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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级别提升：一场人才储备之战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观察（上）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童晨曦 李光正 通讯员 曾泓钧 胡忠丹

湖北日报讯（记者韩晓玲、通讯
员张琼）“武汉朋友们，早上好！我是
竹内亮。热干面吃了冇？”5月27日，
《再会长江》新书分享会在省外文书店
举行。定居南京的日本导演竹内亮登
场时，热情地用武汉话和现场读者打
招呼。他说，自己经常来武汉，很喜欢
这座城市。

竹内亮执导的纪录电影《再会
长江》，近日在全国上映。此次与读
者见面的同名图书，由长江出版社
推出。活动现场，竹内亮与图书撰
稿人罗建华、长江出版社社长赵冕

进行对谈，分享了影片和图书背后
的故事。

2011年，竹内亮来中国拍摄的纪
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在日本播出，
他与中国也由此结下不解之缘。之
后，他移居南京。随着对中国、对长江
越来越了解，他想弥补10多年前第一
次拍摄长江留下的遗憾和不足。

“当年留下的遗憾，一个是没拍摄
到‘长江源头的第一滴水’；一个是当
时我中文只会说‘你好’‘谢谢’，采访
时需要翻译，没办法深入沟通。”现在
的竹内亮，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

告诉现场读者，拍摄《再会长江》，便是
想要弥补这些遗憾。于是，他再次踏
上6300公里的长江之旅，与曾经采访
过的人物重逢。

《再会长江》通过讲述长江沿岸民
众10年前后的人间烟火和风雨变化，
深刻反映了中国 10 年来的飞速发
展。如果说影片是以全景式的画面、
一系列的人物故事，来展现长江两岸
的10年之变，同名图书则梳理影片拍
摄历程，解读摄影师手记，直面拍摄现
场，记录更多影片拍摄背后的故事。

该书在内容上，不仅新增了《再会

长江》拍摄时的沿途风光，详细记录了
整部影片的拍摄历程，还收录了摄影
师撰写的幕后手记和片场花絮。这不
仅是一本解读影片创作历程、展现长
江10年变化的图书，也是一部让更多
人了解长江、热爱长江、保护长江的优
秀作品。

“我一边记录，一边读懂中国。”
竹内亮说，自己还住在日本时，就已
经在拍摄中国故事。现在的他，住在
南京，对长江的了解也更加深入，想
把客观真实的中国和长江文化展现
给世界。

新书《再会长江》在汉首发——

日本导演眼中的长江沿岸十年之变

湖北日报讯 （记者农新瑜、通讯
员丁艳红）连日来，由湖北省戏曲艺术
剧院创作演出的原创大型黄梅戏《女
国医》剧组进入最后阶段的紧张排练，
该剧将于6月6日、7日在湖北剧院首
演。

义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史
料记载、被百姓颂为“女扁鹊”、被汉武
帝封为“女国医”的奇女子。黄梅戏
《女国医》演绎的，正是这位传奇女国
医悬壶济世、拯救生命、医治人心的精
彩故事——

汉建元初年，太医张天佑因执意追
查皇帝爱妃贾美人之死，蒙冤被斩，流
放九族。其女义妁携弟义杉，发誓为父
洗冤正名。13年后，太后病重，义妁冒
险揭榜入宫，治愈太后，成为女医官。

宫廷之中，义妁历经重重磨难，秉
执医道本心。在汉武帝雷霆大怒之下
解救同僚，于大将军弥留之际施以援
手，用精湛的医术治愈匈奴王子，使坚
毅果敢的君王为之动容，让明哲保身的
崔弘为之拼命，更以人性的疗愈感化了
一颗颗久经风霜的世故人心。

正当父亲冤案的真相渐渐清晰，背
后主使者的面目显露，长安城暴发了群
体瘟疫。仇恨还是宽恕？顾私情还是
全大义？面对苦难百姓，义妁做出了

“医者仁心”的最终抉择……
该剧由著名剧作家李莉、章楚吟担

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黄鸣现担任导
演。黄梅戏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梅
花奖获得者程丞和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张辉领衔主演，省戏曲艺术剧院年轻艺
术骨干和优秀“戏苗子”参演。

据悉，为将该剧打造成高艺术水准

的舞台精品，此前主创团队曾多次打
磨，对剧本四易其稿，并邀请全国知名
戏剧专家张曼君、马也等在京召开了剧
目创作论证会。2023年底完成首轮彩
排。该剧已入选2022年度文旅部历史
题材创作扶持工程项目。

