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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龙华、通讯员童萱、
实习生束焱）第一届移植运动会游泳比赛
金牌、第六届移植运动会跳高比赛金牌、历
届比赛参赛证……6月12日，当67岁的武
汉“换肾人”凌汉生从随身的包里拿出这些

“宝贝”时，立刻引来众人敬意的目光。当
天，第八届中国移植运动会在武汉举行。

2004年，这一赛事由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专家发起举办，在
它“20岁生日”之时，重回“出生地”。1000
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器官移植康复者运动
员，参加了常规竞技赛和创意趣味赛。

“游泳、田径、体操，我样样都玩儿。
今年我参加的是两人三足和拔河比赛。”
连续八届参赛的凌汉生在记者眼里活脱
脱一个“老顽童”。2000年，他因尿毒症在
同济医院接受了肾移植手术。康复仅仅

一年后，闲不住的凌汉生就听从医生的建
议踏上了运动场。2004年听说同济医院
发起举办第一届中国移植运动会，他欣然
报名，并在中青年组游泳比赛中获得金
牌。20年来，伴随着移植运动会在全国各
地的举行，热爱运动的凌汉生也跑遍祖国
的东西南北，交到了许多移植康复者朋
友。“我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捐献
的逝者，都是带着两个人的生命活着。通
过运动，我们不断提高生活质量，让更多
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活力，看到器官捐献、
移植的巨大意义。这就是我现在坚持运
动的意义。”凌汉生说。

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都是走路入
场，但有一位乒乓球选手却骑着自行车入
场。他叫王伟，比赛前，他骑着自行车从
老家甘肃甘谷县出发，每日骑行百余里，

翻山越岭，历时7天，一路骑行到达武汉。
将时针的齿轮拨回16年前。2008年

7月，王伟被确诊为肝硬化晚期。从甘肃
辗转来到天津，王伟一边做治疗，一边焦
急地等待移植肝源。3个月后，他等到了
匹配的肝源，成功进行了肝移植手术。

经历过生死轮回的王伟，比任何人都
清楚生命垂危之人对“器官移植”的渴望，
更感恩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大爱。“我活下
来了，便有责任有义务，将器官无偿捐献
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出院后，王伟通
过有氧运动慢慢恢复健康。他尝试过爬
山、慢跑，最终发现了骑行的乐趣。“这不
仅对身体有好处，还能让我去不同的地
方，遇到更多的人。”王伟说。十几年来，
王伟穿着一身印有中国器官捐献标志的
骑行服，戴着蓝色头盔，穿行在全国各地，

所到之处他都会掏出自己复印的遗体器
官捐献的传单发放，或者坐在一处和周围
人讲述自己的经历。

武汉是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源
地。前来出席运动会的原中华医学会器
官移植学分会第四、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实教授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同
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相继建立了包括
肝、肾、胰腺、胰肾、心脏、心肺、小肠、肾上
腺、胰岛移植等各种动物的移植手术模
型，揭开了我国器官移植的序幕。

运动会发起人之一、同济医院器官移
植研究所陈忠华教授表示，20年来，我国器
官捐献与移植领域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公民志愿无偿捐献器官受到法规的肯
定和保护，要继续通过移植运动会等方式
唤起更多人加入到这一大爱的事业中来。

中国移植运动会重回发源地武汉
每个运动员都代表着“两个人”参赛

教育名片
3000名中小学生驰骋绿茵场

2019年，当老河口市教育局局长殷建
立提出“创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
县”时，很多人不相信。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看着校园里的
‘小豆芽’‘小眼镜’‘小胖墩’越来越多，就
想让孩子们多跑一跑、跳一跳，所以就选
择了足球。”他说。

可残酷的现实，给他上了一课——没
场地、没教练、学校和家长不支持。

但殷建立没有放弃，经过多方努力争
取到市级财政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分
批对城乡中小学足球场进行建设改造。
随后，他说服一众校长，以学校为单位组
建足球队。

第二年，老河口市首届育才杯校园足
球赛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看着孩子们在绿

茵场上挥洒汗水，过往艰辛已是过眼云烟。
2021年，老河口市获评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试点县；2022年，发展校园足球写
入老河口市政府工作报告……政策与资
金的支持，让老河口市校园足球有了源头
活水。

