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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肖清清 通讯员黄璜）8月23日晚，
月湖畔暑热未消，“第五届武汉啤酒音乐嘉年华·百威之
夜”在琴台大剧院中心广场开幕。当晚，在汉阳树公园、
十升路美食街、方圆荟奥特莱斯设置 3 个分会场，用音
乐、啤酒、美食激活武汉盛夏夜间经济消费新场景。

炫彩舞台之上，劲歌热舞，电音、说唱、流行音乐轮番
上演。台下人头攒动，啤酒音乐嘉年华设置嗨啤畅饮区、
主题演艺区、美食畅享区、网红露营区、豪华车展区、潮流
市集区6大主题区，市民体验露天“开席”，热汗淋漓、开
怀畅饮。现场大屏互动抽奖，向市民赠送武汉冰雪中心、
拓高乐城市体育中心等汉阳新消费场景联票，欢呼声此
起彼伏。

“我们从南京来武汉旅游，正好赶上这里的啤酒音乐
嘉年华，武汉真是个热情又奔放的城市！”李女士表示，啤
酒音乐盛会让他们这趟旅程更加难忘。

主题街区中，武汉礼物品牌及“十大名菜、十大名点、
十大伴手礼”系列合作企业入驻。多款新车豪车、烧烤露
营装备、潮玩市集、啤酒龙车等吸引众多年轻人驻足拍
照。

据介绍，从2020年到2024年，连续五年的盛夏，武汉
啤酒音乐嘉年华在汉阳月湖之畔如约举行。前四届的成
功举办，累计吸引市民消费打卡超10万人次，打造了集
啤酒、音乐、美食、娱乐于一体的特色活动，已成为武汉市
民一年一度的“夏夜期待”。

“本次活动将连办3天，欢迎更多市民、游客来汉阳
品美酒、游美景、尝美食，感受知音故里的独特魅力。”汉
阳区有关负责人现场发出邀约。聚焦武汉2024国际消
费季，汉阳抢抓全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机遇，加快推
进武汉西部消费中心建设，整体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
体化消费聚集区，“汉阳喊您”、琴台音乐节、啤酒音乐嘉
年华等主题活动全年不断档，玫瑰街、鹦鹉巷子等美食街
区焕新升级，武汉冰雪中心、冰雪轮体育公园、拓高乐城
市体育中心等年轻人喜爱的新消费场景不断上新，让汉
阳成为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倾心之地”。

第五届武汉啤酒音乐嘉年华开幕

外地游客感受奔放夜武汉 在
汉
大
学
生
实
地
体
验
武
汉
科
技
创
新
实
力

十
分
向
往
！
留
汉
就
业
大
有
可
为

■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
实习生王昱麟 通讯员武小青

“武汉五大优势产业发展迅猛，在就业方
面有许多创新实力雄厚的企事业单位可以选
择，这坚定了我留在武汉就业定居的想法。”8
月23日，“青春武汉 约你同行”在汉百万学
子行城市融入专场科技创新主题活动顺利举
办，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
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十余所
高校的百余名学生参加活动，实地体验武汉
科技创新的强大实力和完备体系。

在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
“武创院”）人因工程研究所，学生们纷纷被一
款用于生理、心理状态实时监测分析的手环
吸引。据工作人员介绍，佩戴上这一智能手
环，脉搏、皮肤电阻、皮肤温度、温度、湿度、气
压等多种生理、行为和环境数据将被同步采
集，可应用到体育、刑侦、电竞、心理测试等多
个场景。

“这太酷了！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可以
大大减少对心理健康和行为预测的误判，应
用前景宽广。”来自湖北大学的贺怡感慨连
连。9月开学后她读大三，正着手备考心理
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考试。“此前对心理学应
用和就业前景不太了解，现在感觉大有可为，
更坚定了我的学习目标。”

随后，学子们满怀好奇地走进武创院医
疗机器人产业研究所，参观了解智能手术机
器人、脑神经环路重塑康复机器人和人形服
务机器人，切身体会科技发展给医学提供的
便利。

在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高德红外”）一楼展厅，每一项成果都展现
着高德红外的创新实力。从先进的红外探测
器到高精度的热成像仪，讲解员细致地讲述
了公司的发展历程、核心技术及广泛应用，学
子们听得十分投入。

王一晨是武汉科技大学材料学专业学
生，对高德红外十分感兴趣。“参观中我感受
到这里不仅有非常深厚的企业文化，而且还
有世界顶尖的创新技术，让我十分向往。”王
一晨是山西人，她选择来武汉求学，不仅是因
为这里的学术氛围，更是因为这座城市蕴含
的机遇。对于即将到来的秋招，王一晨满怀期待，她希望在武汉找
到一份与所学专业紧密相关的工作，为城市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在东湖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学子们被现代化的设施和温馨的
环境深深吸引。从便捷的线上办事平台到一站式的窗口服务，同学
们深入了解了政务服务的各个环节，高效、贴心的服务理念贯穿始
终。江汉大学学生何真珍表示，真切感受到了东湖高新区为提高办
事效率、优化营商环境所作出的努力，她对武汉发展充满了信心。

