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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一刷，一键直达。自从加装电梯
投入使用后，耄耋之年的齐森林老人总算
能独自下楼晒太阳了。“以前只能坐在家
里看看窗外，现在下楼方便多了。”

齐森林老人居住的襄阳市樊城区中原
街道办事处铁路社区大院北区建于20世纪
90年代，有5栋8层步梯楼，全小区288户
500余名居民中，60周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
80%。

该小区从2022年4月9日启动第一
批2台电梯加装，至今，18个单元中已完
成加装电梯13台，剩余5个单元正在申请
加装，预计年底实现全覆盖。

加装电梯是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的
重要内容之一，不少老旧小区存在居民意
见不一、费用存疑、无人维保等问题。

大院北区是怎样破解这些难题的？
来看他们的做法吧！

换位思考，确保大家满意

2020年10月，《襄阳市关于市区既有
住宅增设电梯的指导意见》出台，大院北区
5栋2单元6楼住户周世贵邀约1单元5楼
住户晁保全，各自负责一个单元，逐门逐户
征求意见。

年过古稀的周世贵调查发现，两个单
元一共32户，有20多户是60周岁以上的

老年人。2单元7楼，老人病重，独生女喊
来4位同事才将老人抬到楼下；1单元4
楼，老两口腿脚不灵便，无奈另买房产。

按道理，大伙都应该同意加装电梯。
但在征求意见时，1楼、2楼住户担心影响
采光、噪声扰民，不同意加装；3楼至8楼
住户原则上同意，但提出造价、质量、安
全、后期维保等多方面疑问。

经过反复做工作，终于有2/3以上住
户签字“同意”，符合《指导意见》的加装条
件，但周世贵觉得，不能因为加装电梯造
成邻里矛盾，要装得顺心、用得舒心。

有人担心采光、噪声，他带着1楼和2
楼居民到其他小区已投入使用的加装电梯
亲身体验；有人担心造价、质量等因素，他将
电梯公司的设计图纸、材料型号、造价明细
进行公示。

眼看就要开工，1楼住户还是迟迟不
愿签字，原来是担心加装电梯后，自家房子
会贬值。摸清症结，周世贵把居民聚在一
起协商解决——1楼每户获得1万元补偿
金，2楼每户不补不交，3楼每户交费3.66
万元，3楼以上每增加一层楼费用递增
3000元。“要学会换位思考，互相理解。”周
世贵说。

2022年4月9日，该小区第一批2台
加装电梯开工建设，2023年8月1日验收
合格后正式投入使用。

多方参与，电梯物美价廉

第一批2台电梯顺利加装，让大院北
区迎来一波加装高潮，很快就有11个单
元提出申请。

可新的问题出现了——多家电梯公
司涌入小区，如何选择成了难题。

“加装电梯既要考虑价格，也要保证
质量。”铁路社区党委书记龚新涛说，解决
办法还是把决定权交给居民。

11个单元成立以单元长为牵头人，党
员中心户为骨干，周世贵、晁保全为顾问
的“加装电梯工作小组”。“加装电梯工作
小组”成员分工明确，单元长负责解读政
策、办手续、走流程；党员中心户负责征集
意见、调解纠纷；周世贵、晁保全负责加装
电梯施工监管，打消居民对采光、噪声、安
全等方面的顾虑。

确定中标单位之前，“加装电梯工作
小组”率领居民代表实地参观已投入使用
的加装电梯和电梯公司的工厂流水线，提
出的“连廊玻璃是单层还是双层”“电梯用
的是钢带还是钢绳”等专业问题，让多家
电梯公司大为吃惊。

经过层层筛选，襄阳快客机电有限公
司中标。已投入使用的13台加装电梯的
单价在45万元至50万元之间，包括电梯

费用、地下污水管网改造费用、消防管道
改造费用、平层入户费用等。

该小区还联系广告公司，在加装电梯
内设置广告位，每台每年收费700元，全
部用于电梯运行所产生的电费。

加强维保，确保运行安全

2023年底，大院北区曾发生过一次因
临时停电导致加装电梯停运的情况，维修
人员在接到故障报修信息后10分钟内抵
达现场，迅速解决问题，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随着越来越多的加装电梯投入使用，
日常维护保养问题备受关注。中原街道
党工委书记葛福军表示：“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的使用者往往是老年人，维护保养工
作不能忽视，尤其遇到突发情况，必须要
有畅通的应急救援渠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每台加装电
梯外都贴有维保人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电
梯内设有“一键呼救”按钮，电梯维保标志记
录着每月维保日期、人员名单、维保项目。