剧组表示，《女国医》作为首部塑造
古代女性医者形象的舞台剧，将笔触直
击主角义妁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升华为
人间大爱的精神境界，传递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崇高信念，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演绎“女扁鹊”传奇故事

湖北原创黄梅戏《女国医》将在汉首演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胜、通讯
员李晟）5月27日，自然资源部公
布全国地灾成功避险典型案例，我
省神农架“4·15”龙口村泥石流避
险成功入选。

今年4月15日21时许，神农
架林区新华镇龙口村受强降雨影
响暴发泥石流，因提前预警，紧急
转移受威胁20户70余名群众，成
功避开灾害，未造成人员伤亡。

4月15日，神农架林区气象
台连续发布6条预警信息，密集的
临灾警报信息通过短信等方式发
送到“四位一体”管理体系内对应
的各级管理人员。在收到连续暴
雨临灾预警信息后，新华镇政府联
合镇自然资源分局等单位，组织

20户70人进行紧急撤离，并在有
安全隐患的区域设置警戒线，安排
专人值守。21时许，泥石流来袭，
造成多处房屋及沟口道路损毁、河
道泥沙淤积。由于转移及时，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

自然资源部专家称，进入汛
期后，各地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多
发，精准预报的难度越来越大，必
须高度重视临灾短期预报。在神
农架“4·15”龙口村泥石流避险案
例中，林区相关部门高度警惕，密
切关注，以密集和连续升级的预
警信息提醒地方防灾减灾人员与
农民，处置及时，帮助农民有效避
险，切实保障了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神农架“4·15”龙口村
泥石流避险入选全国案例

湖北日报讯（记者余瑾毅、通
讯员高琛琛、郭林）5 月 23 日，

“2024年湖北儿童健康行（黄石
站）”开启。3天时间里，武汉儿童
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全明
星”阵容的妇儿专家团，下沉到黄
石城区及阳新县、大冶市，为基层
妇儿义诊，送来慈善项目，并进行
学术讲座、疑难查房、手术指导、质
量督查，助力基层医院开展专科建
设。

大冶怀孕33周的朱女士产检
时显示胎儿肝脏有异常回声，提示
可能存在囊肿。听说有武汉市妇
幼保健院专家到大冶义诊，她一大
早就赶到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
院产科主任周洁琼建议朱女士到
汉完善胎儿核磁共振检查。通过
绿色通道，5月27日，朱女士在武
汉儿童医院检查。医院还将组织
产科、消化内科、超声影像科、优生
遗传室、新生儿外科等多学科专家
会诊，为后续诊疗及预后提供专业
意见。

专家团还携带多个救助项目，
如先心病、危急重症紧急救助最高
救助5万元，结构畸形救助3000

元至3万元，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
累计最高救助2万元，8种遗传代
谢疾病最高救助4万元，早产儿及
新生儿（如重度肺发育不良等）最
高救助4万元，乳腺癌和宫颈癌
（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最高救助
1万元。

此次“湖北儿童健康行（黄石
站）”由湖北省儿科质控中心、湖北
省儿科医疗联盟、湖北省儿童医疗
中心（武汉儿童医院）携手黄石市
质控中心（黄石市中心医院）、大冶
市妇幼保健院、阳新县妇幼保健院
联合开展。

武汉儿童医院院长周爱芬介
绍，专家团带着技术、慈善项目到基
层，既为患儿看病，又把各类国家以
及社会慈善救助政策带给群众，对
需要救治的疑难危重患儿给予帮
扶。8年来，联盟持续推进人才培
养、技术帮扶、学科共建及专科联盟
建设工程，推动基层儿科医疗服务
能力不断提升，推进分级诊疗。

据悉，“湖北儿童健康行”还将
陆续开展活动，下沉到随州、荆门、
宜昌、恩施、咸宁、荆州、襄阳、孝感
等地。

“2024湖北儿童健康行”
下沉黄石三地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诗秋）5
月27日，由荆门市文旅局组织的
荆门运动休闲旅游城市建设总体
策划专家评审会举行。会上提出，
以山水林田为景观，以低空运动为
引爆，以全域运动为路径，打造运
动休闲旅游名城。

荆门素有“荆楚门户”之称，境
内有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以及屈
家岭遗址等文化古迹。除了璀璨
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外，
还拥有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和发
展运动休闲产业的天然条件。荆
门是首批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
全省钓鱼产业试点城市，拥有国家
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2个、全国全
民运动健身模范县1个、国家级体
育产业基地（示范基地）2个、国家
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1 条。截至
2022 年底，居民人均体育消费
2417.95元，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近年来，荆门强化基础建设、
打造节会品牌、创新发展模式、激

