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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你们的讲解，我终于理解了这
些政策与操作，这下能放心地做个税汇算
清缴了！”中核中原华中公司王女士感激
道。

当前，正值第33个全国税收宣传月，
蔡甸区税务局税收宣传服务队走进中核中
原华中公司，为该公司员工开展个人所得
税汇算清缴专场宣讲活动。服务队根据员
工实际情况，针对性地讲解七项专项附加
扣除的享受主体、享受条件、扣除标准、扣
除比例等政策，对员工反映较为集中的赡

养老人、全年一次性奖金等热点问题进行
了详细解答，并现场演示如何在个人所得
税APP上完成个税汇算清缴操作。

通过“面对面”讲政策、“手把手”教操
作、“一对一”解疑惑，切实帮助企业员工
有效解决个税汇算清缴中遇到的问题。
下一步，蔡甸区税务局将以税收宣传月为
契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税收宣传活
动，向广大纳税人缴费人送政策、问需求、
解难题，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吴媚 谢茜）

近日，武汉市黄陂区法院发出
首份由该院审判部门制作的《自
动履行证明书》，并由案件承办法
官“送货上门”。这是该院探索由
审判部门作出自动履行证明的有
益尝试，有效实现信用修复机制
前置。

近年来，黄陂区法院充分运用
“正向激励+反向惩戒”机制，激励
涉诉企业主动履行法律义务。对
于自动履行完毕的企业，经申请

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对恶意
抗拒执行、规避执行的企业，严格
将相关责任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对有履行意
愿但暂时缺乏履行能力的企业，
依法依规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并
给予其一定信用宽限期。这些有
力举措充分激活了涉企纠纷执行
效能，以司法公正护航企业健康
发展。

（钱雨民）

蔡甸：税宣春风入企 个税辅导上门 黄陂法院：自动履行证明书“送货上门”
4月12日，嘉鱼县举行“进企业、

访民情、解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政务
服务“三进”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
场，嘉鱼县各部门、县政务服务中心
各窗口、“小乔帮您办”服务团队收集
问题，并提供帮办代办、咨询、解答等
服务。

现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500 余
份，收集企业和群众各类问题并现场
解决，通过集中宣传、现场办理进一步
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据悉，为聚力打造高效、便捷、清
廉的政务服务环境，嘉鱼县推出系列
提升政务服务有力举措，聚焦“四减”

“四办”，积极推进“三亮三比三评”活
动，持续擦亮“小乔帮您办”政务服务
品牌。通过“联合办”“一站办”“承诺
办”，进一步达到企业和群众办事“零
跑腿”、服务体验“满心欢”目标，最大
程度利企便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
嘉鱼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漆波 吴淼）

嘉鱼：“三进”活动服务群众零距离

鼓点落，铜锣响。4月20日，来凤县
举行“文化记忆非遗行”特色非遗巡游活
动，土家摆手舞等非遗项目一一上演，激
昂的鼓点和豪迈的舞姿，搅热整座县城。

摆手舞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土
家族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2008年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直以来，来凤县大力推动摆手舞的传承
与保护，不断推陈出新，让这一古老的民
间艺术从偏僻山乡“摆”上世界舞台。

千年“舍巴”走出深山

摆手舞，土家语叫“舍巴”，是流传于
鄂湘渝边区酉水流域土家族的一种传统
舞蹈，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摆手舞动作粗犷、健美，摆姿流畅、自
然大方。舞蹈动作主要有磨鹰展翅、拉弓
射箭、挖土撒种、纺棉织布、插秧挑水等10
多种，动作特点是“顺拐、屈膝、颤动、下
沉”，甩同边手、走同边脚是区别于其他舞
蹈的最主要特征。其间有锣鼓伴奏和摆
手歌穿唱，是歌乐舞浑然一体的民间艺
术。

史料记载，摆手舞最早源于商周时期
巴人的军战舞，在明清时期盛行。清代
《溪洲竹枝词》中有这样的诗句：“福石城
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
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描绘了土家族人
民祭祀祖先和庆祝丰收时的盛况。

来凤县百福司镇舍米湖村是原生态
土家摆手舞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个大山
深处的小山村，至今保存着土家族古老的
摆手堂。“舍米湖”为土家语，意思是“阳光
照耀的小山坡”，全村聚合在一面向阳山
坡上，住有182户685人，都是同根同祖的
彭姓，民风淳朴，不沾赌，唯好摆手舞。

