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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周寿江）近
日，省委政法委印发《关于学习宣传
邱建军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号召
全省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认真
学习宣传邱建军同志的先进事迹和
崇高精神，大力营造学习先进、崇尚
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切实履
行好维护社会平安稳定、守护人民幸
福安宁的神圣职责。

邱建军生前系武汉市公安局江
汉区分局汉兴派出所副所长，曾荣立
个人三等功3次、获嘉奖6次。今年
6月1日凌晨，邱建军在带队处置一
起持刀滋事警情中，遭遇嫌疑人疯狂
拒捕。危险时刻，他奋不顾身与持刀
歹徒展开殊死搏斗，身负重伤，经抢
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50岁。

通知指出，从警30年来，邱建军始

终坚守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履行着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勇于担
当、恪尽职守，冲锋在前、服务在前，矢
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邱建
军是全省政法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践行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优秀代表，是用鲜血和生命诠释“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总要求的先进典型，是全社会崇尚的英
雄模范，是激励全省政法队伍忠诚干净
担当的学习榜样。

通知要求，要学习邱建军同志对
党忠诚、不怕牺牲的政治品格，学习
他克难攻坚、勤勉担当的敬业精神，
学习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公仆情
怀，学习他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的优
良作风。

省委政法委号召
学习宣传邱建军同志先进事迹

“看着公司破产太痛心了，感谢
法院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出发！”

近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
一起破产和解案件，帮助一家小微企
业重获新生，该公司负责人由衷感谢。

湖北某服装有限公司是司法部准
入的“司法行政系统警察服装生产企
业”。2017年起，为扩大经营规模，该
公司持续拆借民间资本，高额利息越
来越多，直至资金链断裂。后因多起
被诉案件进入法院执行后无财产可供
执行，经执转破程序进入破产清算。

鄂州中院受理这一破产清算案
后，发现该公司曾是行业知名企业，且
拥有特种服装生产资质，具备其他普
通服装企业所没有的优势。

如简单“一破了之”，不仅会使一个
能解决300多人就业的企业“被迫”退
出市场，其特种生产资质也会就此作
废，十分可惜。于是，案件承办人调整
思路，考虑促成债权人与债务人和解，
或通过引入投资人与债权人达成和解，
最大限度挽救企业。

几年来，债权人与债务人多次协商

失败，也与多名意向投资人磋商洽谈。
直至今年3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终于
通过武汉某公司作为投资人的和解协议
草案，后由鄂州中院裁定认可和解协议
并终止和解程序。有了新鲜血液的加
入，该公司即将“重启”。

鄂州中院有关负责人介绍，破产
资产处置难，破产企业重整、和解难，
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破产资产关
注度以及市场开拓力度不够，难以找
到合适的投资人。

为此，鄂州中院依托全省首创的
危困企业服务中心，加大对濒临破产
企业的指导与甄别，并通过府院联动
机制将具有挽救价值的18家企业与
优质资产信息打包推送给当地招商
局，实现信息共享。

“我们将加快建立与财政、市场、
司法、金融等多部门联动机制，扩大
破产资产信息发布、接收渠道，深化
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实现法院资产处
置与招商引资有机融合，互利共赢，
助推鄂州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该负责人说。

畅通资产处置信息渠道

鄂州中院推进破产和解助企业新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通讯员 陈倩

湖北日报讯（记者许应锋、通讯
员李尚菲）6月27日傍晚，十堰市郧
阳区柳陂镇龙韵村爱源文化广场，在
激昂的歌声中，该区“流动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第18场活动开启。

活动现场，除了早早到来的乡亲
们，还有全省文明实践工作专题培训
班的160余名学员。民俗乐舞、小
品、快板等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轮番上演。在广场边的志愿服务区，
义诊、义剪、法治宣讲等服务台一字
排开。此次活动，还吸引了与郧阳毗
邻的陕西省山阳县文艺志愿者前来
交流，他们带来表演唱《山区人民感
谢党》。

但在两年前，该区实践所（站）房
屋里的墙上，各种牌匾、制度虽然挂
得整整齐齐，地上却堆满杂物。因资
源匮乏、资金有限，文明实践活动形
式单一、内容枯燥、吸引力不强，更谈

不上引领群众。
去年，该区创新打造“流动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发挥流动、激活、带
动基层所（站）作用，破解基层开展文
明实践活动经费有限、力量单薄、内
容枯燥、形式单一等共性难题，实现
资源“流动”、服务“流动”、文明“流
动”，达到“一活百活”效果。

