
员一通忙碌。所幸，只是痉挛，休息
片刻，她被搀扶着领取了金牌。湖北
划艇队主教练张宏伟表示，蒋希娜虽
然身材条件并不太好，但她用悟性、

技术和刻苦训练弥补了短板，专项能
力提升很快，已入选国家青年队，进
国家队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
物。”刚过完19岁生日的蒋希娜很
兴奋，“昨晚吹完生日蜡烛，9点就
睡了，就是想拿到这块金牌。”决赛
冲刺阶段，两名大她四五岁的国家
队队员试图利用“盲角”逆袭，蒋希
娜拼尽全力将领先优势锁定为胜
势。这是她第二次在国手包夹中夺
冠，2023年皮划艇（静水）全锦赛，
她在国手云集中脱颖而出，以2分5
秒469这一国内迄今最好的成绩爆
出最大冷门。而此番凭借500米冠
军和200米第六名的综合成绩，蒋
希娜也加冕女子划艇全能冠军，“一
切像做梦一样！”

粤港澳全运会如何再建新功？
湖北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在创新求变
中为皮划艇队谋求新突破。

此次鄂军共有20人参加春冠
赛，六成运动员不到20岁。以蒋希
娜为代表的新锐去年刚刚征战学青
会，一个冬训后就要“以小打大”，这
看似“拔苗助长”的大胆决定却在实
践中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旨在打造
湖北体育“水上铁军”的水上中心，牢
固树立“阵容完整，重点明确，路线清
晰，情报准确”的备战目标，全力以赴
实现粤港澳全运周期成绩新突破，

“这批孩子有实力、有精神、有信心，
至于技战术的提升和临战心态的磨
炼，则需要通过一场场硬碰硬的比赛
才能脱胎换骨。”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

我省皮划艇队3金收桨全国春冠赛

“艇”进巴黎粤港澳 老将新秀齐奋楫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时龚 通讯员 伍美菱

蒋希娜赛
后展示金牌和
证书。

女 子 500
米四人皮艇决
赛，国家队组
合李冬崟、殷
梦蝶、王楠、孙
悦雯（前排从
左到右）奋力
冲刺。

（上接第1版）

把深刻的道理讲得生动鲜活——
走心“干货”，有滋有味

得知要到村里宣讲，湖北经济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
室主任、副教授代保平重新制作了宣
讲课件。

在随州市曾都区浪河村文化礼
堂，面对前来听课的留守妇女、留守
老人，代保平把书面语转化为“家常
话”——

“大哥大姐们，这样的大花袄，大
家年轻时都见过甚至穿过吧。”一时
间，台下看手机的、低声交谈的，纷纷
抬起了头。

屏幕上，图片展示着眼下颇为流
行的东北大花袄，还有马面裙、汉服
等国潮服饰。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和发展……”代保平边讲边观察，看
大家听得入神，又结合“科目三”讲起
了文化自信。

“一个多小时下来，全是走心‘干
货’，乡亲们听得有滋有味，这样的宣
讲值得推荐。”省委讲师团相关负责
人现场聆听后叫好。

“讲得高高在上，老百姓听不懂；
讲得千篇一律，群众也不爱听。”采访
中，代保平分享宣讲经验，“我看到大
家爱刷小视频，就把网络热搜事、百
姓身边事和‘国之大者’结合起来，把
道理糅进身边那些闪闪发光的典型
故事里，拉近理论与普通人的距离，
让群众爱听。”

我省“百马”宣讲队坚持对象化
分众化互动化，变理论语言为“大白
话”，穿插展示图片、播放视频等形
式，现场互动热烈、引人入胜。

在农村，他们讲好文化振兴的故
事。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纺织大学、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民族大学、湖北
医药学院、湖北文理学院、湖北理工
学院等宣讲队从地方文化特点切入，
结合文化设施改善、文化生活日益丰
富，释疑解惑，让群众看到日新月异
的变化。在蕲春县横车镇拢船头村，
华中科技大学宣讲队围绕村级发展
现状和未来规划，与村“两委”和群众
交流互动，气氛热烈。

在社区，他们讲好新时代的奋斗
故事。江汉大学宣讲队走进武汉市东
西湖区，围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
领，充分激发基层干部主体性”宣讲，
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用“思想武器”廓清“思想困惑”——
针对问题讲理论，通过问题讲方法

在宜昌市西陵区学院街道，武汉

大学宣讲队为社区干部群众带来一
场普法宣传大餐——

“看完电影《第二十条》，大伙有
啥感想？”一场免费观影活动后，干部
群众代表受邀与专家学者座谈。

“法律条文在不断完善，正义终
究不会缺席。”有居民说道。

“怎样才算校园欺凌，孩子如果
遇到了怎么办？”有居民关心。

在现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田贵华、陈慧女、陈武等和
大家面对面交流。陈武表示：“这样
的宣讲别具一格，它从单向输入变为

‘双向奔赴’，从‘通过成绩讲理论’转
变为‘通过问题讲方法’，用思想武器
廓清了干部群众的思想困惑，达到了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宣讲效果。”

省委讲师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百马”宣讲队还利用所在院校的智
力、科技、信息和文化等资源优势，对
接地方人才、平台和资源，积极参与
地方共同缔造项目，助力地方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春节后，专家学者们围绕今年省
委新春第一会部署的中国式现代化
湖北实践，将省委确定的“五个以”的
实践体系、“五个一”的战略抓手和七
个方面的思路方法融入宣讲内容，推
动省委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在荆门市牌楼镇，华中农业大学
专家针对当地产业发展、土地流转、
返乡创业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在
竹山县城关镇，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专
家聚焦当地茶叶产业及养殖业发展，
提供技术指导。在房县化龙堰镇，汉
江师范学院专家与群众一起捡拾垃
圾、宣传宣讲共同缔造理念，引导群
众积极主动参与。

“百马”宣讲队还将讲文化理论
与送文化成果相结合，以赶大集的形
式送“理论年货”到基层。

在潜江市园林街道，湖北工业大
学宣讲队与居民一同参与民俗舞龙、
非遗剪纸、皮影戏等活动。在赤壁市
蒲纺片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师生表
演了历史情景剧《我们的青春美好时
代》，为群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在
崇阳县青山镇，湖北科技学院宣讲队
联合县文联、县中医医院和青山卫生
院开展活动，送春联、送健康，村民程
婆婆说：“今天我既看了病又领了春
联，活动办得好！”

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3年，我省“百马”宣讲队被中宣
部表彰为优秀宣讲集体。今年，“百
马”宣讲队将更加聚焦中心工作、聚
焦服务群众，持续探索基层理论武装
体系建设新方式，切实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把热气腾腾的暖心话讲到群众心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