“已签订协议，每台电梯每年维保费用
8000元，由使用住户均摊，电梯公司提供维
保服务，24小时全天候响应、15分钟抵达现
场。”葛福军说，在真切感受到加装电梯带来
的舒适便捷后，各住户自发组织商定值班表，
参与加装电梯清洁卫生、故障报修等工作。

把决定权交给居民
——襄阳市铁路社区大院北区加装电梯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赵峰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各地
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让人们记
住乡愁的同时，也助推一个城
市出圈。

6月8日，宜昌端午美食嘉年
华暨第二届宜昌肥鱼节在宜昌
市西陵区步行街举行，众多海内
外游客领略了“舌尖上的宜昌”。

征服万千食客味蕾

“出锅了……”只见五六名
大厨合力抬开直径 3米的锅
盖，一股鲜香腾空而起，奶白的
鱼汤在锅中翻滚，一颗颗乒乓
球大小的鱼丸煮得Q弹饱满，
大厨们从滚锅中舀出圆鼓鼓的
鱼丸，浇上浓香扑鼻的鱼汤，递
给排队等候已久的食客们。

“好鲜，真好吃！”上海游客
李志义止不住一口连着一口，
连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宜昌
肥鱼口感好，没有土腥味儿。”
广州游客肖辉对宜昌肥鱼竖起
大拇指。

宜昌端午美食嘉年华暨第
二届肥鱼节以“‘鱼’你有约‘鱼回’
味无穷”为主题，设有肥鱼美食
地标餐厅、宜昌名菜、宜昌特色
小吃等多个特色美食区域。

“肥鱼节人气很旺，3000
斤肥鱼汤全部送完。”鱼豆吉餐
饮公司总经理李乐高兴地说，
通过现场直播，线上卖出一百
多份肥鱼火锅。

代表峡江居民欢乐祥和

在宜昌，食肥鱼历史悠久。
宋代诗人苏轼赋诗：“芽

姜紫醋炙银鱼，雪碗擎来二尺
余，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
胜莼鲈。”明朝时，宜昌长江肥
鱼被列为珍品，有“千里送名
鱼，皇家席上珍”之说。

文献记载，宜昌肥鱼以虎
牙滩至南津关所产最为肥美。

如今，宜昌人逢年过节，招
待嘉宾，肥鱼已成为一道必上“硬
菜”。餐桌上一道鲜美的肥鱼，
满足的不只是味蕾的享受，更代
表着峡江居民的欢乐与祥和。

“吃肥鱼，走宜昌，品三
峡。”第二届肥鱼节启动仪式
上，宜昌商务部门推出“宜昌肥
鱼美食手绘长卷地图”，为市
民、游客提供“美食美景导
航”。宜昌市政府文化旅游专
家顾问阚如良教授说，一场美
食节的影响远不只在于品鉴美
食，餐饮带动大产业，关乎大民
生，持续打造肥鱼美食全产业
链，推动长江大保护成果的生
态价值转化，能在提供多样化、
品质化餐饮消费产品中不断满
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制作技艺传承不衰

2017年2月，宜昌发布“十
大名菜首席榜”，宜昌肥鱼位列
榜首；2023年5月，宜昌被评为

“鱼（肥鱼）美食地标城市”。
2024年5月，宜昌城市品牌推
广周发布会上，宜昌肥鱼再次位
列宜昌十大名菜榜首。

“切块、漂洗、沥干、热油慢
煎……”在聚翁酒店后厨，每当
罗沿海拿起长勺，周围总会围
起一圈学员。

他是宜昌原味肥鱼制作技
艺的第四代传人，每天上炉做
一顿原味肥鱼是多年的习惯。

“只有手拿铲勺，才能保持做菜
的灵感，这是对肥鱼技艺传承
最大的尊重。”罗沿海说。

在点军区楠木溪水库旁，
湖北明福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拟投资1.5亿元，建设宜昌肥
鱼数智化产业基地，以肥鱼种
苗培育、养殖销售、科普研学、
肥鱼文化、药膳肥鱼等为核心，
打造肥鱼规模化、品质化、品牌
化全产业链。

