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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武汉市防空警报试鸣日定在每年的 10 月 25
日”“防空警报信号有哪几种”……继9月份，武汉市国动办
联合武汉市科协、武汉文旅集团、武汉科技报打造的“国防
号”地铁专列首发成功后，10月中旬，三方再次联手的“人防
号”主题地铁专列驶入人们的眼帘。

走进这趟地铁专列，跟随手托微型黄鹤楼、动漫卡通
“人防小卫士”一起，带您步入“人民防空知识小课堂”，学
习人民防空知识，掌握防空防灾小技能。车厢内部，“人
民防空小课堂，带您了解人民防空”主题鲜明，每节车厢
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

体，一问一答互动性强，每节车厢都仿佛是一个移动的人
防科普展厅。

整趟专列共六节车厢，车厢内印有“人民防空是国之
大事，是国家战略，是长期战略”“人民防空人民建，人民防
空为人民”等标语。重点围绕“人民防空知识科普”和“人
民防空相关法律法规”两大板块进行精心设计。其中，“人
民防空知识科普”板块以普及人民防空的地位和意义、工
作原则，人民防空的四种基本手段——“鸣、走、藏、消”和
如何辨别防空警报信号等为重点；“人民防空相关法律法
规”板块紧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着重宣
传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警报设施类型、如何快速查询身边
的人防工程等内容。

9月以来，武汉市国动办创新宣传方式，拓展宣传载体，
借助地铁受众面广、传播力强、影响力大的优势，相继上线

“国防号”和“人防号”两条科普专列，让广大市民在乘车之际
轻松了解相关国防动员、人民防空知识，提升全民国防素养，
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动员、支持国防动
员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人防号”地铁专列将运行一个月，科普人次
将超过 100 万人次。与此同时，“人防号”地铁专列还充分
利用地铁电视这一媒介资源，滚动播出与“武汉市防空警
报试鸣日的由来”及“军事设施保护”相关科普视频。这些
视频不仅普及了国防动员知识，还为市民关心的“武汉市
为什么每年在 10 月 25 日开展防空警报试鸣”进行了答疑
解惑。

武汉“人防号”主题地铁专列掀起国防动员宣传热潮

10月17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共建安全校园”
防范非法集资文艺演出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近千名师
生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由武汉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指导，
洪山区政府办（金融中心）主办，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关山街
道办事处、武职社区承办，数家金融机构共同参加。

武汉市“防非轻骑兵”公益讲师、武汉市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临空港办事处副经理袁帅援引“薅网上羊毛”诈骗、出借银
行卡获刑、借“校园贷”三千变十五万等案例警示在场观众，
他分析指出，“在校大学生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容易相信他
人，正是这种心理被不法分子利用，掉入非法集资的圈套”。

“炒电子黄金、电子百货商铺、区块链，什么热门傍什么，
但又没有具体的运作项目，这就是非法集资的圈套。”袁帅提

醒，没有实体项目的虚假投资，必然存在非法集资“借新还
旧”方式，一旦资金到位，就会人去楼空，承受损失的都是投
资人以及背后的普通家庭。袁帅通过真实案例分析，为大学
生们普及了非法集资的套路及危害，为即将踏入社会的学子
们提前打好“预防针”，增强防范非法集资的识别能力。

讲座现场，“防非轻骑兵”带来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说
唱歌曲《别亏》强烈呼吁“不要被虚假繁荣迷住双眼”，歌曲

《为了这个家》深情传唱“勤劳致富是正道，非法集资要远
离”；小品《自食其果》《钱哪来的》根据案例改编，揭示非法集
资犯罪的常见手段和骗局；相声《你以为我傻啊》、快板《我是
防非宣传员》“花式”输入防范非法集资的知识，一敲一打，入
脑入心。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李仁平说：“今天的活动有专
业知识讲座，有寓教于乐的文艺表演，达到了防范非法集资
行为的教育、警示目的，从根本上提示了青年学生要警惕天
上掉馅饼的诱惑，抛弃一夜暴富的幻想。”

