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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备案,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路支

行地址由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街胜利街永胜大厦A栋1层迁至湖北省武汉市

江汉区香港路218号华氏儒商花园D栋1楼，现予以公告。

2024年5月22日

机构名称：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路支行

设立日期：1998年6月25日

发证日期：2024年5月14日

机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218号华氏儒商花园D栋1楼

机构编码：B0187S242010080
许可证流水号：01103901
联系电话：82656069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公告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核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光谷科技支行获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2024年5月22日

机构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科技支行

设立日期：2023年11月21日

发证日期：2023年11月23日

机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大道29附 17号 17栋 1单元 1楼

29-36室

机构编码：B0015S242010052
许可证流水号：00940840
联系电话：027-87225799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感谢组织及时为我澄清
正名，我干事底气更足了……”
近日，一场澄清正名现场会，让
受到不实举报的襄阳市襄州区
峪山镇杜某某如释重负。

襄州区纪委监委持续开展
澄清正名工作，完善工作范围、
澄清方式，制作澄清工作流程
图，规范申请提出、会商审批、
结果审核、澄清实施、反馈回
访、了结归档等程序，旗帜鲜明
地为实干者卸包袱、鼓干劲。

该区纪委监委利用正风反
腐公开栏、网站等平台，对纪检

监察机关信访举报知识进行解
读。深入居民小区、村社楼栋
等地“面对面”向干部群众宣讲
政策法规。“一人一策”制定回
访方案，通过电话回访、谈心谈
话、调研走访等方式，进行跟踪
回访，做实澄清正名“后半篇文
章”。

据了解，今年以来，襄州区
纪委监委共为14名受到不实
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释
放“为担当者担当、为实干者撑
腰”的强烈信号。

（蒋海艳）

襄阳襄州区：澄清正名为实干者撑腰

湖北日报讯（记者胡雯洁、通讯员
彭琪琳）5月 15日从省应急管理厅获
悉，我省以全国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
工作试点为契机，推动城乡基层广泛开
展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以点带面积
极探索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新方法，探索
形成了防灾避险湖北路径。全省报送
灾害风险隐患信息位居全国前列，15起

成功避险案例得到应急管理部通报表
扬。

近年来，全省成功应对了罗田“6·
28”滑坡、宜城“8·12”暴雨洪灾、红安

“7·6”滞洪、仙桃“2·4”低温雨雪冰冻等
灾害。据介绍，我省以灾害信息员为基
础，充分吸纳气象部门气象监测员、地
震部门灾情速报员、自然资源部门地灾

网格员、林业部门护林员等各项灾害信
息报送的“1+X”信息报送员骨干队伍，
以此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纵向贯
通的信息报送、管理以及处置队伍，将
各级应急负责人、信息报送员接入省应
急指挥调度系统，实现预警信息和报送
通知定向发送到人。

此外，我省推广“五个前后”“五个

时段”巡查排查工作法，要求信息报送
员在“大雨暴雨前后、大风天气前后、大
雪冰冻前后、雷电冰雹前后、居民房屋
前后”重点排查，在“黎明黄昏时、吃饭
换岗时、滑坡滚石时、狂风暴雨交加时、
水位陡涨陡落时”重点巡查，第一时间
发现风险隐患，及时报送，为成功处置
提供前提保障。

15起成功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防灾避险湖北路径探索形成

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
周。我省15起成功避险案例得到应急
管理部通报表扬。5月15日，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采访了我省多起自然灾害成
功避险背后的故事。

水位猛涨
一个举动救了101人

发现河水位猛涨，紧急上报提醒避
险，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俊的一
个举动救了101人。

2023年9月20日，恩施州咸丰县唐
崖镇遭遇强降雨，唐崖镇政府迅速“叫应”
到村，要求各村加强灾害风险隐患巡查。

20日16时许，当地龙潭坝村灾害
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俊在巡河途中
发现青狮河水位猛涨，判断临河处于低
洼处的某工区有被淹风险，他立即向上