去年，宜昌道地食材示范
基地的肥鱼产量达到1500吨。

宜昌肥鱼，正“游”出圈。

宜昌肥鱼“游”出圈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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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绘来论来论

6月11日，在武汉市黄陂区武汉
地铁前川线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在对铺设完成的轨道进行勘测
调试，各项施工有序进行。当日，随
着最后一节钢轨安装完成，前川线二
期工程顺利实现全线轨通。据介绍，
前川线二期工程由黄陂广场站至横
店站（不含），线路全长15.35公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通讯
员 曾斯 袁永华 刘兴华 摄）

武汉地铁前川线二期

全线“轨通”

龙舟竞渡、汉服游园、朗诵诗作，采艾蒿、
做香囊、包粽子……这个端午假期，传统习俗
与旅游产品结合的“新中式”民俗游走俏。

今年的端午节，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在宜昌秭归，采用艺术形式创新演绎“燃燎祭
天、苞茅缩酒、乐舞迎神”等古楚祭祀仪式，向
爱国诗人屈原致敬；在武汉，民俗表演“采莲
船”与非遗文化表演“扑蝴蝶”等，让游客体验
感十足；在黄冈，黄梅县小池镇龙舟比赛的盛
况还登上了央视端午特别节目《龙舟竞渡 家
国端午》。端午节承载着中华民族厚重的传统
文化记忆，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新中式”端
午，让节日的氛围更加浓厚。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创新转化、创
新表达非常重要。传统食品粽子，除了开发各
种口味，还可以发展成粽子形状的香包、挂件
等。散发馨香的艾草，除了简单捆成一把，还

可以配上香囊、葫芦、卡片、洋桔梗等，包装成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花样，多地还出现身着古装
的“货郎”沿街叫卖艾草花束和香囊，引得游客
纷纷购买。纪念屈原的方式，除了赛龙舟、吟
诗作，还可以结合舞台、影视等多元手段艺术
再现屈原的风骨。作为我国首批入选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文化意味
非常深厚。随着时代发展，端午节也需要有新
鲜的元素、新鲜的表达方式。从今年端午火爆
的文化旅游中，可以体会到传统节日的生命力
在于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因子。

端午节的“新中式”之热，是这些年中国传
统文化日益兴起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人文化
自信的自然流露。不仅是端午节受热捧，中国
的春节更是走向世界，成为联合国的第 10 个

“固定假日”。无论是春节的“国际范儿”，还是
端午节的传统味儿，都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蓬勃的生命力。随着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
大，正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助力社会经
济更好发展。文化自信从精神层面，正转化为
文化事业、旅游产业的提质升级。

这个端午，划龙舟无疑是节日的“气氛担
当”。从南到北，人们划龙舟热情不减，观看比
赛的人布满线上线下。除了湖北、湖南，广东
赛龙舟也以超强实力“出圈”，极速漂移俨然是

“水上F1”。奋楫争先的龙舟与广州标志性建
筑“小蛮腰”同框入画，好一幅传统与现代互促
交融的画面。

传承文化基因，坚定文化自信，让传统
文化焕发新时代光彩，激活传统节日的文化
生命，传统佳节一定会在传统文化滋养下，
带给我们更强的节日氛围感、更浓厚的文化
感染力。

“新中式”洋溢文化自信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据央视新闻报道，不断有外地游客反映，鼓浪屿旅游套路多、花费高、体验差。记者以游客
身份暗访调查时发现，鼓浪屿的宰客现象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旅游景区宰客并非新鲜事，但如此环环相扣的“宰客一条龙”，折射的是磨刀霍霍向游客的
糟糕旅游生态。面对游客反映的问题，多个相关部门互相推诿，不是“管不了”，就是“找别人”。
对宰客行为放任不管，就是在自毁文旅前程。一个地方风景再美，也担不起宰客猖獗的恶名。
在文旅市场日益火爆的当下，良好的旅游体验是相当重要的加分项，老景区不能只想着吃老本，
更不能蚀老本。 （文/周磊）