“流动实践站”的每场活动一般
有10个文化文艺节目。为选出优质
节目，在全区摸排，并定期组织乡镇、
部门等开展节目比赛，由现场群众对
节目评分，确定名次后进入“流动实
践站节目库”，在全区流动。

截至目前，该区“流动实践站”在
全区17个乡镇开展活动18场，组织
编创文化文艺节目100余个，服务群
众20万余人次。黄石市、河南省淅
川县、陕西省山阳县等省内外县市区
也到郧阳区参与节目交流。

郧阳“流动实践站”求新求活
服务群众20万余人次

“咱把树苗栽上，再把路面硬化，这
块地方就好看了！”

6月25日，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
村民正开展环境整治，村党委书记闵洪
艳提着铁锹，和大家一起培土浇水。

今年是闵洪艳在堰河村当党委书
记的第32个年头。

从29岁到61岁，他与这片土地共
成长，带领村民将堰河村从“见山山秃
头，见路路断头，见水水断流，见人人犯
愁”的“破落村”打造成村集体资产超亿
元、年均接待游客60余万人的乡村旅
游知名景区。

“管好山、护好水、修好路、育好人、
建好村，保山护水，走绿色路、吃生态
饭。我们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做的，将来
还要坚持到底。”闵洪艳说。

“头雁”领飞走上绿色发展路

堰河村80%以上的面积是山场，
穷在山，希望也在山。

1992年，闵洪艳从“绿色发展”理
念中得到启示，决心从“生态”入手，为
村里谋发展。

党员干部以身作则，领着全村一起
种树。他们把8000亩荒山变成山林、
茶园，终于迎来一批批“尝鲜”的游客。

村庄有了人气，闵洪艳瞅准机会决
定发展农家乐。他动员妻子率先试水，

开起村里第一家农家乐“银杏山庄”。
开业第一个月，银杏山庄日均接待量

就超过500人次。从此一家带一家，越来
越多村民加入到经营农家乐的行列中。

在堰河村村口，竖立着一块显眼的
告示牌，上面列有村里农特产品定价，
小到1.2元一个的土鸡蛋，大到120元
一斤的山茶油，一目了然。

“依托生态旅游经济专业合作社，
村里所有从事旅游经营的农户实行统
一领导、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价
格，明码标价、童叟无欺。”闵洪艳介绍，
村里还对所有农户房屋统一规划设计、
统一建筑风格。同时，注册“堰河香”农
产品公共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在堰河村，村党委、村委会、生态旅
游经济专业合作社“三驾马车”一套班
子。支部联产业、干部联项目、党员联
农户的“三联共建”工作方式，形成聚民
心、抓发展、干事业的强大合力，堰河村
名气越来越大。

特色乡村旅游引来回头客

农家乐生意红红火火，可并非所有
人都适合开农家乐，其他村民要怎么奔
小康？

闵洪艳几经思索，敲定了“民俗园”
项目。

民俗园以村民为主要经营者，鼓励

大家各展所长，经营销售自己拿手的产
品，让游客充分体验乡村特色。“我们通
过村合作社支持经费，村干部进行经营
指导、技术培训、销售帮扶等方式，实实
在在提供帮助。”闵洪艳说，建设民俗园
的初衷，便是希望通过党员带头干、干
部拼着干、群众参与干、社会支持干，实
现村里有产业、户里有项目、人人有事
干、个个有钱赚。

在民俗园一片古色古香的店铺中，
一家“堰河味道咖啡馆”显得别具一格。

老板娘赵玲玲是堰河媳妇，原本与
丈夫在外务工。看着堰河村游客越来
越多，2019年，她决定入驻民俗园，开
一家可以喝茶、喝咖啡的小店。她去上
海学了咖啡制作手艺，又跟着村里的老
师傅学会了做手工茶，开起这家“中西
结合”咖啡馆。

“在村里喝咖啡挺‘新奇’，今年有好
几拨回头客来店里找我，说是专门再来体
验一番。”赵玲玲说，守着自己喜欢的小
店，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庭，生活很美满。