级部门进行了汇报。当地收到险情报
告后，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查看情
况，经现场研判沟通，迅速将工区101
名工人转移到安全地点妥善安置。当
日18时许，雨势加大，工区水位超警戒
线2米，部分厂房被淹，由于转移避险
及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省应急管理厅二级调研员商木林
说，对于信息报送员报送的风险隐患信
息，县、乡、村应急责任人迅速响应。同
时跟踪信息变化，加强灾害隐患信息续
报。省应急管理厅对重大灾害风险隐
患实行24小时叫应机制，实时会商研
判，并通过指挥调度系统可以同时向
市、县、乡、村四级应急责任人约14万
人发送提示短信，落实防范应对措施。
2023年，共完成红色、橙色预警信息

“点对点”叫应3598次。

大棚垮塌
菜市场提前封控

今年2月，雨雪天气席卷全省。2月
2日12时至16时许，仙桃市长埫口镇工
作专班排查风险隐患，发现多处菜市场
大棚为钢构铁皮结构，受冻雨和暴雪影
响后，存在极大风险隐患。随后，全镇6
个集贸市场被封控，买菜群众被劝离，卖
菜业主一一疏散，并安排商户临时经营
点。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在现场24小时
值守，确保封控市场无人员进出。

2月3日1时许，长埫口镇大福菜市
场发生坍塌，2月4日19时许，长埫口
镇长高菜市场发生坍塌，2月6日7时
许，长埫口镇敦厚菜市场坍塌。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
治司在通报表扬中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

低温雨雪冰冻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早发现、
早报告、早处置案例。针对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过程，长埫口镇成立工作专班，主要
负责同志亲自带队巡查，发现隐患及时果
断采取封控措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之
时，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商木林介绍，我省规范分级分类处
置流程，高度重视上报的灾害风险隐患
信息，第一时间组织有关部门现场查
勘，现场会商，及时交办，采取多种有效
措施开展隐患整治，有效化解灾害风
险。对较为严重、处理难度较大的风险
隐患点，由县级减灾委相关涉灾部门组
成专班，对风险隐患实行清单交办、跟
踪督办、重点整治、销号结办。果断采
取“关、停、撤、避、救”等措施，提前组织
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全力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祸患积于忽微”的防灾求解
——多起自然灾害成功避险背后的故事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雯洁 通讯员 彭琪琳

“数字助公益，慈善都参
与。”“人人可慈善、处处可慈
善、时时可慈善……”5月 20
日夜晚，点亮夜空的长江灯光
秀在江城武汉两江四岸华彩
亮相，吸引市民游客拍照、点
赞，这是第三届湖北数字公益
节启动后面向公众的一场创
新宣传和劝募活动。

据介绍，今年湖北数字公
益节期间，爱心企业将提供
2000万元资金，对在指定互联
网平台上的慈善项目进行激
励。今年湖北数字公益节通
过倡导长江大保护的科学放
流活动、倡导健康的“运动捐
步”行为公益等，充分挖掘并
实现“大众慈善”的社会效益，
让普通老百姓都能感受参与
公益的快乐。

慈善资金用于安
老、扶幼、大病救助等

武汉市新洲区积极参加
了两届湖北省数字公益节，募
集资金320万元。该区慈善会
秘书长王海燕表示，这些资金
被用于当地关爱老龄困难群
体和困境留守儿童。如今，不
少受助群众成为“捐赠人”，传
递着慈善的力量。

2023年，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利用湖北数字公益节，层层
培训动员，挖掘推动大众慈善
捐赠，筹集资金1426.4万元。

“这些资金与其他社会捐赠款
物一道，用于困难人员救助和
支持乡村振兴，有效救助了
240名困难大病患者，支持13
个村社乡村振兴项目建设。”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慈善协会
会长邹永斌高兴地说：“今年，
我县将在数字公益节引导、支
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
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
善事业，形成一呼百应的慈善
氛围。”

“阳新县去年首次参加湖
北数字公益节，经过广泛动
员，社会公益筹款700多万元，
取得全省第四的好成绩。”阳
新县慈善总会会长侯建君说，

“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安老、扶
幼、助学等方面，其中不少困
难家庭都牢记数字公益节带
来的好处。”