近日，民政部一纸通报引发
广泛关注。通报称，柯某孝曾作
为患儿家长接受过儿慈会救助；
从 2022 年 11 月起参与儿慈会
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以
下简称9958项目）廊坊救助站相
关工作。2023 年 6 月至 8 月，柯
某孝私自以“儿慈会 9958 项目”
的名义向患儿家长筹集资金，骗
取 患 儿 家 长 钱 款 近 千 万 元 。
2023年9月，因涉嫌诈骗，柯某孝
被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已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指出，柯某孝案件暴露
出儿慈会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
9958 项目操作违规等问题。经
进一步调查，儿慈会还存在未按
规定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未依
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等违法情
形。这就说明，柯某孝与儿慈会
的关系，并非此前回应的只是

“当过短暂的志愿者”那么简单，
而是确实参与了 9958 项目的相
关工作。以“配捐”之名行“套
捐”之实，儿慈会存在不可推卸
的责任。

病痛经不起等待，善心容不
得欺骗。作为一家筹款能力超
强的慈善组织，出现如此案件，
背后的问题值得深思。慈善组
织开展慈善项目，如何确保始终
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配捐模
式中出现违规操作的漏洞如何补上？慈善组织对
地方合作机构与志愿者的管理还存在哪些疏漏？
慈善事业容不下“隐秘的角落”，社会倾注的每一
份善意，都要用在刀刃上，取之、用之等事宜，都要
经得起检验。慈善组织一头连着患者之急，一头
连着人心之善，任何时候都必须不偏不倚地当好
传递温暖的角色。慈善组织失信，慈善事业蒙尘，
是对人们善行义举的极大伤害，是对社会道德水
源的极大污染。

善意是最好的“黏合剂”，阳光是最好的“营养
剂”。“善意”不可欺骗，不能对它动歪心思，玩猫腻；

“阳光”就是信息公开，慈善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要接
受社会的监督，让爱心流向其最该去往的地方。

我国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
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的价值导向坚定不
移、历历可辨。树立慈善意识、参与慈善活动、发
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
践。这种道德实践之宝贵，决定了必须从暴露的
问题中查漏补缺，以刮骨疗毒的决心重塑慈善公
益组织的公信力，让慈善事业稳稳当当、不染污浊
地汇众心、广聚力、行正道、救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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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要

端午节承载着中
华民族厚重的传统文
化记忆，可感、可触、可
参与的“新中式”端午，
让节日的氛围更加浓
厚。“新中式”之热，是
这些年中国传统文化
日益兴起的一个缩影，
也是中国人文化自信
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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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直接倒入金沙江，张家界等城市
形成“垃圾山”……记者近日随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在上海、浙江、江西、湖
北、湖南、重庆、云南7省市督察发现，一些
地方建筑垃圾处置工作存在明显短板，乱
堆乱倒问题时有发生，多地发现“跨省倒
垃圾”。（6月11日《每日经济新闻》）

“跨省倒垃圾”并非简单的与邻为壑，
其中折射出建筑垃圾处置处理的困局具
有普遍性。之所以出现建筑垃圾跨区域
偷倒的乱象，首先是利益驱动、违法成本
较低，产生建筑垃圾的建设方及建筑垃圾
处理的企业，都试图追求处理成本最小
化，就近找个地方“一倒了之”，甚至催生
出非法垃圾运输处理的黑色链条。

其次是地方处理消纳能力不足，建
筑垃圾后端处理不畅。往往是城市越
大，建筑垃圾产生的量就越多，如2021年
以来，江苏省苏州市查处的274起跨区域

非法倾倒建筑垃圾案件中，有243起涉及
上海。建筑垃圾的消纳处理成本高，目
前消纳处理还是填埋为主，会面临供地
瓶颈，同样是城市越大其瓶颈越突出。
从长远来看，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是破
解建筑垃圾处理困局的良方，但实现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还有待进一步引导、
培育，促进其加快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对于“跨省倒垃圾”不能只止于惩治
打击，更需要疏堵并举，完善建筑垃圾处
理的体系。一方面是督促各地完善建筑
垃圾消纳处理机制，加快推动建筑垃圾资
源化处理的步伐，配建运输、堆放、处理和
循环利用的链条，畅通城市建筑垃圾的出
路；另一方面是增强对建筑垃圾管理与处
理的调节与制约功能，帮助摊薄成本费
用，消除建筑垃圾回收堵点；建立建筑项
目垃圾处理保证金制度，倒逼建筑垃圾在
规范的渠道内处理，防止外溢偷倒。

“跨省倒垃圾”更待系统治理
□ 木须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