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赫赫楚史·立国之初
楚国的立国还有点偶然性。
周武王姬发死后，儿子姬诵即

位，就是周成王。当时年纪小，由周
公旦辅政。周公的三个兄弟管叔、蔡
叔、霍叔不服气，散布谣言说周公要
篡位，伙同纣王的儿子武庚以“清君
侧”的名义起兵造反。

周公得到了姜子牙等“大佬”的支
持，果断迎战，很快就平定了叛乱。经
过这场变故，成王觉得这么大地盘不
好管理，要派一些信得过的人去周边
驻守，有血缘关系的姬姓王公早已各
有封地，偏远地区这些人也不愿意
去。于是成王就给当年帮忙伐纣的功
臣后代再次封赏。鬻熊的曾孙熊绎成
了“子爵”，在襄阳荆山附近给了块地
盘。“楚”国和楚族由此正式登上中国
历史舞台。试想一下，没有这场叛乱，
楚国的历史就会改写。从这个角度
讲，还真要感谢武庚他们，这一闹，闹
出个声名赫赫的春秋霸主、战国七雄，

还有震惊世界的楚文化。
楚国立国之初，地处偏远，又小

又穷。穷到什么地步，有一年楚国要
祭祀祖先，没有贡品，没办法，熊绎

“身先士卒”，带着几个“小弟”，到邻
国去偷了条小牛，这才完成了祭祀。
即便这样，每年还要跋涉千里，到镐
京（今陕西西安）向周天子进贡“桃弧
棘矢”，就是桃木做的弓、棘枝做的
箭，作为祭祀的法器。除了这些，还
有一种叫“苞茅”的草本植物。

熊绎老实诚恳，为周王朝办事不
辞辛苦、尽心尽力，周天子很是满
意。但作为“跟班”级别的熊绎，基本
处于“端茶送水”地位，别说赏赐，上
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常常被当作

“空气”，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熊绎在

备受歧视的环境里，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发奋图强，楚国也由此逐渐强
大起来。 （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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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召开2022年度立法工作联席会

切实提高地方立法工作质量

市城管执法委党组书记鲍峰：

下足“针”功夫 绣出新画卷
□ 记者 王子瑶 通讯员 任梦洁

本报讯（记者万杨 通讯员杨军）4
月11日，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联合召
开2022年度立法工作联席会，启动《荆
州市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条例（暂
名）》立法项目。市委常委、副市长黄
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邓应军参加会议。

黄镇指出，要坚持在党委领导下推
进地方立法工作，提高政治站位，深刻
认识做好地方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通过“小切口”、“接地气”、有特色
的立法工作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要
坚持“立良法、促善治”，精心组织《荆州
市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条例》的起
草工作，为规范我市餐饮业油烟排放管

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形成立法工
作合力，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统筹协
调、整体推进立法工作，使地方立法更
好体现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期盼。

邓应军就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
切实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提出要求。他
强调，要坚持“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
府依托、各方参与”立法工作格局，充分
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
用，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调研论证，确保
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介绍
2022年立法计划工作安排，市生态环
境局汇报了《荆州市餐饮服务业油烟污
染防治条例》立法前期准备工作。

本报讯 4月11日下午，我市2022
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理论骨干培训班开班。市委宣讲团成
员、高校理论研究专家学者、社科类社
会组织骨干、县市区和相关市直单位理
论工作者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授课专家以《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奋力建设鄂中
省域区域性中心城市》为题，从“理论思
维”“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战略问题”

“自我革命”四个关键词入手，对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系统阐释，并对
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进行深入解读，为

大家作了一次高质量的辅导。
据悉，本次培训由市委宣传部主

办，市委讲师团、市社科联承办，为期2
天半，邀请了省、市从事马克思主义哲
学、政治理论、政策形势和荆楚文化等
方面的专家授课，旨在加强社科人才队
伍建设，着力提升社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引导全市广大社科工作者
增强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
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凝聚奋进奔跑
力量，为建设鄂中省域区域性中心城市
贡献智慧和力量，促进我市哲学社会科
学繁荣发展。 （裴蜀华 王胜）

我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理论骨干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陈雪玲）4月11日上
午，市社科联五届四次全会召开。会议
听取并审议市社科联第五届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工作报告，并按照章程进
行委员和主席、副主席改选。

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任务，进一步把牢社科工作
方向，做到真学真信，做好宣传宣讲，切
实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力。要聚焦
中心大局，把重大课题研究好、把成功经
验总结好、把存在的问题回答好，努力为
市委、市政府工作决策提供优秀的研究
成果。要聚焦守正创新，进一步提升社
科工作水平，不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
基、扬优势，奋力攀登新时代社科理论工
作高峰。要聚焦基础支撑，进一步建强