黄梅县的湖北数字公益
节已成为当地居民感受慈善、
参与公益的快乐“节日”。

2023年第二届湖北数字
公益节期间，黄梅县上线了

“幸福家园”“慈善大病救助”
“童享阳光”3个项目，通过网
络共筹款4858.13万元。该县
爱心义工协会、长跑协会、女
子读书会等19个社团组建筹
募分队，县直和镇村组建457
支筹募战队，武汉、广东、深圳
黄梅商会动员会员单位积极
参与……数字公益节期间，参
与人员87849人，占全县人口
的9%。

“全民积极投身公益实
践，做强了慈善这篇大文章。”
黄梅县慈善总会会长李仲良
介绍，近年来，募捐来的资金
帮扶了4013名特困大病患者、
1180名癌症患者、505名困境
儿童和9700个困难家庭。

两届公益节累计
筹集善款3亿多元

“湖北数字公益节自举办
以来，已经成为我省慈善事
业的一张亮丽名片。两届公
益节累计筹集善款3亿多元，
带动了 170 万人次参与捐
赠。”湖北省慈善总会负责人
表示。

据了解，万人参与的小红
花运动会在年轻人和运动爱
好者中播撒了慈善公益的种
子；长江慈善灯光秀在一江两
岸闪耀，让武汉居民和外地游
客记忆犹新、备受感动；互联
网带动350余家公益机构和企
事业单位参与其中。

湖北数字公益节搅热了
村民的心！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傅家堰乡左泉洞村党支部
书记刘玉龙说，去年，该村发
起五倍子产业路项目，全村
500多村民通过网络捐款17
万元，修成了2185米的产业硬
化道路。近日，该村两位村民
因患大病发起“医路同行”项
目筹款，村里210多人捐款救
助。

湖北省民政厅负责人表
示，做好新时代慈善工作，要
巧借数字化东风，为慈善事业
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以数
字化延伸慈善广度，让“人人
可慈善、处处可慈善、时时可
慈善”触手可及；以数字化激
发慈善热度，让慈善的参与感
和趣味性不断提升，有力激发
公众参与热情；以数字化提升
慈善速度，让爱心传递更加迅
速，让资源对接更加精准，引
领慈善事业进入全新的高速
发展阶段。

湖北日报讯 （记者高伊
洛、周泉、通讯员朱灿义）“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5月20日
上午，宜都市鲟龙水街结婚登
记点内，新郎陈子夜和新娘邓
雯身着传统汉服，许下牵手今
生的约定。当天，该结婚登记
点正式启用，成为全省首个国
风结婚登记点。来自全省的
50对新人在司仪引领下，有序
进行迎亲、拜堂、“父母训”等婚
礼仪式，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举案齐眉、海誓山盟等中
式祝福满目皆是，古风婚服、历
代婚书环绕大厅……步入结婚
登记处，处处弥漫着浓浓国潮
风。

“你看，这张百囍图，恰似
一个合字呈现，寓意两位新人
心心相印。从外形看，上面是

屋檐，下面是房子，代表温暖的
家，这正是一种中式美学的呈
现。”现场解说员邓苑红介绍。

“传统婚俗回归，国风古韵
兴起，这是一种新时尚，我们很
中意。”新郎陈子夜说，在这里，
新人可体验中式婚书制作、敲
响定情钟以及中式颁证仪式等
结婚登记服务。

登记点还设有婚俗文化展
览厅，展示传统婚俗，并兼具拍
照、创意互动等功能，为新人营
造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婚俗文
化的独特空间。

宜都市民政局局长申应蓉
介绍，该结婚登记点可跨省通
办、预约办理。申请人通过湖
北省政务服务网、鄂汇办向登
记处提出预约登记，并上传婚
姻登记必需材料即可。

全省首个
国风结婚登记点启用

5月20日晚，《标高·武汉》“声动
黄花矶”武汉音乐人专场演出在武昌
江滩黄花矶唱响。这是本土文化品牌

《标高·武汉》的首场演出，拉开了武昌
江滩“音乐地标”黄花矶的帷幕。伴着
清爽的江风，6 支武汉本土乐队为现
场数百名市民奉献了一场集原创、民
谣、爵士、摇滚和古风等多种类型的音
乐派对，让市民感受到不一样的江滩
初夏夜。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溪 摄）

