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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 10 月 22 日，“荆楚楷模”
2024年第三季度上榜人物揭晓。其中，我国
第一位网球女子单打奥运冠军、武汉市网球
协会运动员郑钦文，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镇
付家庙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武汉生
物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武汉楷模”骆群曙
来自武汉。

“荆楚楷模”由全省各地各部门层层推

荐，省委宣传部组织评审。
郑钦文，国际级运动健将、武汉市网球

协会运动员。在 2024 年的各项赛事中，她
取得了突破性成绩。在巴黎，她获得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冠军，赢得我
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网球女子单打金牌；
在澳网，她首次晋级四大满贯决赛，创造了
个人历史；在美网，她成功打进女单 1/4 决

赛；在中网，她闯入四强；在刚结束的武汉
网球公开赛上，她获得亚军，创造了个人在
WTA1000 级别赛事中的最佳战绩。凭借
全年优异的表现，她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
最后一个参赛名额，成为第二位打进 WTA
年终总决赛的中国网球运动员。获2023 年
杭州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冠军、湖北青年
五四奖章。

骆群曙，现任罗田县白庙河镇付家庙
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武汉生物工
程学院团委副书记。2014 年 3 月，在学校
帮助下，他在新洲区民政局正式注册了“一
缕阳光爱心接力社”社会公益团体。10 年
来，该团体致力于大别山地区留守儿童的
帮扶活动，先后帮扶 17 所山区小学，资助
了 87 名贫困儿童重返课堂，让近 7000 人次
山区留守儿童受益。2021 年，他带领由 3
名成员组成的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工作队入
驻付家庙村。2022年，获“武汉楷模”称号。

（梅冬妮 胡岳诗童 向智 韩珊）

新时代英雄城市人物谱系

2024年第三季度“荆楚楷模”揭晓

武汉郑钦文、骆群曙上榜

根据《武汉市养老服务发展报告（白
皮书）》，目前武汉市呈现“9901”的养老服
务格局，即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社区养
老，同时老年人养老预期、方式与偏好、需
求结构更加多样化、多层次，不仅包含生
存型，也包括发展型和娱乐型，与健康相
关的医养康养服务需求增加，养老服务和
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出现交叉重叠。

市政协常委们表示，为提升老年人文
化参与度，鼓励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策划并
推出一系列针对老年人的特色文化项
目。包括传统艺术如书画、手工艺、民乐
演奏的培训课程，以及健康讲座、兴趣小

组等多元化活动，旨在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加强线上文化服
务的适老化改造，开发对老年人友好的线
上服务平台，简化预约、咨询、导览流程，
促进线上线下服务的深度融合，为老年人
提供更加便捷、丰富的文化体验。

常委们建议，要深化拓展“智慧养老”
新模式，积极探索数字化技术赋能养老服
务，通过持续扩大数字化养老覆盖面、融
合线上线下服务、打造一批养老服务数字
化应用场景，构建智慧养老数字平台，借
助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App等移动端
打造街道养老服务平台，连接各项资源和

服务，推进养老服务更全面更精细，破解
辖区养老领域高频急难问题。同时，加快
畅通数字化养老产业链，解决各服务环节
各自为政、链接性差、碎片化严重的问题，
鼓励各方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好平
台与社区、老年人的紧密连接，促进产业
链的延伸和完善，实现养老资源利用最大
化，提高数字化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常委们建议，将老年服务与消费、文
化、治理等场景紧密融合，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消费场景融合，鼓励大型商超举办
银发主题购物节，设立银发消费专区。加
快消费场所适老化改造，引导商场、超市

等开设老年专区或便捷窗口，保留面对面
人工服务和传统支付方式，提高老年人消
费便利度。文化场景融合，打造老年文化
街区，开展公益健康教育，鼓励老年大学
下沉街道、社区，为老年人拓展社交空间，
促进商文旅融合，满足其多样化、个性化
的精神文化品质生活需求。治理场景融
合，鼓励身体健康、心态积极的低龄老年
人发挥余热，号召退休老党员担任社区党
建指导员，开设银龄达人工作室，成立社
区老年乐龄志愿队、长者义工队、老党员
先锋队等队伍，围绕社区治理群策群力，
汇聚“银发力量”。

市政协召开常委专题协商会议 助力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

围绕“全面推进社会适老化建设 加快发展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言
完善体制机制 统筹资源联动

目前，我市养老设施空间布局规划已
完成编制，适老化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医
养融合、安宁疗护和多元化老年助餐等服
务模式逐步推广，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不
断推进，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取得一定成
效。然而，对标全国同类城市和老年友好
型城市的创建要求，还存在一些短板和薄
弱环节。