如今的老河口市已搭建起赛事丰富、
赛制稳定的校园足球联赛体系，全市推广
每周一节全员参与的足球课被纳入教学
课程。每年春末夏初开展小学三四年级
组，男女共32支队伍近1200人参赛；随后
是小学五六年级组，男女共36支队伍近
700人参赛；秋季开展初中组，男女共31
支队伍近600人参赛；最后是高中组，男
女共24支队伍近500人参赛。

付出就有收获。2023年，老河口市获
得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U13）
湖北赛区第一名、襄阳市第九届中学生校
园足球联赛女子组第一名、2023年襄阳市

足球比赛女子U11第一名等优异成绩。
“校园足球已成为老河口市教育的一

张名片。”殷建立说。

足球学习相长
学习尖子也是球队主力

玩足球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这是绝
大多数家长是否支持孩子踢足球的前置
条件。

2021年，当老河口市第八小学三年级
学生王小丫提出踢足球的想法后，其父王
志社犯起嘀咕：全班50人，女儿学习成绩
才排名中游。没想到，练习足球后，王小
丫的成绩进了前10名，因为她更注重学习
效率、更能集中学习精力。

该校童营校区校长卢静姝介绍，通过
三四年的观察总结，不少孩子在兼顾学习
和训练的过程中，提高了个人综合素养，
这有助于他们在球场上快速解决问题，也

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接受文化知识。
13岁的余尚恩是该校六年级二班班

长，也是女足校队的主力队员。三年级时
开始踢足球，四年级时学习成绩出现下
滑。其母付云霞没有粗暴干预，而是协助
她合理规划学习和踢球的时间，学习成绩
又重回班级前列。

“她的威信和号召力很强，带领很多
同学参加足球训练。现在他们班上学习
成绩靠前的孩子，也都是校队的主力球
员。”该校足球教练王旭峰说。

身心健康
校园心理安全事件下降八成

熟练地把三套球衣、两双球鞋装进背
包，跟父母摆摆手，然后蹦跳着走出家门
……5月25日，11岁的徐紫臻来到老河口
市实验小学大门口，和20多名队友一起登
上大巴车，前往外地参加一项比赛。

“踢足球之后，自理自立能力变强
了。自己洗衣服、洗袜子，晚上睡觉不用
催，早上起床不用叫。”这是他第4次外出
比赛，父母从提心吊胆变得很是放心。

老河口市实验小学校长聂庆安表示，
未来能够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孩子凤
毛麟角，但掌握运动技能、养成运动习惯
则会伴随他们的一生，校园足球的真正意
义恰在于此。

11岁的曾柏睿因为挑食厌食，一直体
弱多病，经常因病请假耽误课程。2022年
开始参加足球训练，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还改掉了挑食厌食的毛病。

“这么大的碗，平时一顿能吃两碗饭，
训练之后能吃三碗饭。”小家伙双手围成
一个“碗”，笑着说，“由于我太能吃了，我
妈去年新买了一个大电饭煲。”

12岁的吕嘉玮（化名）此前性格孤僻，
与同学、与老师的关系不睦，一度产生厌学
情绪。参与足球训练仅一年，他深刻明白了

“团队”“集体”的意义，性格变得开朗起来。
老河口市教育局提供数据显示，通过

大力推进校园足球，该市中小学生体质健
康监测优良率每年提高3%，近视发生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因学生心
理问题引发的校园安全事件下降81%。

老河口市力推足球进校园——

汉江畔放飞足球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赵峰 通讯员 李雯艳 张子纬

2023年6月，省民政厅在全省分级分
类推进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宜昌市和
武昌区被列为全省综合救助试点地，西陵区
窑湾街道峡州社区成为宜昌首批试点社
区。实施一年，情况进展怎样？近日，湖北
日报全媒记者深入该社区采访。

从生活低谷到重燃希望
一名低保对象的脱困路

“幸好有各方帮助，让我走出困境。”5
月21日20时，下班回家的穆晴（化名）和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拉起家常。