舍米湖村党支部书记彭南清说，该村
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孩童，人人会跳
摆手舞。每逢喜庆节日，舍米湖村男女老
少齐聚摆手堂，张灯结彩，跳起摆手舞。

1957年 1月15日，中央民族学院教
授潘光旦到鄂渝边区调研，在来凤恰遇舍
米湖摆手队，在观看彭氏祖孙5人表演的
摆手舞后，大为震撼。

这一次的不期而遇，改变了土家族及
摆手舞的命运。1957年1月，国家正式确
认“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而摆手舞作
为土家族最主要的标志性文化形态，为认
定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证。

当年，舍米湖村摆手舞首次在湖北剧
场公演，一时声名大噪，湖南、四川及省内

邻近县市纷纷来学习。从此，摆手舞在土
家族聚集地重新流传开来。

从濒临失传到登上世界舞台

摆手舞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大汇集，
充分体现了土家族的历史变迁、农事劳
作、生活习俗等，是土家族儿女生产生活
的缩影。

“民国时期后，摆手舞在酉水流域土
家族绝大多数地区基本绝迹。”舍米湖村
党支部书记彭南清是土家族摆手舞省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舍米湖村保
存有最原生态的摆手舞，但在二十世纪六
七十年代濒临失传。

1983年，彭南清在河东乡民族小学任
教，兼任文艺宣传队队长，从那时起，他便
系统学习了土家摆手舞。2005年，他在百
福司镇兴安村任村支书，组建兴安摆手舞
队，组织村民在农闲时学跳摆手舞，形成
80多人的摆手舞队伍，经常参加鄂湘渝边
区一些大型活动，摆手舞成为武陵山区多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媒介。

去年，来凤县举办第三届土家摆手舞
文化和旅游节，彭南清带领26名村民参
加，他们穿着传统黑色土家服饰，摆动双

手、迈开脚步，将单摆、拜年、撒种等舞蹈
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

村民彭承金是土家族摆手舞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有名的“土家鼓
王”。他在锣鼓伴奏上创新，将原生态拍
手舞单拍伴奏变为双拍，由一人鸣锣击鼓
变多人多套锣鼓甚至数百套锣鼓同时伴
奏，营造出撼人心魄的强烈音效。

截至目前，来凤县有1名土家族摆手
舞国家级传承人、1名省级传承人、4名州
级传承人和38名县级传承人。在他们的
努力下，2013年，土家摆手舞在第九届中
国艺术节上荣获国家群众文化最高荣誉

“群星奖”。来凤原生态摆手舞队先后应
邀参加全国广场舞北京集中展演、中国农
民春节联欢晚会、中国青年艺术周、上海
市旅游节开幕式，还多次跨出国门，到韩
国、澳大利亚、法国、波兰等多个国家展
演，频频亮相国内外各类舞台。2022年
11月，土家族摆手舞入列文旅部“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典型案例名单。

“活态传承”生生不息

今年4月20日，在来凤县举行的“文
化记忆非遗行”特色非遗巡游活动现场，

摆手舞与普宁英歌舞、黄平苗族板凳舞、
宣恩耍耍、咸丰竹马等非遗项目同台“斗
舞”，精彩纷呈。

土家族是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古老民
族，摆手舞就是土家族的“活态灵魂”，只
有将摆手舞的传承与保护深植于群众的
日常生活，才能让这一古老的文化瑰宝永
葆生机和活力。

近年来，来凤县实施土家族摆手舞传
承计划，连续3年举办土家摆手舞文化旅
游节，形成全县人人学跳、爱跳摆手舞的
良好氛围。百福司镇每年投入资金10多
万元，组建全民摆手舞教学队伍，走进企
业、学校、村（社区)、景区等，传授摆手舞，
累计培训学员3000余人次。来凤县文化
馆召集工作人员、传承人和舞蹈老师成立
摆手舞教学队，每月定期送舞下乡。去年
以来，已开展摆手舞培训30余场次，培训
人数超过4800余人。该县还在中小学校
开设土家摆手舞文化课程，培育这一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的沃土。

为更好地传承和普及摆手舞，来凤县
文旅部门将摆手舞与现代文艺相结合，在
动作编排、锣鼓伴奏等方面融入广场舞元
素和时尚音乐节拍，让摆手舞走入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