发消费活力，着力打造运动休闲旅
游城市。培育出漳河爱飞客航空
运动“一飞冲天”、京山网球“一网
情深”、沙洋马拉松“一马当先”、东
宝滑翔“一伞浪漫”、钟祥足球“一
蹴而就”、屈家岭射箭“一箭钟情”、
掇刀体育用品制造“一名惊人”等
特色体育项目。

“坚实的产业根基是荆门建设
运动休闲旅游城市的底气，生态优
良、设施完善的空间环境则是保
障。”荆门市文旅局局长陈定萍介
绍，2023年，全市接待游客4100
万人次，旅游收入250亿元，同比
增长67%、73%，创历史新高。

陈定萍表示，运动休闲旅游城
市的建设，不仅可以促进荆门经济
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旅游、运动养
生、休闲娱乐的消费要求，还会使
荆门成为一座让人亲身体验运动
和休闲、阳光与激情、健康与快乐
的动感之城。

荆门拟打造运动休闲旅游名城

5月27日，鸟瞰武汉汉阳龙阳湖公
园半岛园区。站在半岛园区驿站二层
的观景平台上，游客可280度观景，不远
处的沿岸湖光水色尽收眼底。

近年来，龙阳湖加快水生态环境
治理与修复工程建设，探索大湖+的
生态融合发展新模式，将用绿道串起

“一环、四岸、十园、二十四景”。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全国大赛理论

测试和实操考试都

和省赛不同，国赛高

手如云，我必须全力

以赴。”5 月 28 日傍

晚，全国民政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湖北参

赛队选手胡莹莹与

教练潘向荣碰头，做

最后的赛前准备。

5 月 29 日至 31

日，全国民政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决赛将

在江苏省南京市举

办，32 支参赛队的

307 名民政行业优

秀选手将共襄盛举，

满怀为民匠心，以精

湛技艺传递职业温

情。

“经过省赛和集

中培训选拔，我们精

挑细选出10名选手

参加决赛，以展现湖

北民政人的风采。”

湖北参赛队领队、省

民政厅二级巡视员

吴斌祥说。

5月27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跟随
湖北参赛队抵达南京。10名参赛选手在
领队和教练陪同下，领取完参赛物资，就
投入到紧张的备赛之中。

吴斌祥介绍，此次全国民政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首次调整为国家级一类职业
技能大赛，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
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
合性赛事。大赛共设置5个竞赛项目，分
别是养老护理员、遗体火化师、公墓管理
员、假肢装配工、矫形器装配工。所有竞

赛项目，湖北各选派两名选手参赛，每名
选手都有一名教练员陪同指导和训练。

“上届大赛只有养老护理员单项，这
次增加了另外4个竞赛项目，体现出了对
民政行业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水平的重
视。”假肢装配工教练员笪晓奇说，“比如
假肢装配工与矫形器装配工，职业历史
悠久，在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下，需要与
时俱进，此次大赛重点考察测量、设计、
装配等核心环节，体现出职业的人文关
怀。”

鲜为人知的还有遗体火化师、公墓
管理员赛项。其中，遗体火化师赛项围
绕火化操作、骨灰处理、设备保养，强调
细致操作与职业尊重，推动殡葬服务的
标准化与人性化；公墓管理员赛项则涵
盖墓地维护、骨灰管理及客户服务，考核
业务操作与环境美化能力，倡导绿色生
态殡葬理念。

赛事主办方介绍，经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核准后，将对全国决赛成绩排名前
5名的选手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民政领域首次举办国家级一类大赛

“养老护理员赛项的实操部分由专
家精心设计，突出了养老护理员职业的
可敬性和专业性，每个考点都涉及到多
项技能。”大赛主办方介绍，随着我国老
龄化进程加快，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
养老护理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质量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

武汉市社会福利院的胡莹莹和廉诚
代表湖北参加养老护理员赛项，二人均
在2023年“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和武
汉市第二十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夺得过
一等奖，展现出精湛技艺和深厚职业情
怀。在集训期间，她们充分利用机会，不
断挑战自我，提升专业技能水平，力求在

国赛中展现出最佳状态。
“唯有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才能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服务需
求。”湖北参赛队副领队、省民政厅人事处
处长祝名荣介绍，除养老护理员赛事外，
湖北坚持每两年举办一次全省殡葬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通过市（州）级选拔赛层层
筛选，确保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进而参与
更高层次的竞技与交流，形成良性循环。