在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重”），学生们详
细了解科技创新成果，深入探寻“共和国长子”的发展历程和典型
产品故事。57米长的复合加工床身、18米高的数智专用机床……
大家纷纷被生产现场的各种极限装备震撼。在人民兵工精神教育
基地，学子们聆听了兵工事业开拓者“吴运铎”、“毛主席的好工人”
尉凤英、“三代坦克总师”祝榆生等兵工楷模的先进事迹，接受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沉浸式红色教育。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春武汉 约你同行”在汉百万学子
行系列活动将继续策划安排独具特色的参观路线，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介交流活动，让更多学子知晓毕业生留汉政策，亲身体验武汉
宜业宜居的发展环境，坚定在汉就业创业信心意愿。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其雄 通讯员陈诚 徐德馨）
“市民朋友们，在此处戏水危险，请注意安全……”8月
23日下午，一架多旋翼无人机在长江新区长江段阳逻
街道的一个渡口上空盘旋，对着正在渡口处江中游泳
的市民“喊话”，并将拍摄的视频画面实时传回长江新
区“城市智眼”无人机地面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供应
急部门值班人员决策参考。

长江日报记者通过采访获知，“城市智眼”由武汉
市测绘研究院研发，是一个由无人机、云端指挥控制平
台、AI算法库和多个行业应用场景组成的智慧平台。
今年8月初，长江新区应急管理局联合武汉市测绘研
究院，将“城市智眼”无人机引入防溺水工作，构建起一
个借由“人防+技防”设施可以全天候监控“空中+地
面”情况的立体防控体系，以防溺水事件发生。

在这个体系中，无人机会飞到长江新区辖区内的
湖泊、江河等防溺水重点监控水域，对是否有人员下水
游泳的情况进行自动监控。无人机配备有喊话器、可
见光摄像头和红外夜视摄像头，既可以对市民喊话，劝

导市民远离危险水域，也可以把收集到的信息以图片
和视频的形式传回应急指挥中心，并显示在“城市智
眼”地面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提醒应急管理部门工作
人员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溺水事故发生。

长江新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长江新
区为无人机规划了7条重点巡检航线。本月初，无人
机开始执行防溺水巡检任务。在每日16时到20时的
重点时段内，无人机会前往长江新区确定的79个防溺
水重点监控水域，按规划的航线执行巡检任务。

事实表明，无人机在巡检过程中，可以高效完成自
动定点拍摄全景照片、收集重点水域红外热成像画面
等任务。无人机通过机载的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可以
自动识别是否有人在游泳，快速发现市民的危险涉水
行为，并将识别结果实时回传到应急指挥中心，供应急
指挥决策人员参考。

防溺水无人机喊话

游泳者听到空中提醒游回岸边

长江日报讯（记者金文兵 通讯员陈昱）“很庆幸，我们把渍水
抽排后，当地居民还能抢种一季晚稻。”参加湖南华容团洲垸抽排
工作之后，刘得祥依然记挂着当地乡亲。

8月22日，江汉区水务和湖泊局排水队疏捞一班班长刘得祥
一边清淤一边回忆：“7月12日，我们接到指令驰援华容。到达当
地后，按指挥部统一安排，我们6位同事组成一队，迅速布设水管，
启动2台抽排车、8台抽水泵，昼夜抽排。”“前方有事，队长总是第
一个上。”同事罗铭溥说。

15日正午，一台泵车突然“罢工”。“我去看看。”刘得祥判断进
水口有异物下水查看，果然有一根旧绳卡进了管口。他说：“幸好
附近一棵树上挂有一把旧剪刀，我们就利用这个工具快速清理了，
泵车很快恢复工作。”

长时间的值守，引发刘得祥的旧伤。领导提出换人，他摇头
说：“既然来了，就咬牙坚持。”

刘得祥的脚伤是在2008年的一次作业中落下的。一场特大
暴雨后，姑嫂树一处涵洞的排水管网被周边施工的石块堵死，积水
一度达到3米多深。匆匆赶到现场的刘得祥冲进潜池，钻入管内，
用撬棍撬松石块。石块松动的瞬间，强大水压将他和石块一起弹了
出来，他的左脚骨折、神经受损，落下八级伤残。