社科工作队伍，统筹人才培养，锤炼过硬
本领，不断开创社科工作新局面。

2021年，市社科联始终把市委、市
政府重要决策部署贯穿到社科联各项
工作之中，集中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专题宣讲3000余场，组织、协
调、指导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各级宣讲
5798场，受众约64.53万人次；围绕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共受理年度课题
申报145项，立项48项，结项47项，优
秀12项；围绕“铭记百年、谱写新篇”主
题举办省市联动科普周活动150余场，
捐赠社科普及读物3000多册，受众20
万余人；精心组织开展“社科专家市县
行——荆州行”活动，围绕鄂中省域区
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建言献策。

市社科联五届四次全会召开

不断开创社科工作新局面

（上接第1版）
做 强 集 群 聚 变 量 。 对 接 全 市

“4611”现代产业体系，围绕农副产品基
础产业，现代造纸、医药健康两大主导
产业，智能装备、时尚穿戴两大传统产
业，全面落实“一链一长、一链一图、一
链一策”，推进纵向成链、横向集群，不
断壮大产业集群，增强产业丰厚度，提
高产业韧性。大力培育行业龙头，围绕
亩均税收、度电产值两个关键指标，实
施差别化扶持，重点培育“金种子”7家，
支持10家企业申报省级以上专精特
新，力争新进规30家以上，实现产业总
量、增速、结构齐头并进。

优化环境活能量。久久为功优化
营商环境，让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奔涌激荡、活力迸发。完成扩区调
区和区域性统一评价，加快推进多式

联运项目，启动3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
房建设，年内建成5万平方米。大力实
施减量办、上门办、承诺办，真正做到

“拿地即开工、办事不出园”。积极向
上争取用地指标、能耗指标、奖补资
金，实施“人才安家”工程，加强政银企
常态对接，力争全年新增贷款42亿元
以上，推动人才回归、资金回流、产业
回暖。

县人社部门“春风行动”送岗到
企；县营商办牵头深化政务服务“一门、
一窗、一次”改革，确保群众“办事只跑
一门，服务只进一窗”；县法院高效化解
纠纷，维护良好金融秩序；县检察院开
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优化法治营商环
境……目前，全县“工业突围战”氛围浓
厚，部门形成合力，处处呈现“拼、抢、实”
的状态！

“为助力荆州加快建设鄂中省域
区域性中心城市，在‘五区五中心’战
场上建功立业，今年，市城管执法委
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加速奔跑，奋
力赶超，向难求进，以高质量城市管
理服务市民需求，以创新举措助力城
市发展。”近日，市城管执法委党组书
记鲍峰表示。

鲍峰说，在城市管理上，市城管执
法委将聚焦“三点”发力。要把做好精
细管理作为出发点。在园林绿化管
养、市政设施维修、清扫保洁作业、市
容秩序管控上力求精细管理、精准执
法，以“绣花功”谱写城市管理新篇章；
把提升城市品质作为突破点。围绕全
域水乡园林城市建设，强力推动12个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以“马路办公”活
动为载体，重拳出击整治市容环境，在
创文创卫主战场争分夺秒完善基础设
施。持续深入打响中心城区拆违控

违、户外广告整治、生活垃圾分类三项
攻坚战，让城乡人居环境更加舒适宜
居；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落脚点。通
过拆违控违、开放免费停车位、新建停
车位，进一步整治停车难问题。2022
年计划新增口袋公园71个，稳步推进

“拆墙透绿、口袋公园”建设三年行动，
新增便民停车泊位7000个，新改公厕
26座，通过“小切口”提升市民“微幸
福”。积极推进城市管理地方立法工
作，着力提升城市法治化管理水平。

党建引领是推动城市管理水平
持续提升的关键和动力。鲍峰说，真
正让机关党建成为业务工作的强大
推动力，首先要注重提升站位，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折不扣把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
求落实见效，让坚持“两个确立”、做
到“两个维护”成为城管系统党员干
部的鲜明政治品格和机关政治生态

重要底色。坚持牵头抓总，始终围绕
新形势新任务来谋划党建工作，把

“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坚持
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两手抓，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必答题”，以扎实的组织
生活和“业务大讲堂”帮助干部凝心
铸魂、淬炼思想。

“党建工作要注重强基固本，打造
全面过硬组织体系。注重服务大局，
全面激活党建‘红色动能’。”鲍峰表
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城市管理工作，
将精细化理念贯穿城市管理全过程，
紧紧围绕城管工作特点，深入开展提
质增效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城管系
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创文创卫
和战疫防汛中冲锋在前，以高标准党
建引领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