“当前，非法集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受害群体也日益广
泛，不仅包括风险意识相对较弱的群体，也有不少年轻人因缺
乏金融知识而陷入非法集资陷阱。”关山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抵御非法集资的重要防线，关山街道高度重视防非工
作，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海报、播放视频及举办讲座等线下方
式，广泛开展防非宣传；以辖区25栋商务楼宇为重点，联合相
关部门组建工作专班，定期排查，及时发现非法集资隐患；积
极与市区金融监管部门密切合作，建立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
加大打击处置非法金融活动力度，共同创造良好金融环境。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走进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乘客用手机扫码参加有奖竞答活动。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近千学子集体学习防非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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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我刚进家门，儿子
就兴奋地拉着我去看他的作业，满
脸期待地说：“爸，你看我的字是不
是有进步？”我仔细一瞧，确实进步
不小，看来之前给他参考的那些“试
卷”起到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这还得从不久前我探访华中师
范大学博物馆说起。今年 8 月，它
被评定为国家三级博物馆，被我列
入了探访清单。10月初，我通过手
机预约顺利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在
大学生们热情指引下，找到了华中
师范大学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在3楼，藏品琳琅满
目，包括石器、玉器、青铜器等门类，跨
越了新石器时代至近代中国的漫长历
史。这些精美的藏品不仅展现了极
高的历史艺术价值，还生动地反映了
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

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的筹建与
著名国学大师钱基博息息相关，馆藏
文物中很多来自他的个人捐赠。藏
品中既有他收藏的砚墨文具、玉器、
青铜器、陶瓷器和书画，也有他的亲
笔文件等珍贵物品。或许大家对钱
基博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提到他的
儿子钱钟书，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众多藏品中，我最感兴趣的
是“两湖书院课卷”。当时浏览时，
我只觉得这些试卷上的字体隽秀工
整、赏心悦目，与现代人用电脑打印
出的文字不相上下。这些看似普通
的试卷实则是晚清时期两湖书院学
生的考试答卷，让我仿佛感受到那
个时代学子们的勤奋和才情。

我特意将这些试卷拍照留存，
将这份感悟和收获带回家。儿子知
道后，吵着要我下次带他也去现场
看看。我们一起查阅相关资料才得
知，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馆藏的“两

湖书院课卷遗存”共计19卷21册，其中大部分是一个叫
范熙壬的学生的考试答卷。从这些课卷的卷首题字中可
以清晰地看到考试时间、籍贯、学科、名次奖励等信息，具
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儿子直呼“厉害”。

这次探访让我大开眼界。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吧，让
我们在品味历史的同时汲取前行的力量。我真心推荐大
家带着孩子去看看，相信大家也会收获满满。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黑色金属

作为老年人，我对这个“托老驿站”计划很
关注。这样的养老服务模式既能方便我们老年
人的日常生活，又能让我们在熟悉的社区环境

中享受多样化养老服务，真正实现家门口“一站式”养
老。我非常期待它们的建成。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廖女士 点评《这个区要
建60个“托老驿站”，正在招募合伙人》

（长江日报记者王锦婷整理）

赛马场上，动感十足。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

李维斌摄于武汉东方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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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

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里的藏品。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通讯员宋钦 徐湘颖

今年 9 月 11 日，43 岁的胡长青告别妻
子和两个孩子，从湖北省襄阳市来到武汉
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成为该学
院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也是
该校年龄最大的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
生。不惑之年读研的价值在哪里？“我读研
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解决一个问
题。”近日，胡长青直截了当回应了长江日
报记者的疑惑。

读研是为了解决科研问题

10月10日中午，在位于光谷的武汉软件
新城一家公司4楼，胡长青刚完成研究生课
程作业就和同行交流在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
术博览会上的收获。

胡长青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他读研的
目的很明确——带着科研目的读研，而不是
为了一纸文凭。这学期开学不久，导师姜学
鹏教授为他明确了科研方向——“轨道交通
韧性研究”。

“出门就是地铁，这里离我就读的武汉
科技大学青山校区也就一个小时车程。”胡
长青说，他没有选择住校，而是住在兼职公
司，主要是怕干扰到同学。他把另一原因归
结为自己年龄大：“我比同寝室的另外 3 人
都要大 20 岁左右，我担心和他们没有共同
语言。”

9月19日至9月30日，作为研一新生的
胡长青向学校告假前往德国柏林，参加两年
一届的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博览会。他希
望了解轨道交通的国际前沿技术，然后结合
自己的专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研究，尤其是

“轨道交通韧性研究”。
胡长青解释，“轨道交通韧性研究”是研

究如何保证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行。他
说，“韧性”是一个大概念，每个行业都有“韧
性”概念。比如，对于火灾，应该“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预警显得尤为重要。轨道交通的
安全运行问题也是这样，假如数据足够大，理
论上也是可以预判的。