土家族摆手舞：
从小山村“摆”上世界舞台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泉 蔡俊 通讯员 向相辉 向秋予

4月24日，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
年度最美书店发布活动在云南昆明举
行，全国53家书店获得“年度最美书店”
荣誉。湖北有两家入选，为武汉中心书
城、湖北省新华书店·屈原书城。

从全国推选出的53家最美书店，生
动反映了近年来实体书店发展新成
果。其中，既有新华老字号，又有民营
新品牌；既有大型书城，又有连锁书店；
既有军营书店、校园书店，又有特色书
店、主题书店。我省此次入选的两家，
均为大型书城。

武汉中心书城位于江汉区风景秀
美的菱角湖畔，由武汉出版集团投资
建设，总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设有
沉浸式文化商业综合体及武汉首个元
宇宙产业园区，2022年12月底正式开
业。作为江城文化新地标，该书城以

“阅读生活美学 都市人文绿洲”为主
旨，着力于打造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
沉浸式文化商业综合体，一站式满足
公众阅读、教育、展览、文娱、休闲、亲
子、艺术体验等多重需求，展现出环境
设计之美、文化涵养之美、业态创新之
美、融合发展之美。

武汉中心书城开业一年多以来，以
丰富阅读活动助力“书香武汉”建设，
多方联动，举办了武汉书展、国际绘
本展、全民阅读大讲堂、江城晚八点、
武汉诗人活动周和各类新书发布、名
家分享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
动，大力弘扬武汉城市文化、荆楚特
色文化、长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
截至目前，该书城迎来超百万读者，
已成为推广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武汉”重要阵地。

湖北省新华书店·屈原书城位于宜昌市西陵区，
总投资1.2亿，总面积5300平方米，2023年 4月世界
读书日正式揭牌运营，是宜昌区域最大的多业态文
化综合体，为市民群众提供公共阅读新空间。一年
来，该书城以屈原文化为核心，以“文化+”为路径，彰
显文化特色、创建阅读品牌、开展阅读活动、创新经
营业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为“书香宜昌”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这座以“屈原”命名的书城，分为九怀厅、九思长
廊、橘颂讲堂、天问剧场等九大区域，名称均取自《楚
辞》。书城有12个展区，分别包含屈原文化、全民阅读
重点图书、宜昌本地著名作家作品、中国古典文学、科
幻旅游文化、青春文学等主题。书城通过屈原文化专
区、橘颂文化墙、楚辞名句展示墙、书画长廊等艺术场
景展示，阐释屈原精神，弘扬屈原文化。书城常态化
开展新书分享、好书荐读、论坛讲座等活动，助力全民
阅读。

此前，我省已有3家书店获评“年度最美书店”：2022
年，湖北省外文书店入选；2023年，德芭与彩虹书店、湖
北新华遗爱湖书城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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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儿女身穿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跳起土家摆手舞。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洁、通讯员金辉）近日，《武汉市
2024年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工作方案》发布。方案提
出，今年武汉将加强全程管理，在投放、收集、运输、处理
等四大环节，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在源头上，实施“大分流、细分类”，开展源头减量治
理，鼓励邮政、快递、外卖、食品等重点行业推行简约包
装。推广使用菜篮子、布袋子和环保纸袋，在全市商
超、餐饮企业等场所禁止或者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袋、塑料包装，推动电子商务、外卖等平台企业加强入
驻商户管理，推行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替代。

在垃圾分类设施方面，因地制宜推行“撤桶并点”，
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亭棚式改造率100%。全面
改建升级垃圾分类收集转运站，满足全量分类封闭转运
要求。每个区至少建设1座大件垃圾拆解站。按照垃
圾分类运输要求，配齐生活垃圾收运车辆，推广应用新
能源环卫车辆。

规范分类投放。居民小区按“四分类”标准、公共
区域按“两分类”标准设置垃圾分类容器。推行居民
小区生活垃圾定点投放、定时督导，纠正不规范投放
行为，提升垃圾分类准确率。社区按照“一小区一方
案”，因地制宜全面推进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武汉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95%
以上。