怎样打好优化营商环境这场“硬
仗”？鲍峰表示，市城管执法委将不

断以新的思路谋划城市发展，以狠抓
作风建设、把准用人导向、坚持效率
优先等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前期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提升城市管理审批

‘一件事’便利度”和“实行外线接入工
程‘一表申请、并联审批、同步办理’”
等两项惠企任务。此外，积极回应企
业和市民关切，创新推出行政审批精
简化、执法管理清单化、环境卫生精细
化、园林绿化规范化、停车秩序更优
化、排忧解难高效化、企业帮扶制度
化、市民投诉畅通化、社会监督常态化
等优化营商环境“9条措施”。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鲍峰说，
未来，城管执法委将稳步开展后续工
作，确保“9条措施”落地落实落细。
同时，打造“管理有温度、执法有尺
度、变化有力度”的城管执法队伍新
形象，不断提升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众志成城战疫情

本报讯（记者琳玲 通讯员姚东
明 李文健）4月11日上午，按省、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荆州区、
荆州高新区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在中
心城区开展为期2天的全员核酸筛
查工作。

当日上午11时，记者在荆州区资
规分局门口设置的核酸采样点看到，

工作人员正带领居民按照流程依次
排队进行核酸筛查。

区资规分局负责郢城镇河套社
区一个采集点的布置工作，该局第一
时间制订方案，部署人员协调对接，
并于11日上午9时完成所有采集点
布置工作，为社区加快完成核酸筛查
工作提供保障。

荆州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确保筛查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进行，全区对调度、维护秩序、采集等
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明确分工。截
至当日上午11时，全区采样人数达
8000多人次。

本次全员核酸筛查工作涉及东
城街道、西城街道、城南高新园、郢城

镇、太湖港管理区5个镇（办），设置核
酸采样点125个，调集医护人员670
名。本次核酸筛查工作将持续至12
日24时结束，从4月13日6时起，荆
州区中心城区内市民进出社区、小
区、城中村和企事业单位及各类公共
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须提供
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荆州区、荆州高新区：跑出全员核酸筛查“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周蓉 陈丹 通讯员
梅五松）4月11-12日，按照省、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沙市区在立
新街道、解放街道、崇文街道、中山街
道、胜利街道、朝阳街道和关沮镇启
动区域核酸筛查。

上午9时许，记者在沙市区太岳
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核酸检测点看

到，居民们有序排队，等待核酸采样。
“10日晚9点，我们接到通知，10

名社区工作人员立刻赶到社区，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直到凌晨 3点才结
束。早上7点，我们全员到岗。”太岳
路社区负责人介绍，社区共有4个核
酸检测点，将尽快完成8000余人的
核酸采样任务。

沙市区共设置148个核酸检测
点，居民们可在附近采集点进行核
酸采样。沙市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提醒，采样过程中，请做好个
人防护，全程佩戴口罩，保持1米距
离，不聚集、不扎堆；采样结束后，请
立即戴好口罩，洗手消毒；采样期
间，请广大居民朋友不拍照、不录

像，不传播采样场景，做到不造谣、
不信谣、不传谣。4月12日8时起，
沙市城区内居民进出社区、小区、城
中村和企事业单位及商场超市、商
业综合体、宾馆酒店、餐馆、农贸市
场等各类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等，须提供72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

沙市区：设148个核酸检测点 方便居民就近采样

4月11日，沙市区江津西路社区核酸检测点，近百名居民在志愿者的引导下
有序开展核酸检测。 （梅闻 摄）

4月11日，在位于G55二广高速荆州中出入口旁的顺达停车场，工作人员对
外来货车进行消杀作业，筑牢高速路口疫情防线。 （潘路 摄）

让简牍“说话”的荆州专家
（上接第1版）
简牍修复室里，看不到春花秋月，

也没有红飞翠舞，只有年复一年的寂
静和寒来暑往中锲而不舍的坚持。

“我常常昼夜难安。”修复一枚简
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再次湮灭
文明：“比如烘干，烘干箱启动就会几
天几夜不停歇。”

深夜，岑寂的工作室里，方北松和
衣而睡，又起来，查看烘箱温度是否正
常。一夜往复数次，烘干箱轻浅的震
动和他的脚步交织，踏碎晓月余辉，迎
来清霜弥漫。

看着陈列室里一枚枚简牍，方北松
的思绪被拉回到从前。那一年，荆州博
物馆郢遗址南郊夏家台106号墓出土
400枚竹简，其中一枚糟朽楚简经他精
心修复，黄黄的简面上显出修长的楚国
文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一刻，心头泛起阵阵惊喜，千年
前的《诗经》竟捧在自己手心，如此生
动而温暖：“这是文明的光芒和温度！”