市政协常委们建议，加大对远城区、
农村地区的资金支持力度。提倡有支付
能力的家庭自主付费开展居家适老化改
造。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适老化建设，培育

和发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参
与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和运营，提高养老
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采取慈善捐赠、公益
创投等方式，吸引社会慈善资源、爱心社
会组织等参与社会适老化改造，促进适老
化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支持企业开展
银发经济相关业务，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养
老服务业，兴办养老机构。支持养老服务
与文化、旅游、体育、家政、教育、健康、金
融等行业融合发展，拓展旅居养老、文化
养老、健康养老等新模式。

市政协常委们表示，适老化改造是一

项综合性社会工程，涉及多领域、多部门、
多主体，需要明确牵头单位，划分责任分
工，制定工作方案，合力打通适老化改造
中的堵点重点难点，统筹推进全市适老化
改造工作。

他们建议，整合政府、社区、餐饮企业
以及志愿组织力量，大力推动居家养老服
务网点建设。聚焦老年人刚性需求，因地
制宜增设一批幸福食堂、老年助餐点、老年
餐桌，积极引进各类养老服务市场主体进
社区、进家庭，开展助餐、助洁、助医、助浴、
助行等居家上门服务，构建“15分钟”居家

养老服务圈。对部分有条件的社区，可建
设一批高质量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便
于老年人就近体验，引导老年人按照贴心
的设计对自家进行高品质的适老化改造。
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市区社会福利院等基层公共服务网点为依
托，增设和丰富养老服务内容和事项，承接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推行“医—护—养”一
体化签约家庭养老服务模式。实施社区医
养能力提升行动，改扩建一批医养结合服
务设施，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毗
邻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共用。

加强设施改造 提升适老化水平
市政协常委们建议，启动针对市内公

共文化服务场所的全面排查与评估工作，
明确现有设施的适老化水平，并据此制定
详细的升级改造计划。重点在于无障碍
环境的构建，包括增设或优化无障碍通
道、电梯，铺设防滑地面，安装稳固扶手及
配置舒适的老年人专用座椅。同时，增设
应急呼叫系统，确保紧急情况下老年人能
迅速获得援助。此外，引入智能化适老设
施，如语音导览、智能助听及电子阅读设
备，以科技助力老年人便捷获取信息、参
与文化活动。

常委们提议，住房和城市更新部门

需牵头出台明确清晰、切实可行的存量
资源改建养老设施操作指引，为全市提
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指南，优化审
批手续，提高办理效率，有序增加养老
服务设施供给。通过城市更新，将低效
工业仓储用房、闲置学校和基层卫生院
等存量资源优先改建为养老设施，保障
养老设施用地用房需求。将我市“商业
住宅去库存”工作与养老设施发展联动
起来，在鼓励党政机关闲置房产出租用
于养老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允许存量
的商业、办公、社区用房等通过临时改
变建筑用途，在不改变存量资源规划性

质和土地权属的情况下，通过改造、租
赁等方式更加灵活地兴办符合标准的
养老设施。

常委们表示，可按照“政府无偿提供
建设场所，运营商抵偿运营”的要求，结
合各区实际，合理布局，建设集日间照
料、24 小时托养、上门照护、康复训练、
服务体验、政策咨询及对下指导等功能
于一体的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引导专
业化的养老服务运营机构进驻，重点为
经济困难、失能失智等困境老人提供普
惠托养服务，规范综合体基础条件建设，
制定标准化的服务项目，引导综合体与

周边医院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或内
部设置医疗机构。

还有常委提出，随着人口结构变化、
老龄化程度加深，我市过街人行设施的功
能难以满足老年人便利出行的需求。据
统计，我市过街人行设施共248座（不含
地铁和轻轨出入口兼有过街功能的通
道），其中人行天桥196座、地下人行通道
52座，仅有38座安装了共计160部电梯，
占比15.3%。为推进社会适老化建设，打
造老年友好型社会，提高老年人出行便捷
度、舒适度和安全感，应对符合条件的过
街人行设施加装电梯。

聚焦群众关切 推进服务创新

策划：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 市政协研究室

全面推进社会适老化建设，全方位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不仅是促进老年群体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举
措，也关乎我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长远布局。

今年初，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社
会适老化建设，加快发展老年友好型城市的建议案》（以下称
3号建议案）。市政府高度重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市政协
十四届三次会议3号建议案办理工作方案》，专门成立了由市
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民政局为主办单位，相关部门和各
区为会办单位的办理工作领导小组。