穆晴是峡州社区低保对象。2023年
12月，其丈夫去世，她遭遇最困难时刻：丈
夫生前多年住院治疗，家中一贫如洗，自己
常年照顾，没有收入来源。

“驻站社工了解到我家情况后，马上为
我申请临时救助3600元。”回忆当时，穆晴
不禁眼中噙泪。

办完丈夫的丧事，穆晴一度不能从悲伤
中走出来，整日困在家里。

社工在上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征得穆晴同意，联系心理咨询师上门，为她
开展心理辅导，穆晴顺利度过危机。

当穆晴提出希望找一份工作时，社区立
即与辖区超市对接，推荐其上岗。

不久，穆晴顺利入职。“这份工作，不仅
让我有了收入，每天生活也变得充实，整个
人感觉精神多了。”穆晴说。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
一张全流程社会救助网

“上门发现困难群众需求，精准对接，全
流程服务，这是我们社区综合救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峡州社区
党委书记丁代新说。

正是这条全流程救助网络，许多人面临生活困境时，及时得
到救助。

峡州社区是宜昌市公租房数量最集中的社区，同时，困难群
体占社区常住人口30%。

“在该社区实施综合救助试点，正是基于这一现状，以全流程
救助帮扶，满足困难群众不同的救助需求。”宜昌市社会救助局局
长王长江说。

走进峡州社区居委会，最醒目的是综合救助服务大厅。
在这里，接待区、咨询区、公示区、展示区、爱心物资区等布局

完备。困难群众有难处，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相应帮助。
“比如，困难群众家里遇到突发临时困难，可采取小额临时救

助先救后备案机制，开展救急服务。”丁代新介绍。
驻点专业社工也会定期开展敲门行动，及时了解辖区困难群

体的生活需求。
同时，社区建立困难人群基础台账，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由

“人找政策”变“政策找人”。
针对需要跨部门帮扶的困难群众，社区提供教育、医疗、住

房、就业等全流程申办服务，实现救助申报“全程代办”。

从单一救助到资源整合
一个全覆盖综合救助体系

“这道题，你再检查一下？”
“哦，这一步，好像算错了。”
5月22日下午，峡州社区爱心课堂上，唐家湾中小学学生胡

雯（化名）正在志愿者指导下修改作业。
胡雯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其母亲徐女士每天晚上7点才下

班，胡雯放学后无人监管。“家园童享”晚托公益课堂便成了她放学
后的去处。

“在我们社区，与胡雯情况类似的孩子不少。我们为此成立了
晚托公益课堂。”丁代新介绍，晚托公益课堂运营时间为工作日每
天下午4点半到7点。在课堂上，驻站社工链接三峡大学志愿者和
社会志愿者轮流排班，照顾孩子，为孩子们解答作业难题。

晚托公益课堂，是峡州社区凝聚帮扶合力、实现综合救助的
一个子项目。

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了解到，宜昌市将持续推进区域综合救
助，将试点模式逐步推广至全市，实现综合救助一体运营、一同发
力、一站办理、一米服务，满足困难群众的多层次、多样化、差异性
救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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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邓伟、
通讯员楚仁轩）从劳务品牌专
项技能提升为国家职业工种
标准，我省“蕲春艾灸师”首开
先河。6月12日，记者从省人
社厅了解到，人社部日前发布
《关于颁布保健调理师（保健
艾灸师）等国家职业标准的通
知》，10个职业被纳入国家职
业标准目录，蕲春县申报的
《保健艾灸师国家职业标准》
位列其中。

据悉，近年来，蕲春县以
蕲艾产业为突破口，依托国家
级非遗“蕲春艾灸疗法”，积极
构建政府主导、专家支持、企
业参与、协会自律的格局，实
现“蕲春艾灸师”劳务品牌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发展，形成了“专项培训教
材、技术操作规范、职业能力
考评、省级证书颁发、就业创

业平台”相统一的架构，累计
带动全产业链就业创业30万
人，帮扶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就
业5000余人，年创造劳务经
济收入百亿元。

该县多次举办“湖北工匠
杯”艾灸技能大赛等省级赛
事，应邀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展示交流等活动。在“全国
我最关注的劳务品牌”评选
中，“蕲春艾灸师”荣获第一
名；“蕲春艾灸师”朱珠入选