胡长青希望读完硕士研究生后继续读
博，争取50岁时拿到博士学位，然后继续投
入“轨道交通韧性研究”。

在出差的火车、飞机上也备考

2002年，胡长青从华中科技大学机械设
计专业本科毕业，先后在兰州、上海、深圳从
事轨道技术方面的工作。2012年，他和妻子
一起回到襄阳定居，他在襄阳国铁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担任机械设计工程师。2020年，他
兼任该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

胡长青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市，父母都是
农民。从小学习习惯比较好的他，即便参加
了工作，也一直坚持自主学习、提升专业能
力，解决工作中的技术问题。为了读懂外国
文献、掌握先进技术，他甚至坚持每天花一个
小时学习英语。他还先后拿到注册安全工程
师证书和一级建造师（铁路工程）证书。

胡长青的工作重心是特种设备、特种作
业，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随着所在行业前
沿技术的不断革新，他觉得自己在技术积累
方面“有短板”。

2022年11月，胡长青下定决心考研。他
每天早上6时30分起床，除了工作、休息以及
陪伴家人的时间，每天至少花4个小时备考。

胡长青通过网络搜集学习资源、备考专业
知识，每天使用英语学习软件打卡，即便在吃
饭、通勤等碎片时间里也会刷网课、做模拟试
题。“我曾在出差的火车、飞机上刷数学题，结果
因大脑需氧量大导致头晕。后来，我只能改学
英语或者政治，头晕现象才得到缓解。”

最终，胡长青考取武汉科技大学安全科学
与工程专业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他
的备考心得是：“只要肯花时间、讲究学习效率，
就能成功。”但他并不赞同考生为了找个工作
而“二战”“三战”考研，觉得那样划不来。

在姜学鹏看来，胡长青以这个年纪读研

并不算晚，尤其是为了解决科研问题而读研，
很正常。

每周回家和孩子一起做作业

胡长青记得，9月11日下午，研一第一节
课是学术英语课。课堂上，有些同学看他的
眼光有点异样，一时不知道他是学生还是老
师，直到他坐在学生座位上。“其实，我的年纪
比上课的英语老师要大。后来，我发现自己
比大部分授课老师的年纪都大。”

“适应了几天也就坦然了，毕竟我不是为
一张文凭而来。”胡长青很快适应了校园的学
习节奏。他一边做公司兼职副总工程师，一
边在校园里忙着听课、去图书馆，每天上完课
后再返回公司把作业做完。

每个双休日，胡长青都会回到襄阳家中
和家人团聚。他说，他有两个孩子，儿子读初
三，女儿上幼儿园中班。家中都靠妻子打理，
她把一家人都照顾得很好。两个孩子经常为
他读研加油打气。“我有时也在家里和孩子们
一起做作业，这样可以给他们营造好的学习
氛围。”

备考时，有人劝胡长青报考非全日制硕
士生，这样可以更好地兼顾工作和家庭，但他
依然选择了报考全日制硕士生。“读全日制硕
士生虽然要困难一些，但接触老师的机会更
多，更容易把自己的知识体系基础打牢。”

目前，胡长青负责兼职公司的轨道交通
应急救援和智能检测工作。“既然迈出了第一
步，剩下的路无论如何都要走完。”他计划毕
业后继续读博。从德国参观回来后，他发现
自己的科研方向——“轨道交通韧性研究”涉
足的人并不多。“这意味着这项研究的进步空
间还很大，让我更加认定这个科研方向。”

为了解决科研问题 而不是一纸文凭

43岁的他离职考上全日制硕士生

胡长青和女儿在一起。

■长江日报记者张衡 通讯员王佩玺 韩继媛

今年57岁的刘先华住在蔡甸区城关，其
家庭被评为“武汉市文明家庭”。熟悉她的人
都说，他们一家除了读书，没什么其他爱好。

多年前，刘先华的父亲离世。父亲留给
刘先华的唯一财产是一支黑色派克钢笔。读
书、买书，用这支笔写日记，成了刘先华生活
的日常。

不久前，刘先华写了一篇2054字的日记
《老爸留下的那支笔》，被中国家庭文化研究
会、中国妇女杂志社评为100封“新时代最美
家书”之一。

这篇日记中写道：“一晃，您离开我们已
经 10 年。为了帮助妈妈排除孤独感，我和
妈妈立下规矩，白天在家记日记，周末回家
统计日记字数，按照千字千元计算稿费。这
招果然灵验，妈妈渐渐从孤独中走了出来。