这次在团洲垸抽排现场坚守了14天，刘得祥和同事们的工作
受到指挥部高度认可。他被授予“五星抽排水能手”锦旗。

出生于1966年的刘得祥曾是一名侦察兵，1993年进入江汉区
排水队工作，一干就是31年，累计清理数万吨污泥，守护着数百公
里排水管网、近10万个窨井，维护着城市的“脉动”。他也因此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湖北省劳动模范、武汉市
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谁家里水管堵了，他带着突击队随叫随到。”居民刘女士评价，刘
得祥是闷头做事、热心快肠的好心人。面对群众的赞扬，刘得祥朴实
地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是我最应该做的。”

长江日报讯（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谢雪娇 沈冰洁 陈倩）8月22
日上午，长江日报记者在同济医院汉口院区门诊看到，准妈妈于女士
直接在手机端进行生育险结算。“好方便！上月底还只能到自助机或
者窗口排队用医保，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手机支付了。”

记者了解到，同济医院近日在湖北省率先推出医保移动支付
“全类型医保线上付”功能，全面实现门诊医保全类型移动支付，除
支持普通门诊统筹外，还支持生育险、慢特病及“单独支付”药品的
门诊医保结算，既可本人医保付，也可医保亲情付。这一举措不仅
为患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标志着医院在医疗服务信息化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步伐。

据了解，同济医院是目前湖北省首家支持生育险医保移动支
付、实现医保全类型移动支付的医疗机构。参保人在同济医院多
个院区门诊就医时无需携带社保卡、无需在人工窗口或者自助机
上排队缴费，只需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缴费单上的二维码或者进
入同济医院微信公众号服务中“智慧医疗”模块里的“门诊缴费”功
能，就能为自己或家人进行医保缴费，甚至足不出户享受互联网医
院线上复诊医保支付的医疗服务。

去同济医院看病
可用手机刷医保结算

第五届武汉啤酒音乐嘉年华·百威之夜开幕式。

（上接第一版）

“阿爸阿妈待我如亲人”

今年6月，在湖北参加完高考的旦增晋扎准备乘坐火车
返回西藏。那天，巫世峰和妻子赶到洪山高中送旦增晋扎
回家。

许明莹左手拎着一大袋零食，右手拎着一台崭新的笔
记本电脑。“零食带着在路上吃，电脑在大学里用得着。”说
完，她又从包里掏出2000元现金塞给旦增晋扎。

“火车得坐40个小时，还是硬座，拿着钱，到车上补一个
卧铺。”许明莹叮嘱道。

“不行，不行，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旦增晋扎往后退了
两步，连连摆手。

许明莹还是把钱塞给了他，“听话，拿着”。
“上了大学，也不能放松，要继续努力学习，至少要读到

研究生。”巫世峰和旦增晋扎在校园里边走边聊。
巫世峰宽慰旦增晋扎，“读书的费用不要担心，如果有

困难，和我说”。
旦增晋扎是拉萨人，母亲是一名环卫工，父亲务农。3

年前，得益于内地西藏班政策，旦增晋扎来到武汉读高中。
巫世峰与旦增晋扎结成亲人，源于洪山高中实施的“藏

族学生与汉族家庭结亲结对”活动。作为洪山区政协委员，
巫世峰参与了这项活动。

洪山高中德育副校长夏志涛告诉记者，这项活动实施
5 年来，已有 76 名藏族学生与汉族家庭成功结对。其中，
巫世峰一家已与 3 名藏族学生结对，旦增晋扎是其中之
一。

夏志涛介绍，结对的目的是让远道而来的西藏孩子感
受家的温暖，并不需要金钱上的资助，但巫世峰一家会对学
生进行全面帮扶。

“阿爸阿妈待我如亲人。”旦增晋扎谈起巫世峰夫妻时
说。

5月12日，许明莹到洪山高中参加高三毕业生成人礼
仪式，送给旦增晋扎的礼物是一个剃须刀。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剃须刀，之前我都是借同学的
剃须刀用。”在旦增晋扎心里，阿妈许明莹给予他的关心总
是十分周到。

一次聊天中，许明莹得知旦增晋扎的数学学得吃力，便
找了一位老师帮助旦增晋扎补习。

2018年，16岁的德吉康卓从家乡西藏来到洪山高中读
书，3年后考上兰州大学。

德吉康卓是巫世峰一家结对的另一名藏族学生。8月
14日，在兰州的德吉康卓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巫世峰一家

让她在武汉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每次节假日，我都会回家里过节，阿妈会带着她的女

