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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评论

这类与老百姓直接

相关的政务服务动向

里，蕴含着以“小切口”

撬动民生“大变化”的深

层指向。从民生视角出

发，找准服务升级的金

钥匙，让政务服务向着

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

方向步步延伸。

阅读提要

时事绘

湖北日报讯（记者胡祎、通讯员苏庆丰、
周忠元）11月25日，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
限公司武昌车务段获悉，中国宝武武钢集团生
产的约2700吨车用钢在武昌东站装车，将前
往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部门称，这是
湖北制造的车用钢首次搭乘中亚班列出口。

中亚班列是指自中国或经中国发往中亚

五国以及西亚、南亚等国家的快速集装箱直
达班列，列车编组不少于50车。

铁路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除即将开行
的这趟班列外，截至目前，今年从武汉共有
16趟班列开往中亚国家，散装和专列累计发
车1732车。其中，有9趟专程开往蒙古国乌
兰巴托，出口产品均为“湖北造”燃油车和新

能源汽车；有5趟开往乌兹别克斯坦，运输货
品主要包括家电、太阳能光伏等生活用品；有
2趟前往哈萨克斯坦，运输产品主要包括发
电机组、洗衣机、电梯、电冰箱等。

2021年以前，武汉前往中亚地区的货物需
求只有几个车皮，它们往往搭乘中欧班列（武
汉）前往中亚国家。近年来，湖北与中亚国家货

物往来逐渐有所增加，逐步开行专列直达中亚
国家。2021年5月20日，武汉吴家山站开出第
一列中亚班列，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专家表示，武汉开行中亚班列从零起步，
逐步攀升至两位数，说明蒙古国、乌兹别克斯
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市场需求增长为湖北
铁路外贸提供了新的动力源。

湖北日报讯 （通讯员庞鑫）近日，由
位于襄阳市的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金鹰重工”）自主设计制造
的1台GCY-270型重型轨道车完成整备，
启程发往青岛港，随后通过海运发往塞拉
利昂弗里敦港，用于塞拉利昂境内矿石运
输服务。

塞拉利昂共和国位于西非。此次出口
的GCY-270型轨道车是金鹰重工的明星产
品，深受国内外重型轨道运输市场青睐。金
鹰重工作为国内轨道工程装备行业的领军
企业，截至目前，累计向全球20多个国家和
地区出口产品900余台（套），各国铁路养护
作业中不乏金鹰重工的身影。

金鹰重工自主设计制造的重型轨道车出口塞拉利昂。（受访单位供图）

金鹰重工重型轨道车出口塞拉利昂

中亚国家市场需求增长催热铁路外贸

“湖北造”车用钢首次搭乘中亚班列出口

11月25日，一列满载50组集装箱卷钢的列车驶出武钢物流工业港区，该货物将出口乌兹别克斯坦。（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通讯员 姚瑶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戴文辉、通讯员冯
蕾）输入关键词，只需几秒就能生成效果图，
如果不满意，可以推倒重来，也能涂抹消除、
局部重绘。11月25日，中信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发布“信筑AI”创作平台，为建
筑设计师增添数字助手。

一个项目从无到有，设计是第一步，也
是最考验设计师创造力和专业水准的环
节。设计师要耗费大量时间去做草图渲染、
参数设定等工作，很多时间都消耗在反复修
改中。借助“信筑AI”创作平台，设计师可以
从这种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

该平台包含创意广场、灵感生成和模型
训练等三个板块。在创意广场，设计师们可
以将自己的创意拿出来分享、碰撞，产生火
花；灵感生成板块分为快速创作和专业模
式，支持文生图、图生图，1分钟可以生成4
套4K高质量、高清晰度的效果图，供设计师
选择、参考；在模型训练板块，设计师可以输
入素材集、自动打标签、一键生成自己的风
格模型。

“设计师负责决策、方向和思考，AI平台
负责执行。”中信设计数字化设计研究中心
主任江明说。

“信筑AI”创作平台基于中信设计官方
大模型打造。江明表示，这也是该平台的最
大优势之一。“在公共建筑、医疗和体育场馆
等领域，我们有许多优秀作品。这个庞大的
优质数据库，为‘信筑AI’平台提供充分‘养
料’。”

