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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情定红门，百年见证。”5
月 20 日上午，一场简朴而又
温馨的集体婚礼，在荆州区消
防救援大队营区举行。来自
荆州消防救援队伍的 8 名消
防人员，和他们的另一半手挽
手，在婚礼舞台上深情对望、
热情相拥。这是荆州消防首
次举办集体婚礼。

（记者 张明金 黄志刚
通讯员 杨秋 摄）

消防8对新人
举行集体婚礼

本报讯（记者荆文静 通讯员姜
琳 何良成）5月20日，谐音“我爱你”，
甜蜜的寓意吸引不少情侣欢喜领证。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5月20日当天，
全市共有957对新人登记结婚，离婚

人数较日常平均数据有所下降。
5月20日，全市各地民政婚姻登记

处迎来了许多幸福牵手的情侣。提前
预约、配合防疫检查、做好登记，情侣们
有序排队，依次进入服务大厅，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为让新人们珍视彼此、重
视婚姻，我市各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积
极为领证新人作婚姻承诺见证人、拍摄
合影等，让结婚登记更有“仪式感”。

据市民政局统计，今年5月20日，全

市共有957对新人结婚登记，较日常平均
结婚登记数据明显大幅增加，但较2019
年、2020年结婚登记热情有所降温。当
天，全市还有16对夫妻登记离婚，较日
常平均离婚数据40对有所下降。

荆州957对新人“520”喜领证

乡村振兴，人才为先。近年来，江
陵县委组织部坚持优先谋划推动精准
施策的乡村人才振兴工作，为建设美丽
乡村注入源头活水。

“我们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
理念，开展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
才工作。”江陵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郭有
胜介绍，各类人才如今正在江陵乡村大
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全面助推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全力引进 能人回乡创产业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位于江

陵郝穴镇颜闸村六组的丰泽园成为网
红打卡地，吸引万余名游客前来体验生
态农业、亲子采摘、网红桥、卡丁车等休
闲娱乐项目，广受赞美。

“2008 年大学毕业后，我回乡创
业，成立合作社、建冷库、发展生猪家禽
屠宰，建生态农业园、做生鲜直营，如今
正探索城乡农产品产销网络建设。”丰
泽园的创始人王文成说。80后的他生
在江陵、长在江陵，外出求学后回乡创
业，不仅仅是因为家乡情怀，更是看到
了这里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近年来，无论是回乡创业的大学
生，还是政府主导吸引回乡投资的成功
人士，都借着江陵县乡村振兴工作的全
面铺开、深入推进的东风，做强做大各

类产业，并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截至2020年底，江陵县委组织部

遴选153名创业致富带头人，他们扎根
乡村，在政府扶持、政策支持下深耕产
业发展，让乡村持续振兴。

增强保障 人才下沉惠民生
推动人才振兴需要多措并举、多管

齐下。江陵县在积极落实“能人下乡”
“企业兴乡”的同时，更注重“市民下乡”
的深度推进，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引导县内人才服务基层。

2020年，县委组织部选派25名优秀
教师、19名专家医生下乡支教、坐诊，增
强基层医疗和教育力量；下沉20名科技
特派员，为农业生产提供科技支持；面向
社会公开选拔135名大学生担任村干部
助理，缓解村一级干部引进难局面……

以前，江陵各村医疗教育条件偏低，
村两委都是老党员老面孔，很多党员都
不会操作电脑。如今，新建的医疗室里
有县里来的医生护士、学校老师，村两委
也有了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村子美了、活

力足了，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百名人才服务基层行动”是江陵

县为更好开展乡村振兴制定的专项行
动。郭有胜说，通过这项工作的展开，
江陵改善了乡村教育、科技、医疗、文化
和管理人才短缺的发展瓶颈。

目前，江陵全县已建成10家乡村
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2020年成功吸
纳441名在校大学生到基层开展实习
实训，这群人才必将成为江陵建设“宜
居宜业”美丽乡村的新生力量。

定向培养 新型农民建家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选拔一批优

秀的农民，到大专院校深造，提高生产技
能，激发乡村振兴的人才内生动力——这
正是江陵县聚焦乡村本土人才资源、统筹
推进本土人才培育的有效手段。

仅2020年，江陵县就开展新型职
业农民关于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
职业技能创业等培训117场8700余人
次。同时，把握“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
学费全免、回乡服务的政策优势，将37

名优秀青年农民送入荆州职业技术学
院深造。截至目前，江陵县在读学员共
计68人，未来将有58个村（含 30 个贫
困村）受益。除了与大专院校开展“送
出去”的定向培养，去年，江陵县委组织
部对独立发展产业的8046户农户，实
现“请进来”的定向技术指导与培训。