儿和我一起去买衣服。”德吉康卓说。
德吉康卓的父母在西藏老家务农，家庭贫困。德吉康

卓考入大学后，巫世峰给她转了2万元做学费，解决了她的
后顾之忧。每个学期，巫世峰还会给德吉康卓转一笔生活
费。

“一开始我不收，阿爸要我一定收下。”到了大三，德吉
康卓就没再收阿爸的红包了。她通过助学金和寒暑假打
工，生活上不再需要巫世峰的资助。

自2019年起，巫世峰与洪山高中定下一个“十年之约”，
每年拿出5万元，帮助困难的藏族学生。

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

巫世峰收藏着一厚沓的手写信，那是资助过的学生写
给他的感谢信，多写在每年的七八月份。

有人考上华东理工大学，有人考上南京理工大学，有人
考上南昌大学，有人考上温州医科大学……每年的这个时
候，是巫世峰夫妻最开心的时候。

巫世峰的同事闵芳记得这样一件事：2018年，她跟随巫
世峰前往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考察市场，途经一所山
脚下的流溪小学。学校不大，有学生60余人，多数为留守儿
童。那时正值冬天，巫世峰和一行同事、朋友走进学校，看
到孩子们的小手冻得通红。走进宿舍，他顺手一摸被子，被
褥都是潮的。巫世峰搂住3个孩子问：“你们想要什么？巫
叔叔来想办法。”3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想在外地打工的
爸爸妈妈。”

那一年，巫世峰与流溪小学也定下了一个“十年之
约”——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去学校陪孩子们一起过节，有
什么困难都可以提，“一个个解决”。

流溪小学原校长吕洪波告诉记者，2018年至2022年，巫
世峰为学校更换教学一体机，为老师们购置办公电脑，为学
校图书馆采购图书，为孩子们送去书包等文具……

2022年秋，流溪小学并入当地另一所学校，巫世峰与流
溪小学定下的“十年之约”在遗憾中暂停。

村里的第一个博士

巫世峰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麻溪村。来自大山
里的他家境贫寒，曾两次辍学，“幸运的是，每一次都有人帮
了我一把”。

考上高中后，巫世峰第一次走出大山，前往县城万安中
学读书。

一瓶自家酿制的霉豆腐是巫世峰一个月的下饭菜。“天
天吃霉豆腐，吃得舌头都溃烂了。”一次，他在山路上将装菜
的瓶子摔了，不得不从地上把菜捡起来重新装进瓶子。哪
知连玻璃碎片也一起装进了瓶子，吃饭时，他的喉咙被割
破。所幸及时就医，才化险为夷。

巫世峰一直记得，高中的班主任知道他家里困难，不舍
得在食堂打菜，总是喊他到自己的宿舍吃饭，帮他改善生
活。靠着老师的帮扶，巫世峰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大学
期间，他靠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

“那时，我抄写广告信封，抄一个信封2分钱，从早抄到
晚，我一天能挣18元钱。”巫世峰回忆。

有一次，他在街上卖报纸。下起了大雪，他衣服穿得
少，被冻得不省人事。有好心人把他抱到旁边的大厦里，给
了他一杯热水，他才苏醒过来。

本科毕业后，巫世峰又读了研究生，相继拿到了硕士和
博士学位，是村里的第一个博士。

“一次帮扶足以影响一个孩子”

许明莹的老家和巫世峰家隔着一座大山。她的家庭条
件同样困难，父母靠砍竹子、卖竹子养大了4个孩子。

“很多人问，是不是我们有钱了，才开始做公益。实际
上，我们手上只有 1 万元钱的时候，巫世峰就开始资助学
生。”许明莹记得，2015 年，巫世峰与母校定下“十年之约”
时，他们的公司才刚刚起步。

许明莹担心：“10年下来就是100万元，如果哪年我们家
没钱了，怎么办？”巫世峰告诉她：“那咱就把房卖了履行约
定。”

“我经历过贫穷，更明白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好出
路。”在巫世峰的成长路上，老师、乡邻甚至是一些陌生人
都对他伸出过援助之手。如今，他想将这份善意传递下
去。

“一听说哪个学生有困难，我就忍不住想帮。”巫世峰觉
得这或许和自己的经历有关。翻开手机通讯录，不少微信
好友和他素未谋面，但都曾接受过他的资助。

有一年高考后，一位老师找到巫世峰说：“班里有一个
女孩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学费还差3000元，你能不能帮个
忙？”那时，已创业的巫世峰立即转给女孩5000元。

还有一次，一位朋友和巫世峰提起，一个学生的父亲出
了车祸，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紧巴巴。巫世峰打听到男孩的
联系方式，资助他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巫世峰说：“我知道，一次帮扶足以影响一个孩子，影响
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村湾。”这些年来，巫世峰相继获得了首
届湖北慈善奖爱心捐赠企业（个人）等荣誉。

一对武汉夫妻助学的“十年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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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模范刘得祥
冲上湖南抢险一线

右图：防溺水无人机巡检时拍到市民游泳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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