眼下，堰河村民俗园三期项目正在
加紧建设。

闵洪艳介绍，三期将有52户农户
入驻，经营项目包括首饰制作、根雕、智
能高档民宿等，届时将为游客带来更丰
富多彩的乡村旅游体验。

“每户都是一个新业态，不重
样！”他说。

引资引智共建美丽乡村

“等棚子搭好，夜里我们摆几桌

消夜，客人玩完回来聊聊天、喝喝
酒，多好！”6月 25日，堰河村栖棠云
舍民宿老板陈义兵兴致勃勃规划着
建设方案。

陈义兵家住谷城县城，偶然来到堰
河村旅游，被这里的山清水秀、淳朴民
风深深吸引。

得知村里一栋老旧房屋正待改造，
陈义兵当即决定改造这栋老屋，开一家
民宿。

“闵书记很支持，门口停车场路面
硬化等工作都是村里帮忙完成。”陈义
兵说，民宿已基本完工，预计年底可正
式对外营业。

越变越好的堰河村，吸引着越来越
多像陈义兵一样的投资人。

去年8月，总投资1.02亿元的堰河
村山野农场开园迎客，这是堰河村与湖
北银兴生态农业旅游开发公司的合作
项目，主要建设有半岛营地、萌宠乐园、
帐篷酒店等，非常适合亲子旅游和团建
活动。

山野农场负责人杨坤介绍，早期，
闵洪艳和村干部做了大量工作，说服村
民把土地流转给村合作社，再通过合作
社流转给开发公司，帮助公司省下许多
时间精力，推动项目加快落地。

“曾经，我们的目标是‘一家一栋小
洋楼、一家一辆小轿车、一家一个好项
目、人均存款10万元’，如今已经实现
了。接下来，我将继续和村民一起，为
实现‘村里有金融、家里有资本、户里有
硕博生、发展有产业、出行有房车’目标
努力奋斗。”闵洪艳说。

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党委书记闵洪艳扎根山村32年——

“头雁”领飞 山村美了 村民富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通讯员 谢伟

6月 20日，雨后的宜都市陆城街
道尾笔村，空气清新。走进村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墙上的《尾笔村村规民约》十
分醒目。

“红白喜事新办、从简、节俭、有礼”
“以户为单位建立家庭文明诚信档
案”……28条村规民约，条条紧贴村民
生活实际，句句聚焦群众关心话题。

近年来，尾笔村厚植尊德尚礼和崇
文重教传统文化底蕴，因地制宜探索村
规民约、移风易俗等乡村善治“尾笔模
式”，全村齐心共谋、群心共守、同心共
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少了人情之累，多了文明新风

“我今天又随了500元的份子钱，一
年光随礼就要花两三万元，现在还欠
债。你们村干部管不管？能不能管？会
不会管？”尾笔村党委书记黄攀虹至今还
记得，6年前刚上任时，村民曹启芹连发
三问，道出了大伙给人情减负的期盼。

尾笔村是城郊村，因清乾隆年间一
门三杰同登皇榜而得名，常住人口有
5000多人。对于当年的这“三问”，69
岁的曹启芹坦言：“因为风气不好，实在

看不下去了”。
曹大姐所说的“风气”，是人情歪

风。当时的风气有多不好？尾笔村红
白理事会会长、退役军人李毓新用“人
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来形容。

“建房打地基请客、封顶请客、落成
又请客。孩子出生、抓周要随礼，点歌
要花钱，在桌上吃鸡蛋还要交‘茶钱’。”
李毓新算了算，村民一年下来要随20
多次礼，礼金每年至少得出2万多元。

管不管，是态度问题；能不能管，是
权限问题；会不会管，是能力问题。

面对群众诉求，尾笔村两委班子第
一时间召开碰头会，坚定狠刹人情风、
培树新风尚的决心，确定立破并举、以
立为主、疏堵结合的思路。在充分征求
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红白
事办理暂行规定》，明确“随礼礼金不超
过100元，村民婚事、新生儿、丧事3件
事可办，在家操办不超过5桌，且仅限
于亲朋参加”等硬杠杠。

为推动规定的有效执行，村里经过
层层挑选，成立了由村干部、党员、乡贤
以及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的红白理事
会，并积极争取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支
持，对村民红白事进行事前报备审批和

行为监督。
治理人情风并不是消除人情味。今

年5月1日，在村里的稻虾基地，第七届
“百位老人集体祝寿”活动开启。117位
老人集体吃蛋糕，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如今的尾笔村，村民之间少了人情
之累、多了文明新风。

