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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08

10月18日，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官应邀参加湖北科技学院附
属泉都学校教师大会，为该校180余名
教师讲了一堂题为“以坚定的使命担当，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课。

检察官从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学校
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之不良行为
及严重不良行为的干预、“强制报告”制
度的落实等方面，结合相关典型案例，
分析案件发生的原因及造成的后果，并
就如何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及未成年人
如何预防涉罪提出相关建议。

“大家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
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
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
报案。”检察官说。

“检察机关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
重要司法力量。下一步，我院将继续发
挥检察职能，按照法治副校长相关工作
要求，持续推进法治进校园工作，不断
丰富普法内容，创新普法形式，用心用
情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咸安区人
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徐宏红 黄黎）

咸安检察官送法进校园

10月17日，首届“万里长江党旗
红”机关党建典型案例交流活动在宜昌
举办，宜昌市人民检察院以高质量机关
党建服务争创长江生态保护检察典范
的经验做法入选典型案例。

今年6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旗
帜杂志社、湖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面向
长江流域各省区市工委，开展“万里长江
党旗红”机关党建案例征集活动。

近年来，宜昌市人民检察院紧紧围
绕建设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扎实推进
党建业务互融互促，全力打造“三峡生

态检察官”品牌，倾力书写长江大保护
宜昌检察答卷，办理的6个长江流域生
态保护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
案例，“流域综合治理生态检察模式”
获评“新时代湖北政法工作十大创新
品牌”和“全省社会治理创新十佳案
例”，宜昌市人民检察院荣获“第七届
湖北省环境保护政府奖”。今年5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在
宜昌召开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现场会。

(张颖 黄雷)

宜昌倾力打造三峡生态检察官品牌

9月11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与
武汉建筑业协会联合举行《建设领域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合作备忘录》签
约暨建设领域诉调对接工作室揭牌仪
式。

建设领域诉调对接工作室是深入
推进建设领域民商事案件的前端治理
工作，“诉讼+调解”的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的创新，有助于建设领域纠纷实
质性化解。双方将以签订合作备忘录
为契机，共同加强对建设领域民商事
案件调解工作理论和实务问题的研

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
有针对性地从法律视角对建设工程全
行业提出合理的建议，对建设工程企
业完善合同文本、规范施工行为、避免
经营风险等开展行之有效的法律指
导。

优化落实建设领域“法院+行业协
会”联动解纷工作机制，既能最大化地
实现效能叠加、良性互动，提升建设领
域纠纷实质性化解，又能节约社会资
源、促进建筑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李敏 陈佳贝）

洪山法院：建设领域诉调对接工作室揭牌

仙桃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1至10月
全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5626人次；新增
技能人才3119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016
人，技师、高级技师82人，打造一支高技能
素质的人才队伍。

“一体化”搭建平台。坚持以平台为
依托、以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重点，计
划2025年开工建设、2026年建成投用。
每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人数1500人以
上，其中高级工500人以上。

“一站式”精准服务。大力开展“百名
人社专员服务百企”行动，将全市160家

重点企业划分为九个片区，为每家企业配
备1名人社专员，106名人社服务专员结
对包联，定期深入企业一线。

“一张网”培育体系。发挥“政府部
门+行业企业+社会组织+职业院校”作
用。打造“三融”新区、实施“三万”培训、
推进“三个一批”。

“一盘棋”整体统筹。将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纳入人才工作总体布局，推进培
训、竞赛、激励机制，颁发技能等级证书
461人。认定“新八级工”2475人。1人荣
获202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蔡罕）

仙桃:“四个一”模式造就一批高技能人才
为深入构建均等化基层公共

就业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公共就业
服务营商环境，建始县积极创新举
措，通过组织体系、服务队伍、数字
赋能、政策直达四个全覆盖，打造
零距离高质量公共就业服务社区，
畅通公共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神经末梢。

按照公共就业服务下沉基层要
求，依托纵向到底党组织体系和横
向到边社会组织体系，搭建起连接

社区市场主体和社区居民的服务平
台。按照“1名人社服务员+1名社
区网络员+N名社会协助员”的模
式，组建社区网格人社服务小分队。

通过“建始数字零工驿站”小
程序数智化功能，将居民的个人就
业信息与市场主体的空岗信息进
行精准匹配。通过“大脚板”服务
与大数据功能融合，将就业创业政
策直达居民手中。

（高用平 吴邱叠）

建始：全方位构建公共就业服务社区

今年来，丹江口市以优化营商环境先
行区创建为抓手，成立“执破融合”事务处
理中心，组建“执破融合”团队，统筹立、
审、执、破等43项业务，打通破产审判与
执行壁垒；细化《工作流程图》；出台《工作
指引》，充分整合执行程序的强制功能与
破产程序的清算、重整功能。