进一步加大本土人才培育力度。
既要在“培”上下功夫，不断创新方式、
拓展渠道、完善机制；又要在“育”上做
功课，坚持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制度
供给、公共服务等方面优先保障，让他
们务农有尊严、干事有平台、成功有褒
奖、失败有保障。

大力打造“江陵工匠”品牌，举办
“江陵工匠”（农机）技能大赛，发放证书
奖励资金，激励农村人才创新创业热
情，引领技能强县建设热潮。

人才振兴，乡村才能持久振兴。江
陵县委组织部正加快完善乡村人才选
拔、培养、服务体系，让人才愿意来、愿
意留，在乡村振兴的广袤天地实现理
想、共创美好未来。

用好乡村振兴智力“引擎”
——“乡村振兴看江陵”之人才篇

□ 记者 王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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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沙市区老旧小区改造”

本报讯（记者周蓉 陈丹 通讯员
钱波 王莉）记者昨从沙市区老旧小区
改造指挥部获悉，沙市区2021年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全面启动，54个老旧小
区均已完成实地调查、意见征求、方案
设计等前期工作，文星楼片区、凤台坊
片区、荷村片区等5个小区本周起陆续
开始拆违。

5月19日，伴随着挖掘机轰隆隆的
作业声，沙市区胜利街道文星楼社区春
来市场一处违建被拆除。记者了解到，
此次春来片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拆违
建筑600余处、拆违面积2万多平方米。

“我在这里生活20多年了，小区乱
搭乱建现象严重，安全隐患多，希望通
过这次改造能彻底改变居住环境。”看
到自家附近正在动工拆违，73岁的张
玉玲开心地说。

据悉，沙市区2000年以前建成的

小区（片区）共109个，涉及2013栋居
民楼72539户居民，建筑面积616万平
方米。为了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
象，沙市区委、区政府决定通过两年时
间，对这109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其
中，2020年改造55个老旧小区，2021
年改造54个老旧小区。本轮老旧小区
改造涉及1001栋34774户，建筑面积
约284万平方米。

结合上一轮改造实际情况，沙市区
本轮老旧小区在改造形式上进行了调
整，不再同时全面“开花”，而是采取的
是改造条件成熟一个施工一个的形
式。“这样能加快改造速度，部分老旧小
区改造施工图纸出来以后，我们立刻进
行拆违，这样为后期改造节约时间，能
早日给居民一个安全整洁的居住空
间。”沙市区老旧小区改造指挥部相关
负责人说。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全面启动
涉及54个小区1001栋34774户

本报讯（通讯员李明娟 王露）为进
一步提高医务人员在遇到突发事件时
的应对能力，近日，江陵县熊河镇卫生
院组织全体职工与村卫生室医务人员，
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

演练活动开始后，全体人员进行有
效避护，医护人员带着病区病人沿着既
定的安全疏散路线，快速而有序地撤离
到广场。随后，还进行了灭火演练。

活动中，医务人员通过播放幻灯片
和视频穿插，进行常见急症、过敏性休
克、创伤救护、心肺复苏术等应急救护
知识理论学习，持续强化医务人员掌握
应对突发事件和突发疾病的应对技能。

通过此次活动，医务人员掌握了防
烟面具、灭火器的使用，以及在浓烟状
态下有效的疏散方法，提升了基层医务
人员现场应急救护和实际操作能力。

江陵县熊河镇卫生院

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

遗失声明
▲原江陵县沙岗镇工艺美术厂

不慎遗失位于沙岗镇原沙东路国有
土地使用证一本和房屋产所有权证
六本，该土地证于1994年9月23日
经江陵县人民政府登记发证，占地面
积12410.0㎡，用途为工业。地号：
303102194号，国有土地证号：沙国
用〔1994〕第006号，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 分 别 是 0383970，03839741，
0383972， 0383973， 0383974，
0383975,特此声明作废。

▲荆州市汇铭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14210020010701，声明作废。

▲ 李 丹 （ 身 份 证 号 ：
421002199008230525）不慎遗失荆州
金辉融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金辉楚樾云著1-1-101号商品房
（购房）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金

额 ：757512 元 ，发 票 代 码 ：
4200172350，发票号码：03905775，
声明作废。

公告
本人刘军，位于沙市区忠诚街

81号的房屋。产权证号：荆房权私
字 字 第 0208890 号 ，土 地 证 号 ：
1010366号（买的解放洗把厂的土地
证未过户）。此房屋于1996年进行
改扩建，扩建后房屋面积超出原土地
证49.30平米认定为合法面积，认定
为历史无证房面积24.19平方米，此
房已列入荆州市沙市区绿化村棚改
项目中，属于征收范围，如有关单位
和个人对此公告有异议，请在七个工
作日内与绿化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分
指挥部联系。