2019年，尾笔村通过干部走访调
查、群众建言献策、部门联合评议、法律
专业指导、村民大会表决，制定村规民
约，将法律规定、道德规范、移风易俗、婚
姻家庭、社会责任、争先创优等8章28条
内容纳入对村干部及群众的约束管理。

近年来，村规民约潜移默化影响着
村民的生活习惯、改变着村干部的工作
作风，助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

共建和美乡村，让村民“站C位”

今年2月，宜都出现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2月21日一大早，黄攀虹披上
大衣出门，带领村干部上路保畅通。一
行人拿着除雪工具来到村口时，被眼前
的一幕深深感动。

“进村的大路上，村里的男女老少
拿着铁锹、扫帚等工具，埋头铲雪。那
一幕，我至今难忘。”黄攀虹对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说。

从“干部干、群众看”到“干部群众一

起干”，家庭文明诚信积分制功不可没。
2019年，尾笔村制定家庭文明诚

信积分实施细则，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建立了文明诚信档案馆，生成家庭文
明积分。

村里还成立道德评议会，评议会按
照线索实时采集、季度道德评议、半年
大会通报、年终评星定级的程序开展诚
信户评星评级，诚信文明户可在“爱心
超市”进行生活物资兑换，并可享受银
行贷款、就业培训、子女入学、文旅消
费、健康服务等方面的优惠。

在尾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诚信
档案馆，有一面诚信档案墙，存放着全
村1000多户村民的诚信档案。

“打捞堰塘死猪并进行处理，加5
分”“主动清扫道路，加2分”“主动让出自
家土地支持道路加宽建设，加5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村民们的一次
次善举，都汇聚成诚信积分，每户村民的
善举和积分都能随时查看。

宜都市文明办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尾笔村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
同缔造，把激发群众主观能动性摆在精
神文明创建关键位置，让村民在文明乡
风建设中“站C位”，助力打造新时代和
美乡村新样板。

“村里扯皮的少了、干事的多了，风
气越来越好，村庄越来越美。”曹启芹道
出了大伙的心声。

宜都市陆城街道尾笔村——

村规民约树新风 村民共建“站C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际凯 通讯员 邓萍 黎文来

建功先行区 法院在行动

移风易俗 文明实践扬新风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月 18 日，沪渝蓉汉川东
站建设现场如火如荼，施工方
中建三局组织150多名施工人
员紧扣工期，抓紧作业。目前，
汉川东站已初具雏形，工程进
入内部装饰装修和屋面钢结构
网架安装施工中，计划年底站
房屋面钢结构封顶，明年3月联
调联试。

汉川东站位于汉川市城区
东北侧约5公里，是沿江高铁通
道关键区段之一，也是武汉城市
圈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成后将成为长江经济带综合
立体交通走廊客运骨干站点。

（视界网 晏美华 摄）

汉川东站
进入内部装修

湖北日报讯（记者邓伟、通讯员
楚仁轩）6月28日获悉，按照国家统一
部署，经省政府同意并报人社部、财政
部批准，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
《关于2024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的通知》，从2024年1月1日起，为
2023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
总体调整水平为2023年退休人员月
人均基本养老金的3%。

在调整办法上，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统一采用“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
适当倾斜相结合”。定额调整体现社
会公平；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调”“长
缴多调”的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缴
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
斜体现对高龄退休人员和艰苦边远地
区退休人员等群体的关怀照顾。

定额调整每人每月增加30元。
挂钩调整每人每月按本人缴费年限
每满一年增加1.01元；同时，每人每
月以本人2023年12月基本养老金
为基数增加1%。

适当倾斜是在定额调整、挂钩调
整后，对部分人员再按以下标准增加
基本养老金：2023年12月31日年满
70周岁不满80周岁的，每人每月增
加40元；2023年12月31日年满80
周岁的，每人每月增加60元。国家
规定范围的艰苦边远地区的调整对
象，每人每月增加15元。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供
给制的，每人每月增加30元；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
薪金制的，每人每月增加 25 元；
1953年12月31日前参加革命工作
的，每人每月增加20元；符合劳社部
发〔2002〕9号文件规定的原工商业
者，每人每月增加10元；同时符合上
述两个及以上条件的，按照就高原
则，只增加一项。企业退休军转干部
按上述办法调整后，其基本养老金仍
未达到所在市（州）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金平均水平的，补齐到平均水平。

此次调整养老金将惠及全省
669万退休人员，新增加的养老金将
于7月底前发放到位。

我省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总体调整水平3% 惠及全省669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