破产清算机构提前介入，识别破
产原因、推动关口前移；法院按终本案
件数和标的额建立红、黄、蓝三级动态
监管名录精准识别、分类施策。

依托商事纠纷“共享法庭”、“丹i企”，

打通与破产法官工作平台壁垒，实现“破
产事项掌上办”。同时，依托“府院联动”
机制搭建企业交流平台，在资金、项目、要
素、资源配置等方面强化部门协作。

目前，该市筛查终本案件 5266
件，移送上级法院审查立案18件，现
场核查拟破产企业状况26次，案件移
送数量同比上升180%。印发《破产预
警告知书》26份，送达《启动府院联动
协调机制函》11份，移送公益强制清算
案件2件、出清终本案件52件。

（汪新月 武桐羽 罗简）

丹江口：“执破融合”助企纾困

家乡人深情缅怀著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

她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开窗口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农新瑜 通讯员 沈作

她，一生经历曲折，精彩传奇。她是著作宏富的作家，还是世界文学交流的开拓者，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者，被誉为

“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她，生于湖北长于湖北，对故乡满怀热爱和眷恋，旅居海外60年仍满口乡音。

她，就是祖籍湖北的著名华人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2024年10月21日，这位传奇女作家在美国爱荷华家中逝世，享年99岁。

消息传来，家乡湖北各界相关人士纷纷表达缅怀和悼念。

一生致力推动文学交流
享有世界声誉

聂华苓祖籍湖北广水，1925年
生于宜昌，从小在武汉长大，1964
年旅居美国。其文学创作、文学翻
译成果丰富，影响深远。代表作有
短篇小说《翡翠猫》《一朵小白花》
《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
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
红》，散文集《梦谷集》《三十年后》，
翻译集《百花文集》等。

聂华苓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
一，是与丈夫安格尔创办了举世闻
名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自
1967年起，该计划为1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400多名作家提供了交
流学习空间。萧乾、艾青、丁玲、王
蒙、冯骥才、汪曾祺、莫言、苏童、迟
子建等150多位中国作家，都曾参
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影响了近
半个世纪的当代中国文坛。1976
年，世界各国三百多名作家联合提
名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
平奖候选人。

“聂华苓是少数在文学创作与
文学工作上都取得较大成就的作
家，她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及其
运行模式，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
借鉴和推广意义。”聂华苓研究学
者、武汉轻工大学讲师汪亚琴博士
表示。

生前多次回湖北
对荆楚文学影响巨大

作为从湖北走出的文坛大家，
聂华苓对家乡情感深厚，对湖北文
学影响巨大。

聂华苓从小住在汉口两仪街
（今洞庭街）。1978年，她首次从国
外回到故乡，看到武汉的巨大变化
惊喜不已。在回忆录《三生影像》中
写道：“我终于回到大江上的家乡
了。长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样地
流，江汉关的钟和三十年前一样地
矗立……”

1980年 5月，聂华苓与丈夫保
罗·安格尔一起，再次重返家乡，在
武汉度过了7天开心而难忘的返乡
之旅。

1987年，聂华苓曾应邀到湖北
大学讲座，在当时掀起不小的文学
热潮。“聂华苓是我的硕士生导师
李恺玲教授就读南京中央大学时
的同学，我们师生有幸听她来湖大
讲座。当时她一袭蓝色连衣裙，风
度翩翩。”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刘川鄂回忆。

在聂华苓的家乡广水，建有聂
华苓文学馆。2023年11月6日，该
文学馆在广水市印台山文化生态园
揭牌开馆，馆内展陈面积约1800平

方米，陈列展出聂华苓亲自挑选并
捐赠给家乡的照片、图书、文献、实
物等近3000件，是展示聂华苓文学
成就、收藏聂华苓研究资料最权威
的文学馆，馆名由人民艺术家、原文
化部部长王蒙题写。

青年学者痛惜：
本打算庆祝老人百岁生日

10月21日下午，得知聂华苓逝
世消息后，不少家乡人就于第一时
间前往聂华苓文学馆表示悼念。

“聂华苓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
世界之窗，架起了改革开放初期中
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她虽已永
逝，但她的文学精神已通过各个经
纬度的语言，传达给全世界广大读
者。”聂华苓文学馆发起创办人、退
休干部杨建忠说。

“2019 年夏我在爱荷华访学，
聂华苓先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
帮助。离开爱荷华前，已经94岁高
龄的老人家一定要请我去餐厅吃
饭，那份恩情铭记一生。”曾经在聂
华苓身边调研求学3个月的青年学
者汪亚琴，听闻聂华苓离世消息，抑
制不住心中的悲痛，“本打算年底发
表一组文章庆祝老人家 100 岁生
日，不想成了永远的遗憾。”

湖北作家任蒙也是广水人，他
为家乡走出文坛大家深感自豪，曾
写过一篇文章《故乡的聂华苓》。
他认为，聂华苓对中国文学和世界
文学的贡献是独特的、无可替代
的。“去年，聂华苓文学馆在老家建
成，开馆仪式上主办方让我题写几
句话，我写下了‘聂华苓先生：史诗
人生，文学慈母，故乡之光’。”任蒙
说。