市政协高度重视3号建议案办理及协商工作。市政协领
导领衔督办，结合“一线协商·共同缔造”行动，多次带队赴各
区进行深入调研、专题研究。

截至目前，全市政协系统累计调研活动及一线协商50余
场次，形成调研报告45篇，收集社会适老化建设的意见建议
百余条。

10月18日，市政协召开“全面推进社会适老化建设 加快
发展老年友好型城市”常委专题协商会议。会上，市政协常
委、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陈卫宁作主题发言，他建议，要进一
步健全资金投入，完善社会适老化发展机制，进一步统筹资源
联动，进一步加强适老化改造基础性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适
老化服务供给，进一步加大老年友好型文化宣传力度，进一步
完善政策支持与监督体系。

会上，市政协常委，东西湖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市
委副主委杨早明围绕“加强适老化改造专业人员培养”；市政
协常委、副秘书长（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工商联副主席
刘冬围绕“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助力社会适老化建设”；市
政协常委，洪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再强围绕“多元化推进
社区养老服务 助力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省政协委员，市政
协常委，武汉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湖北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
师李智杰围绕“促进存量资源改建养老服务设施 提升养老
服务水平”；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兼），农工党市委专职副主
委李运玲围绕“完善我市基层医疗机构内设养老中心建设”；
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兼），致公党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彦全围
绕“加强武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适老化建设”；市政协常委、副
秘书长（兼），九三学社市委专职副主委胡权围绕“积极应对老
龄化挑战 加速推进我市社会适老化建设”；市政协常委、副秘
书长（兼），台盟市委副主委，市台联副会长雷敏捷围绕“加快
促进我市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 推动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
市政协常委，市工商联副主席，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泉围绕“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我市养老产业发展”；
市政协常委，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昊围绕“建立

‘政府—社会—家庭’适老化改造分工协作机制”；市政协常
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刘顺辉围绕“推进过街人行设
施加装电梯 助力社会适老化建设”；市政协委员，汉阳区政协
党组书记、主席陈革鸿围绕“将老年服务供给与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融合”等主题分别发言。

遗失声明 武汉市第三棉纺织厂遗失赫山宿舍区房屋所有
权证，武房房自字第04-80053号，及土地使用权证，武房地籍
阳自字第04-80053号，特此声明。

长江日报讯 10月23日上午，第二十
四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以下简称
华创会）在汉开幕。来自全球六大洲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专家学者、侨
商协会代表及世界500强企业代表等400
余人共聚武汉，以“侨聚华夏、共谱新篇”
为主题，共谈创业发展机遇。

开幕式现场，“鄂州花湖机场中加国
际航运项目”“氢燃料电池产品海外市场
拓展合作项目”“差别化锦纶长丝项目”

“江夏区农文旅及预制菜项目”“共同打造
菇的辣克香菇酱民族品牌合作协议”“亿
诺免疫系统抗炎原研药项目”“现代农牧
业全产业链建设项目”7个重点项目进行
了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达80亿元。

据介绍，“鄂州花湖机场中加国际航
运项目”由加拿大ACC投资公司与鄂州市
临空经济区进行签约，将与鄂州市分拣中

心合作，在加拿大乔治王子城市保税区建
立新开发的PGS航空科技智慧园，以“航
空物流+数字科技+园区运营”为业务驱
动，打造大数据驱动的航空科技物流园。

自 2001 年举办首届以来，华创会已
走过23个年头。2024年，华创会积极转
变办会模式，探索市场化办会方式，本届
华创会由湖北省侨商协会主办，得到了中
国侨商联合会、湖北省委统战部（湖北省
侨办）的指导和支持，将举办开幕式、侨聚
英才——助推经济发展海外侨领侨商武
汉行、打造新时代侨乡——侨商天门行、

“花湖之约”打造临空经济高地——侨商
鄂州行、国际教育合作专场、“一带一路”
国家投资对接说明会、全球校友经济论坛
暨武汉市绿色低碳转型专场、第十一届

“华创杯”创业大赛等活动，线上线下同步
进行。 （吴婕 叶群 张雪婷 曾薇）

第二十四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开幕

花湖机场氢燃料电池等项目签约

10月23日，第二十四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在武汉开幕。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

长江日报讯 历时 120 多天，10 月 22
日，第十一届“华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武
汉硅谷小镇科技园圆满落幕，最终10个项
目获奖。23 日上午，大赛颁奖仪式在第二
十四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以下简
称华创会）开幕式现场隆重举行。