完善收运体系。推行生活垃圾定制化收运模式，
优化收运时间、路线和频次，实现“桶车同步”“桶车
一色”。试点厨余垃圾收运处一体化模式，鼓励生活
垃圾处置企业服务延伸至收运环节，倒逼前端分
类。优化有害垃圾收集暂存点布局，各区通过自建
或者市场化方式至少建设1个有害垃圾集中暂存设
施，规范收集暂存管理。严格执行分类运输，杜绝

“混收混运”。
末端处置环节，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建设，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资源化利用率70%以
上、回收利用率40%以上。2024年底前生活垃圾处置
总能力20600吨/日。拓展可回收物资源化回收利用渠
道，补齐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处理短板。

农村地区因地制宜推广“一坑两桶三上门”，美丽乡
村示范片区按照“一村湾一亭棚”建设垃圾分类收集点。

武汉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覆盖率今年内将超95%

4月24日，汉阳古琴台，伴着清幽的草
木芬芳，2024最美赏花季之“知音湖北，遇见
书香”读书会在这里举行。

当《长江之歌》经典旋律响起，40年前大
型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持人陈铎、虹云，
以及《长江之歌》的词作者胡宏伟来到读书
会，与现场读者一起分享他们与长江、与湖
北的遇见。

陈铎说：“我走过很多地方，大江南北、
五湖四海，如果一个地方能因知音闻名，首
选是湖北。我们今天坐在古琴台，知音故事
正是从这里展开。展开书卷，我们能看到伯
牙遇见子期、刘备遇见诸葛亮、李白遇见孟
浩然、崔颢遇见黄鹤楼、苏轼遇见黄州……
风姿万千的自然奇观与灿若星汉的历史文
化在湖北遇见，湖北是名副其实的知音故
里。”

“我祖籍湖北崇阳，我是湖北姑娘。”
年届八旬的虹云回到故乡，带着少女的俏
皮，“对于故乡我有着至纯至真至亲的情
感，我的家乡如诗如画。”虹云说，在《话说
长江》录制过程中，长江湖北段给她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里，长江不仅展

现了一手挽起高山、一手挽起大海的壮美
画卷，更是承载了长江文明和中华民族的
根与魂。”

读书会在月湖之畔露天举行，不少市民
游客加入进来。“《话说长江》太经典了，当年
一屋人都要看，陈铎的声音还是那么有激情
啊！”家住钟家村的李爷爷接孙子放学路过
读书会，他停下脚步听陈铎的分享。

喝着辽河水长大的胡宏伟写作《长江之
歌》时并没有见过长江，但对母亲河心向往
之的情感，让他的词作从近5000件作品中脱
颖而出。“当时写的长江，都是自己想象中的
长江，一直到15年后的1998年我才第一次
来到湖北，实地领略长江的壮美和辽阔。后
来我又多次来湖北，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体
验。”胡宏伟说，“长江让我心潮澎湃，难以
自抑。”

因长江而结缘湖北的陈铎、虹云和胡宏
伟一直关注湖北的发展。他们说，湖北为长
江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40年前的《话
说长江》，把古老的长江文明介绍给了大家；
40年后的今天，湖北等长江沿线省份，又把
一个充满活力的长江展现在世界面前。新

时代的长江之歌，定会从湖北向全世界唱
响。

与长江结缘遇见的还有著名散文家王
剑冰，他与读者们分享了作品《水润江夏》：

“人们从来是依水而居，水给人带来了无限
的美好与向往。大海在东方，所有的水聚在
一起向东流，风从东方来，草从四面长，撒网
与耕作的号子此起彼伏，生活由此新美，梁
子湖由此丰茂，大武汉由此为大。”

市民陈东东下班路上遇见了读书会，她
坐下来听完了王剑冰的朗读：“这是一个美

好的遇见。我很喜欢读书会主题里‘知音湖
北，遇见书香’里的‘遇见’，不期而遇才更惊
喜。作家分享出来的优美文字让人平静。”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
尽，江入大荒流”“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
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
愁”“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
渡，极目楚天舒”……参加读书会的嘉宾和
武汉的大学生们一起诵读了多篇经典，以隽
永的文字展开辽阔的山川风物画卷，遇见精
彩的世界和丰富的内心。

展卷山河 阅见荆楚
——“知音湖北，遇见书香”读书会侧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鄂文旅

《话说长江》主持人陈铎（右）、虹云（左）在读书会分享与长江相遇的故事。
（湖北日报通讯员 陈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