汪亚琴与94岁的聂华苓合影。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杨建忠邀请王蒙先生（左）为聂华苓文学馆题写馆名。

聂华苓生前照片。

44年前她开心“回娘家”
1980年本报报道记录聂华苓夫妇返汉之行

湖北日报讯（记者农新瑜）这
是一份发黄的老报纸，上面一篇语
言生动、饱含感情的报道，详细记录
了著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与丈夫保
罗·安格尔1980年从美国重返家乡
湖北时，在武汉度过的7天开心而
难忘的返乡之旅。

10月22日，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在相关专家的帮助下找到了这张
报纸——1980年5月12日的《湖北
日报》第3版。其上刊登的近4000
字并配有照片的报道《回娘家——
聂华苓夫妇访汉散记》十分醒目，作
者是湖北日报记者陈堂明。

1980年5月7日至14日，已
在国际文坛享有盛誉的聂华苓夫
妇重返武汉。此前，1978年她也
曾返回过一次武汉，但时间十分短
暂。1980年这次回汉，湖北方面
进行了精心的安排，把7天行程安
排得紧凑丰富，让聂华苓夫妇既快
乐开心又深受感动。

报道记载，当年5月7日，著名
作家徐迟、碧野前往武汉港口迎接了
聂华苓夫妇。朋友重逢在故里，欢

声，笑语，撒满了码头一路……在汉
7天期间，聂华苓夫妇一行会见亲
友，举行了两场报告会，并参观大江
书画社、国棉二厂、编钟展览，观看了
楚剧、汉剧表演，行程十分丰富。

他们所到之处，洋溢着温馨情
谊。在一次茶话会上，时任中国作
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骆文一见面，
就把《长江》丛刊赠给聂华苓。那
上面，刊载着她的短篇小说《围城》
和《瞿塘峡历险记》。时任省文联
副主席程云也把载有聂华苓的短
篇小说《高老太太的周末》的刊物
《芳草》赠送给她……

“在访汉的日子里，聂华苓夫
妇时刻都处在激动之中。为了报
答故乡人民的情谊，聂华苓告诉记
者，她于1978年访华后写的一部
作品——观感故国的《三十年后》，
将交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安
格尔此次访华写的一首长诗《中国
断想》，以后也将由翻译家荒芜翻
译，回赠中国人民。这，就是他们
对故乡、对中国捧出的热忱的心！”
报道中这样深情地写道。

湖北学者：
“聂华苓生于宜昌而非武汉，

她的小名就叫宜生”

湖北日报讯（记者农新瑜）“著
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出生地是宜昌，
而不是武汉。不知什么原因，一直以
来网上及各种文献资料中都弄错了，
希望借此机会厘清这个史实。”10月
22日，湖北广水市聂华苓文学馆创
始人杨建忠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表
示。

10月21日，祖籍湖北的华人女
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家
中逝世，享年99岁。消息传来，作为
聂华苓家乡人的杨建忠，第一时间撰
文表达了自己的哀思和怀念。

杨建忠是一名退休干部，也是广
水著名的“文化义工”和聂华苓研究
者，他多年来一直广泛收集研究聂华
苓及本地文史资料，积极联络海内外
人士，为广水建成聂华苓文学馆作出
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聂华苓的籍贯为湖北应山县（今
广水市），老家为应山聂店下湾（现广
水市关庙镇聂店村）。但关于聂华苓
的出生地，目前查到的绝大多数资料
都写为“1925年生于武汉”。对此杨
建忠说，这个错误应予纠正，聂华苓出
生地应为宜昌。

杨建忠说，2018年11月聂华苓
的女儿王晓蓝教授到访武汉，他和
几位聂氏宗亲陪同，“其间我们与聂
华苓先生有过一次电话通话，我在
通话中问了她的出生地，她回复说
她小时候的名字叫宜生，是在宜昌
出生的，十个月大就到了武汉。”

“1925年，聂华苓出生于湖北宜
昌，小名宜生。不久全家迁往武汉。”
聂华苓研究学者、武汉轻工大学人文
与传媒学院讲师汪亚琴也对记者如
此表示。

汪亚琴说，很早以前她根据聂华
苓的回忆录《三生影像》中《母亲的自
白》里的一段文字“你一岁多时，我们
从宜昌回到汉口”，判断聂华苓应该在
宜昌出生，而不是大多数文献显示的

“武汉”。为了求证这个问题，在美国
期间她曾就此事问过聂华苓女士，“她
说自己确实出生于宜昌，所以小名叫
宜生，弟弟在武汉出生，所以小名叫汉
仲。”

“聂华苓籍贯湖北广水，1925年
生于宜昌，在武汉长大——这才是比
较规范正确的提法。”两位研究者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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