本次大赛中，“基于AI辅助设计与高通
量筛选技术的重组蛋白平台”项目在决赛
中脱颖而出斩获一等奖，“炎黄国芯-宇航

及高可靠领域高性能自主可控模拟芯片”
“创新内窥镜全自动清洗灭菌机”等3个项
目摘得二等奖，“植物内生菌平台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欧卡智舶自动驾驶清洁船及游
船”等6个项目获得三等奖。

“华创杯”创业大赛是依托华创会举办
的大型创业赛事，本届大赛于今年6月启动，
以招才引智、招商引资为重点，围绕光电子
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

端装备、北斗五大优势产业，量子信息、类脑
科学、元宇宙等未来产业进行重点征集，共
收到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项目 207 个。
经过初赛、复赛，20个项目闯入决赛，其中生
命科学与大健康领域项目最多，达到8个。

一等奖项目获得者张影介绍，其项目是利
用结构生物学和AI技术设计蛋白质，研发重
组蛋白产品，可应用于日化医美、合成生物、疫
苗序列设计等领域。他表示，此次参赛，除看

中武汉人才资源富集优势外，更希望与政府、
产业园区建立联系，在武汉落地生产线。

据主办方介绍，十年间，“华创杯”创业
大赛吸引了海内外43个国家的3360个项目
参赛，成为吸引全球高层次人才和项目落
户湖北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已有61家
获奖项目获得融资，融资金额累计超过 65
亿元人民币。

除现金奖励外，参赛项目落地后，还可
获得湖北省当地政府相关产业政策、人才
政策等支持，优先向相关创业园区、创业投
资基金等进行资金支持和政策推荐。同
时，组委会将对入围复赛的企业和团队进
行跟踪服务，为项目提供与政府和投资机
构深度沟通机会。 （吴婕 李金贞）

第十一届“华创杯”创业大赛落幕

夺冠项目要在武汉落地生产线

长江日报讯（记者李慧紫 通讯员申
龙 张梦石 张翼飞）“这些项目不用再做
了？”10月21日，患者张先生前往武汉市
第一医院就诊时，得知自己三周前在另
一家医院做的“肾功能5项”检验结果在
这里依然被“认可”，意外又惊喜。

据悉，武汉市全民健康信息一体化
平台已正式上线，可实现医疗机构间检
查检验结果线上共享互认。医生开单时
若患者近日在其他机构做过相同检查检
验，平台会弹窗自动提醒医生查看已有
结果，避免重复检查。

10月21日上午，武汉市第一医院肾
内科，张先生因不明原因乏力和下肢水
肿前来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情后，准备
为他开具相关检查检验项目时，在电脑上
输入其信息后，屏幕跳出弹窗提醒：“项目
重复，请选择是否互认，是否继续”。医生
点击后，屏幕上顿时显示出张先生所有在
互认时限范围内的检查检验记录。

“‘肾功能5项’您不需要重复检验。”
医生向张先生解释，他近期由武汉市中心
医院给出的检验结果前标有“武汉HR（互
认）”的字样，可以被不同医疗机构认可。

原以为要重新检验，得花很久，一大
早就赶过来的张先生有些吃惊：“现在少
花72元不说，还省时省力。以后看病就
不用带一沓报告了，这个举措真不错，我
回去后也要跟家人朋友讲。”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们以接诊医
生的判断为标准。”22日，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陈医生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若结果
符合互认要求，但医生评估后仍要开单
复查，需在系统勾选相应理由或者填写
说明后方可开单。记者在陈医生的电脑
上看到，弹窗“请选择拒绝（结果互认）理
由”页面包括多个选项：患者处于急诊、
急救等紧急状态下的；检查检验结果在
疾病发展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快；涉及司
法、伤残及病退等鉴定的……

“截至目前，武汉市已纳入检验结果
互认项目92项，包括肾功能测定、肝功能
测定、血清酶测定等，检查结果互认项目
60项，包括普通放射检查、CT检查、MRI
检查。”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务部主任吴先波告诉记者，不同
项目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参考时限不
一，除血型鉴定项目之外，其他项目多在
2天到90天之间。

“互联网时代，很多医院早就实现了
检查检验结果的内部数字化共享。”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我们推进全民健康信息一体化平台建设，就是要
推动更多医院互联互通，打通‘信息孤岛’。”

据悉，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是2024年省政府
民生实事项目的重要内容。目前武汉已有269家医疗机构接
入平台，涵盖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其
中28家三甲医院之间实现互认，二级以下医疗机构认可上级
医疗机构。到今年底，武汉将实现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
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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