“全国最具特色劳务品牌形象
代言人”，余锦秀被评为“全国
新星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
截至目前，该县发展艾灸培训
机构31家，累计培训7.6万人
次，3万人获得蕲艾灸疗专项
能力证书，从事艾灸专项职业
技能人员达2.8万人，分布在
全国3000余家蕲春艾灸馆，
艾灸师月均收入达6500元。

为劳务品牌专项技能首开先河——

“蕲春艾灸师”入列国家职业标准

5月28日，老河口市第八
小学童营校区足球场上，2024

年育才杯老河口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联
赛（三四年级组）第九轮比赛激战正酣。

终场哨响，两球小负的光未然小
学足球队队员吕浩哭了，母亲葛琳很
心疼：“挺好的，去年输了人家5个，这
次有进步。”忽闪着双眼，吕浩问妈妈：

“要是再练一个暑假，明年是不是就能
赢他们？”

近年来，老河口市以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试点县为契机，以校园足球
为主体，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目
标，全面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动足球
改革发展。

2024年育才杯老河口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三四年级组）比赛瞬间。
（湖北日报通讯员 秦振宏 摄）

汉江沿岸水清岸绿
6月12日，汉江武汉汉阳段，跨江大桥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汉江沿岸水清岸绿。

近年来，湖北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让产业增价值、
生态添颜值，绘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 摄）

6月5日，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检察
院和区人民法院、区水利和湖泊局共
同设立的“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在
两河口水库揭牌。

去年上半年，当地村民谌某某在该
水库上游山上扫墓时，不慎点燃周边杂
草，引发山火，给森林资源造成破坏。

曾都区人民检察院办案过程中，向
相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履
职尽责，依法对谌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行政部门随后依法对谌某某作出
罚款3000元的处罚，并责令其限期补

种树木。谌某某缴纳罚款后，按要求
补种树木2000余株。

曾都区人民检察院将充分发挥
“四大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破坏
生态环境资源违法犯罪，努力凝聚环
境保护合力，将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
地打造成融公益诉讼、生态修复、法治
宣传、警示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环境
资源保护平台，推动饮用水源地水质
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助力牢牢守住
生态安全底线。

（王毅 李鑫鑫）

曾都首个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揭牌
“没起诉，5天就帮我们化解了纠

纷，很感谢！”近日，某公司负责人陈某
通过丹江口市人民法院诉前调解中心
化解了买卖合同纠纷后感慨道。

今年来，一场以“三调联动”为
核心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正在该市
生动演绎。该机制有效整合了综
治、法院、司法等资源，将“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融为一体，
有效借助“共同缔造”、党员干部“下
察解暖”实践活动等力量，畅通了党
员调解、社区调解、解纷服务热线等

诉求反映渠道，形成了以党委带头、
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

“大调解”工作格局，让纠纷不再“上
交”、化解在基层，切实增强了市场
主体的法治获得感。

据统计，丹江口市已受理民间纠
纷1813件，成功调解1790件，调解率
高达98.7%。下一步，该市将进一步完
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多元共治促
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持续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

（武桐羽 罗简）

丹江口市：“三调联动”加速基层解纷
6月4日，竹山县检察院与县法院

就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到案
发地公开宣判，并在相关部门的见证
下，组织当事人在上庸镇圣水湖黄颡
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投放鱼
苗55万尾，用于补偿修复生态环境。

经查，2022年至2023年期间，郑
某、周某、刘某等8人在未取得渔业捕
捞许可证的情况下，先后在保护区内
使用禁用的渔网、皮划子等工具捕
鱼。捕获的渔获物出售后，郑某等8
人累计分得赃款1600元至3.6万元不

等。法庭上，8名被告人均真诚认罪
悔罪。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捕捞水产品
大多是“小案”，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却不容小觑。在办案过程中，竹山县
检察院着力打造“追青‘竹’绿”公益诉
讼检察品牌，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
为的同时，通过追究行为人的修复生
态责任，对堵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社会
公众利益遭受的损害进行修复，努力
实现刑事处罚与环境修复有机结合。

（李美）

竹山：追青“竹”绿守护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