来自武昌殡仪馆的遗体火化师参赛选
手陈曦和石磊均在“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
中斩获过一等奖，在今年的集中培训选拔
中再次脱颖而出。赛前集训期间，武汉民
政职业学院教师钟家望和何秀琴受邀指导

礼仪和理论知识，帮助二人弥补短板。
“殡仪人员的仪态直接关系到丧属的

情感体验，这在考点中被明确指出。因
此，我要求陈曦和石磊在比赛中始终保持
挺拔的身姿，以庄重的仪容展现对逝者的
尊重和对职业的敬仰。”钟家望说。

“举办相关赛事，不仅提升了民政行
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也极大地激发
了社会各界对民政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此次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也是
我省民政技能人才展现风采、学习交流
的重要平台。”祝名荣说，通过“湖北工匠
杯”技能大赛等赛事以赛促建，是培养民
政行业人才队伍的生动实践。

以赛促建提升人才队伍专业素质

眼下，面对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
现状，民政行业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与
机遇并存的关键时期。以养老行业为
例，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养老护理
需求越来越大。

殡仪行业同样面临人才紧缺的现
状。湖北省殡葬事业促进会负责人介
绍，全国开设殡葬相关专业的学校很少，
每年毕业生在1000人左右，但殡葬行业
每年缺口近万人，供需矛盾较大。同时，

社会公众对殡葬职业的理解和尊重有待
进一步提升。

假肢装配与矫形器装配领域同样面
临着人才紧缺的局面。“以往，大部分客
户是因意外导致伤残，需要装配假肢或
矫形器。现在，在意外致残的基础上，病
理性导致的残疾人士增多，因此人才需
求也更加旺盛。”笪晓奇说。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指出，发展康
复辅助器具产业对假肢装配工、矫形器

装配工等康复辅助器具评估适配专业人
才需求巨大，我省虽然是全国教育强省，
但康复辅助器具领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机制仍未建立，人才十分欠缺。

举办此次大赛，既是主动迎接人才缺
口带来的挑战，也是给从业者大展拳脚的
蓝海。记者注意到，此次大赛主题为“源
于爱、专于技、惠于民”，在专业技术的基
础上更加突出人文关怀，这为民政行业技
能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人才缺口的挑战中孕育变革

龙阳湖生态融合

美如画

湖北日报讯（记者马明玉）5
月28日，第二届“一带一路”田径
邀请赛暨2024年全国田径大奖赛
（第5站）在重庆奥体中心结束第
二个比赛日争夺。我省选手在男、
女百米飞人大战中表现抢眼，女子
百米李贺以11秒55夺金，今年第
三次在大奖赛登顶；男子百米李泽
洋两刷PB（个人最好成绩），以10
秒28摘银。此外，熊诗麒和由李
孟源、刘杨、刘柯和李泽洋组成的
湖北队分别斩获女子跳远和男子
百米接力银牌。

李贺在4月的肇庆全国大奖
赛首站跑出11秒 37创个人PB，
该成绩位列本赛季国内首位，之
后她又在杭州站夺冠，对于重庆
站比拼，李贺说：“在今年赛季开
始时，教练让我将每一次比赛都
当成是训练，放开去拼。加上冬
训的积累，我也更加自信。重庆
这一场，我仍然会放开拼，跑出训
练水平就没问题。”轻装上阵的她
从预赛到半决赛以第一晋级。决
赛中李贺身处第6道，发令枪响，
李贺起跑并不占优，凭借较强的

个人能力，半程过后她开始与第5
道的主要对手、陕西名将冯璐璐
并驾齐驱。后半程，李贺加速冲
刺，最终以肉眼难辨的微弱优势
撞线。11秒55，随着现场大屏打
出成绩才确定冠军归属，冯璐璐
以11秒57获得亚军。赛后李贺
坦言对夺冠成绩并不满意，但连
续三站大奖赛夺冠让自己更有底
气。

李贺摘金之前，李泽洋先后
在半决赛和决赛两刷PB并拿到
银牌。他直言10秒28是个惊喜，

“来重庆前，我想把成绩稳定在
10秒40以内，半决赛10秒35已
经有点小意外。没想到决赛可以
打开10秒30”。5月初他在2024
年全国大奖赛第3站蚌埠跑出10
秒38，这已是他这个月第三次创
造PB。

在当日上午的女子跳远决赛
中，熊诗麒以6米49夺得亚军，这
一成绩与冠军仅差1厘米。由李
孟源、刘杨、刘柯和李泽洋组成的
男子百米接力队，以39秒18为湖
北队再添一枚银牌。

重庆“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鄂军1金3银报捷

女子百米李贺加冕年度第三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