2019年春节前夕，妈妈用她的稿费买了一台
电视机……”

刘先华说，她用这支钢笔书写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有时记录生活琐事，有时记录外孙
的成长，有时尝试写自传体报告文学。她说，
她的写作也激发了妈妈学习阅读、识字写作
的兴趣，她和妈妈成了文友。

“在我的鼓励下，妈妈养成了记日记的好
习惯，通过记日记找到了精神寄托，圆了妈妈

儿时的学习梦。”刘先华说。
刘先华的丈夫周文锐同样是爱书之人，

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周文锐每天会
抽出两个小时看书。只要遇到好书，他就买
下来，回家和刘先华一起欣赏。

周文锐记得，婚前一次约会，他原本计
划将地点定在武汉商场。走着走着，他和刘
先华就拐进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近一家书店。两人在书店里看了一整天的
书。“刘先华不爱裙子爱书籍，最后抱着一摞
书回家了。”

这些年，在刘先华写日记的日子里，周文
锐成了她的“语文老师”。刘先华日记中的文
字，周文锐会一一帮着校对。

周文锐说，感谢读书让他的人生与幸福
交织在一起。

武汉市文明家庭刘先华：

每天写日记让母亲圆梦

长江日报讯 10 月 17 日，武汉
动物园为雌性大熊猫“盟盟”举办
了一场别出心裁的5岁生日会及成
年礼，“盟盟”尝到了“桂花味的武
汉秋天”。

大熊猫“盟盟”2019 年 10 月 17
日出生于四川卧龙神树坪基地。
2023 年 9 月 9 日，它和雄性大熊猫

“武林”一起入住武汉动物园大熊猫
馆。抵达武汉后不久，武汉动物园
邀请市民和游客为“盟盟”庆祝了4
岁生日。今年 10 月 17 日是“盟盟”
在武汉度过的第二个生日。

保育员蔡意说：“雌性大熊猫一
般5岁就达到性成熟标准，‘盟盟’现
在正式成年了。”

为了办好这场生日会及成年
礼，保育员和营养师按照“盟盟”的
日常喜好作了精心准备。10 月 17
日上午 9 时 30 分，“盟盟”先绕着大
熊猫馆内场走了一圈，然后趴在印
有“华盟盟生日会&成年礼”画面的

竹制展板上亲了一口。接着，它发
现了挂在展板上的桂花香囊，于是
一把扯了下来，拿起来闻、抱在头
上蹭，开心得不得了。面对一旁的

“生日蛋糕”，它对撒在上面的桂花
粉末更感兴趣，整个脑袋趴在“蛋
糕”上嗅闻，果然是个“爱花小姑
娘”。“蛋糕”是用冰块做成的，铺满
了“盟盟”爱吃的苹果、猕猴桃、胡
萝卜、窝窝头、红枣、竹笋等，并撒
有香香甜甜的桂花粉末。

在活动现场互动区，从广州坐
高铁赶到武汉的马大姐在生日福卡
上写下“平安喜乐”4个字，并挂在大
熊猫馆内。她说：“广州长隆野生动
物世界里住着一只名叫‘婷婷’的大
熊猫，是‘盟盟’的姐姐。我替姐姐
带来对妹妹的生日祝福。”

过去一年里，武汉动物园大熊
猫保育员团队定时定量给“盟盟”
和“武林”喂食，经常做一些丰容玩
具公仔供它们玩耍，在每个月逢

“5”的日子给它们称体重。保育员曹
骏表示，两只大熊猫的体重都增加
了，脸都变圆了，身体非常健康。

眼下，“盟盟”正处于假孕期，出
现食欲下降和活动量减少的状况。
假孕是指动物由于体内激素波动而

表现出类似怀孕的行为和体征，这
在成年雌性大熊猫中普遍存在，一
般会持续一至两个月。在保育员团
队精心照料下，“盟盟”目前的体重
处于健康水平。

（郭可滢 黄亚婷 彭少波 乐霞）

尝到“桂花味的武汉秋天”

大熊猫“盟盟”过5岁生日

寿星“盟盟”在生日会及成年礼现场。 李子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