联系方式：4186924
沙市区绿化村棚改指挥部

2021年5月21日

没有智能手机、不会操作微信、不
懂支付宝……老年人社保卡遗失、不会
运用智能技术，怎么办？昨日，在市养
老服务大厅，年过七旬的赵大爷在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顺利补办社保卡。

今年以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推出实体大厅适老化程度强化“舒适
办”、推行涉老服务事项“代理办”、强化
基层服务提供“上门办”、加载社会保障
卡服务功能实现“一体办”、提升12333
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智能办”、建立突发
事件处置机制确保“畅通办”六大举措，
为老年人提供更贴心、更直接的服务。

推出“代理办”——
帮助参保老人“舒适办”
昨日，记者在市养老服务大厅看到，

窗口处有清晰醒目的引导标识、简单易
懂的办事指南，以及咨询及监督电话，大
厅内配置了老花镜、轮椅、小药箱、饮水
机等方便老人的设施，志愿者随时随候
帮助老人提供咨询引导、帮缴代缴、政策
解答、协助填表等服务。

市养老保险服务中心纪检书记左
号介绍，服务大厅已于5月初推出实体
大厅适老化程度强化“舒适办”等相关服
务措施。同时，该中心联合市人社信息
中心推行涉老服务事项“代理办”，建立
和完善适应老年人办事需要的帮办、代
办服务制度，采取上门服务的方式为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服务，让老年人足
不出户就能办事。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
格认证，可由亲属提供委托书“代理办”；
退休人员生存认证，可在12333微信公

众号上实行远程自主认证，由亲属、邻居
代为操作；社会保障卡开卡、挂失、补卡
业务，可由合作金融机构代为办理。

开拓“上门办”——
社会保障卡实现“一体办”

根据市人社局的安排，强化基层服
务提供“上门办”、加载社会保障卡服务
功能实现“一体办”分别将于今年8月、
12月逐一实现。

据了解，“上门办”将老年人高频服
务事项逐步全面下放到乡、村两级进行
办理或委托办理；加强村、社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协理员”队伍建设，每个
村、社区配置1-2名“协理员”，为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办”服务；在全
市普及“预约制”服务，所有涉老事项在
预约的前提下，均可实行“上门办”。

“一体办”是在增强社保卡发放安
全方便快捷的基础上，全面改善退休人
员更换社保卡、发放养老金服务，逐步
将社会保障卡的金额功能扩展到社会

保险缴纳、医疗费用支付与返还、出行
交通生活支付等领域，实现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全方位服务老年人。

创新“智能办”——
确保特殊时期“畅通办”
近年来，市人社局不断提升12333

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智能办”服务，并
建立突发事件处置机制，确保“畅通办”
机制。

目前，12333智能客服系统已开辟
语音识别和对话功能，及时提供人社政
策咨询、信息查询、业务办理等在线服
务，进一步满足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多样
化的线上服务需求。

对不能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等
群体，市人社信息中心开通“无健康码
通道”，采取凭有效身份证明、体温测
量、人员登记等方式作为替代措施，确
保“畅通办”；同时，全面推进领导带班
制、首问负责制，确保各种突发情况处
理平稳有序。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我为群众办实事

市人社局“智能服务”“传统服务”并重

“六办”贴心服务让老人办事不愁
□ 记者 王子瑶 通讯员 陈超

本报讯（记者陈元 通讯员孙玉林）
5月19日，位于沙市区园林路的荆州市
档案馆改扩建工程正式开工。

市档案馆改扩建工程是市政府投
资的重要民生工程，计划总投资5768
万元，建成后的总面积将达到10890
平方米，其中新建建筑面积约4600平
方米、保留建筑面积约4900平方米、
附属用房面积约1390平方米。工程
工期9个月，预计2022年2月完成工

程建设任务。
新档案馆将按照国家级数字档案

馆标准设计，建成后具备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档案安全保管基地、档案利用服
务中心、政府信息公开中心、电子文件
管理中心的“五位一体”功能，可以满足
荆州未来20年档案事业的发展需要，
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档案
查询服务，为政府部门科学决策提供资
政服务。

市档案馆启动改扩建工程

本报讯（记者伍丹）近日，携程发布
2021年上半年文博游大数据，荆州博
物馆上榜最受欢迎的全国十大博物馆。

根据发布数据，2021年上半年国
内最受欢迎十大博物馆除荆州博物馆
外，还包括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恭
王府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兵马俑）、三星堆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封博物馆、中国地
质博物馆。

据悉，荆州博物馆始建于 1958
年，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发展成为
融陈列展览、宣传教育、文物收藏保
护、古城古建保护、考古发掘研究、遗
址公园建设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地方
综合类历史博物馆，是国家4A级旅游
景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公益
一类事业单位。目前，荆州博物馆再
迎提档升级，将新建陈列楼、文创中心
和楚乐宫等。

荆州博物馆上榜全国
十大最受欢迎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