目前，该平台已应用于中信设计多个
项目，累计生成上万件作品，提升方案设
计效率约四成，帮助多个设计团队成功中
标。

AI 平台功能强大，能不能替代设计
师？

中信设计副总经理范天宸认为，AI平台
的价值在于设计师的掌握与应用，不能做到
完全替代。未来的优秀建筑设计师不仅需
要具备传统美学与空间理解能力，更需学会
利用AI提升生产效率，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
新设计与价值表达中。

武汉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系副主
任谢宏杰表示，AI平台对设计师更多的还是
一种赋能，也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启发和
新的挑战，为建筑专业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提
供了新思路和方向。

设计师创意 AI精准生成

一分钟生成四套
建筑效果图

寒冬已至，羽绒服、羽绒被等羽绒制品又成为当季
热门商品。但一部分“假羽绒制品”却在市场肆意泛滥，
如采用“飞丝”冒充羽绒，消费者往往无法直观辨认。

作为御寒商品，羽绒服也是民生之需，是老百姓过
冬的保暖衣。劣质羽绒服充斥市场，暴露出在一些行业

监管缺位。针对羽绒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应
在生产、检测、销售多环节进行监督把关，让那些“摸不
出来”“看不出来”的劣质品，曝光在监管的“显微镜”
下。商家应提高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不能昧着良心赚
黑心钱。 （文/艾丹）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有问题拨打 12345，办事情前往
政务大厅，这是现实生活中再寻常不
过的场景。

近来，多地党政主官密集调研政
务热线或暗访政务服务窗口。有的
走进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话务中
心，实地调研检查群众反映的热点民
生问题办理情况；有的现场坐班接听
便民热线，现场答复、解决群众反映
的急难愁盼问题；有的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调研政务服务中心，详细询
问政务窗口接待群众帮办代办情况，
彰显出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
关切。

一根便民热线，就是党群之间
的一座连心桥；一个政务大厅，就是

民意诉求的聚集地。电话打得畅不
畅通，材料办得顺不顺利，工作人员
的服务态度好不好、做事效率高不
高，每 个 人 都有 直 观 而 深 切的 感
受。这类与老百姓直接相关的政务
服务动向里，蕴含着以“小切口”撬
动民生“大变化”的深层指向。服务
窗口矮得不合理、工作人员傲慢得
不像话……过去，有些地方的政务
窗口习惯了“以我为中心”，对办事
群众缺少将心比心的服务意识；有
的基层办事者高高在上、不善变通，
对待群众不上心，处理诉求不用心；
有的政府部门遇事绕道走、干事怕
麻烦，不愿或不敢与其他相关部门
协同破题。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
思想水平不过关、工作作风不端正、
自身能力不过硬。

有没有真正地“为人民服务”，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服务效能如
何，群众自有评判。民生工程有时
并不宏大，就藏在一个个党群互动
的小细节里。改革成效是不是如汇
报材料所言，服务流程有没有得到
进一步优化，老百姓的满意度是不
是提升了，难以通过一沓沓总结文
件看出来。到最前线去实地调研，
或是不打招呼暗访，可以找出作风
不实、状态不佳、工作推动不力的人
和事等问题，更能看见原生态的一
面、听到最真实的声音、获取最有效
的信息，为政务服务质量的持续改
善疏通障碍。

从“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
难办”为典型特征的官僚主义，到

“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事却照样

难办”的笑面官僚主义，再到“门好
进、脸好看、话好听、事也好办”的实
干主义，这些变化，反映出基层政府
服务部门持续转作风，真正把老百
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办，也越来
越注重群众每一次办事体验。真情
实意为老百姓解疑惑、办实事，把自
己的角色扮演好，服务态度和质效
过硬，任何时候都不怕上级领导明
察暗访。