这光芒和温度，抵御了一切寂静
和辛劳，化作他在文保之路上前行的
动力，让他成为文保领域出色的学术
带头人——

将高新技术运用在竹木类出土文
物的修复和保护中，探寻出土有机质
文物现场提取方法，研究馆藏文物病
害防治，完成3000余件饱水漆木器、
100件出土纺织品、大批量出土简牍等

重要文物修复，让暗淡的地下文明重
新摇曳历史的风姿。

创造简牍修复新技术
粲然精美的简牍，出土前在墓葬

中被地下水浸泡了2000多年，出土时
是糟朽木片，如同煮得软烂的面条，在
氧化的那一瞬间漆黑如碳，文字无法
辨识。因此，在简牍修复过程中，脱色
和脱水技术决定着修复质量。

在长期的实践中，方北松为此类
饱水简牍创造了连二亚硫酸钠脱色法
和十六醇填充脱水法。

1992年，颇有经验的方北松承担了
江陵杨家山出土秦简的修复任务。看
着刚出出土的浅色秦简在阳光和空气
中氧化而变黑，他揪心了，暗下决心，要
找到一种试剂，将简面还原成米黄色。

双氧水、草酸.……他花了几个月
时间，用不同材料和浓度的试剂在空
白竹简和碎木片上反复比对实验，终
于从十几种材料中选定了还原性高且
对简面伤害小的连二亚硫酸钠，使得
这批秦简成功脱色，复原最初风貌。

在20世纪90年代，方北松同时探
寻着一种脱水技术——用化学物质将
竹简纤维和细胞里的水置换掉，让化
学物质将竹简稳定地支撑起来，并起
到隔绝和保护作用。

无意间，他把目光投向了蜡封物
品。经过蜡封，物品能完好保存几十

年。他灵光一闪，能不能找到一种类
似蜡的物品，稳定且色彩与成份单一？

带着这份灵感，他一头扎进实验
室，从高分子材料找到低分子有机材
料，经过几年实验，终于找到了十六
醇。它能将糟朽绵软的简牍从内部充
填起来，便于长期保存。

采用其创造的技术，荆州文物保
护中心已为国内24个省市、90多家文
博单位提供文物保护技术支撑，完成
全国80%以上的饱水简牍修护，其中
包括长沙走马楼吴简、湘西里耶秦简、
湖南沅陵侯墓汉简、湖南郴州晋简、湖
南岳麓书院秦简、阜阳汉简、荆门郭店
楚简、荆州谢家桥汉简……这些书写
在简牍上的历史，讲述着从战国到西
晋的故事，再次向世人证明，中华文明
绵延不断、经久不衰，是世界唯一未曾
中断的文明。

播撒文化自信种子
在里耶秦简博物馆里，一枚枚复

原秦简向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着2200
多年前秦王朝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位
文保专家说，如果不是方北松及其团
队及时修复这批秦简，迁陵这座古城
将永远地在湘西历史长河中消失，那
份中国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的鲜活史
料，也将永远成为历史谜团。

修复这批秦简，方北松及其团队
耗费了5年时间。回望那段时光，他

说：“这些简牍凝结了祖先的智慧和民
族的历史，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

这些年来，为了守住文化自信的
根源，他常常带着团队在考古现场、文
物修复室、院校间奔波，画出了北上南
下、东进西行的人生轨迹——主持阜
阳汉简保护、甘肃漆器修复、曾侯乙椁
室修缮工程、海昏侯墓漆器修复，研发
多功能古代丝织品文物修复台，主持
馆藏竹木漆器类文物修复保护方案等
多个行业标准化研究课题，并担任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生校
外导师，培养文保科研人才。

这天，他又出发了。“去四川，为了
三星堆象牙。”方北松说，去年，荆州文
物保护中心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签订科研合作协议，将联合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共建牙骨角器文物保护实
验室，共同聚焦出土象牙保护科研攻
关。现在，他要带领文保中心的博士
人才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保护过程，
寻找更优质的高分子加固材料，让这
些见证古蜀文明的文物再现光彩。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与文物之
间形成了一套独有的传承与延续方
式。”这些年来，沉淀于他心底的梦也
愈发清晰——坚守。让自己和团队拥
有更高超的文物保护技术，让文物得
以还原本貌，尽力留住文化遗存、文化
脉络，让文化自信的种子在每个中国
人心中深深扎根。

知荆州知荆州 爱荆州爱荆州 兴荆州兴荆州··走进荆州楚文化融媒体宣传之二走进荆州楚文化融媒体宣传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