（上接第1版）
“不能让沉重的‘人情债’压弯了乡亲

们的腰。”2014年初，李有权和村里的党
员干部赶到县里，请求刹住人情风。在县
委宣传部、县文明办的指导下，该村修订
村规民约，群众自发成立清风协会，抱团
治歪风。

立起村规民约，群众拍手叫好——

清风吹走“人情债”

一纸村规民约，如何刹住人情歪风？
2020 年建成的房县人情新风宣教

馆，记录了这段不平凡的历程。5月15
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人情新风宣教
馆看到，当时，村民代表大会约定：婚丧
嫁娶以外的喜庆事宜，尽量不办；确需庆
贺的，经村里批准，还需限桌、限时、限
金。

一时间，村民奔走相告，拍手叫好。
“大伙早就厌烦了，就差一个拒绝的理

由。”李有权说。
好景不长，转眼到了清明节，双湾村

一下有28家要以立碑的名义待客。
眼看人情风卷土重来，双湾村两委赶

紧挨家挨户讲道理。接着，召集28家农
户开会表决，这一次大家都同意不办。

双湾村的做法在全县推广，清风吹走
“人情债”。房县逐渐探索出一条立破并
举、疏堵结合、党员带头、群众自治的移风
易俗新路子。

清风协会“劝”新风——
由退休干部、乡村干部、党群代表、驻

村工作队、新乡贤等组建清风协会，对红
白喜事事前摸底、宣传劝阻，事中监管、指
导服务，事后通报、奖惩激励。

依法治理“管”新风——
对民间主持、厨师、乐师、婚庆、宾馆、

租赁公司等人情推手加强监管，让“违规
宴”无处办、不好办、办不成。

乡风文明“育”新风——
县里出台管理办法，区分传统民俗与

借机敛财，推荐人情新礼俗。严禁升学
宴，推行上榜学子集体恭贺仪式；严禁庆
生宴，推行重阳节集体拜寿礼。

房县文明办负责人介绍，通过立“婚
事新办、丧事俭办、小事不办”人情新风，
破巧立名目的人情陋习，群众人情负担大
幅减轻，家庭年礼金由平均2.5万元降至
5000元。

开放文化礼堂，丰富精神生活——

把文明的种子种进群众心中

5月17日，房县白鹤镇伏溪堰村文化
礼堂，欢声笑语、掌声阵阵。在现场，该县
启动“抵制高价彩礼 倡导文明婚俗”行
动，志愿者们自编自演，讲述身边的婚俗
新风。

2022年起，房县借鉴浙江绍兴市上
虞区经验，建设乡村文化礼堂。目前，已
建成投用30个文化礼堂。

将文化礼堂作为巩固人情新风的主

阵地，是房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
易俗的又一探索。

文化礼堂变身婚礼殿堂——
村民理事会管理文化礼堂，礼堂大厅

可用作宴会大厅，礼堂专门建有共享厨
房，全部免费提供给村民办酒席之用。

5月15日，记者在青峰镇青峰街社区
看到，文化礼堂古朴、敞亮，舞台、厨房一
应俱全。

“5月2日，文化礼堂一天承办了两场
婚礼。”青峰街社区党委书记董显涛介绍，
村民在文化礼堂办喜事，村干部当证婚
人、主持人，“人情新风”志愿服务队送节
目、送祝福。这种方式既文明、节俭又喜
庆、热闹，受到一致好评，如今大伙都愿意
来这里办喜事。

文化礼堂成为“新风舞台”——
百姓宣讲员创作编排节目，宣传展演

人情歪风危害，把人情新风融入群众日常
生产生活，让文化礼堂成为宣传人情新风
的大舞台。

房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玲表
示，“新风礼堂”正悄然改变着村民们的生
活，“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的文
明新风尚在房县蔚然成风。

给人情减负 为幸福加分

人人可慈善 处处可慈善 时时可慈善

湖北数字公益节再起航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喜 通讯员 蔡友恒 谢子瑞

吹江风
赏江景 听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