政务服务大厅往往是领导干部
走访的重点场所，明察也好、暗访也
罢，最终目的并不是要让基层部门

“出洋相”，而是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客
观存在的真问题。从民生视角出发，
找准服务升级的金钥匙，让政务服务
向着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方向步
步延伸。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一款举重鞋有着“吨位级”的
抗压能力，能在挺举瞬间扛住巨大
冲力；一件“鲨鱼皮”比赛服，对短
道速滑运动员形成全方位防护；单
只仅重99克的“太空跑步鞋”，用于
中国宇航员太空健身……近日，在
福建晋江安踏982创动空间，参加

“闽山闽水物华新——新福建十周
年”主题采访活动的全国媒体记者
们，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
展新质生产力”有了直观感受。

走进晋江，“一群人、一条心、一
件事、一起拼”的创业故事，组合成晋
江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群像。作为全
国县域经济“优等生”，晋江市今年上
半年地区生产总值1488.67亿元，同
比增长8.3%，增速居全国五强县之
首。“全球鞋业制造中心”“世界夹克之都”“中国
伞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纺织产业基地”
的亮眼名片，展现了晋江民营经济的澎湃活力。

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是“晋江经
验”最为鲜明的特色。“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
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
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
实体经济，要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一个主
业，这是本分。通过实地走访，参访者深切感受
到，“本分”一词，有着非常鲜明的现实意义。“心
无旁骛”做实业、做主业，正是要防止脱实向虚，
一拥而上赚“快钱”“热钱”的现象。这对于实体经
济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有着强大的指引作用。

今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
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创新发展“晋
江经验”，正是要求民营企业家把握好新时代的
发展机遇，推动产业向新、向绿、向智发展，不断
塑造民营经济发展新动能。“晋江经验”早已走
出晋江，成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总结，成
为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也成为许多地
方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实战宝典”。

近年来，湖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以控制成本为核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
力促进了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湖北创新
型民营企业实力显著增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中湖北籍企业总数不断攀升，位居中部前
列。以武汉光谷为例，东湖高新区今年共认定
光谷瞪羚549家，其中新晋瞪羚173家，产业主
要分布在光电子信息、数字+、生命健康、绿色科
技、智能制造五大领域。对于许多正在创新发
展中的湖北中小企业而言，如何发挥好湖北科
教资源丰富的地域优势，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
主业，将“彼之经验”转化成“此之实践”，正是我
们在改革发展实践中作答的课题。

□ 李英锋

广州近日就环卫公厕布局规
划征求意见，提出对于男女厕位
比例不合理、男厕位使用效率不
高或有改造需求的公厕，应鼓励
改造为无性别公厕，就是厕位男
女通用的公厕。（11 月 25 日《扬子
晚报》）

由于女性的生理结构等因
素，女厕常常出现排队等候的现
象。特别是在节假日、大型活
动、人流密集的景区商业区等场
所，女厕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近年来，关于公厕性别比失衡的
问题引发了各界广泛关注，一些
城市开始探索无性别公厕的改
造与推广，为优化公厕厕位供
给、缓解女性如厕难探索了可行
路径。

针对新建公厕，相关标准已
经明确要求增加女厕占比。住
建部在 2016 年发布的《城市公共

厕所设计标准》提出，要将女性
厕位与男性厕位的比例提高到 3
∶2，人流量较大地区为 2∶1。今
年 8 月国家铁路局出台的《铁路
旅客车站设计规范》明确女、男
厕位比例应为 2∶1。不少地方性
法规或规章也对女厕占比高于
男厕作出了具体规定。而对按
照旧标准建设的公厕，把部分男
厕位改造为无性别公厕，通过提
高使用效率，让公厕的服务功能
更加灵活。实际上，无性别公厕
还能起到第三卫生间的作用，也
为父母带孩子如厕提供了更多
人性化选择。

当然，无性别公厕的推广也
遇到了一些质疑和争议。这提示
有关部门，在设计、改造无性别公
厕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用
户的隐私需求和心理感受，广泛
征求民众的意见，保障厕位供给
的平衡性、合理性，让用户拥有更
好的使用体验。

现场评论把事办好，才经得起明察暗访 从
他
山
之
石
到
本
土
之
思

无性别公厕
让服务功能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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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羽绒，还能叫羽绒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