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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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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三四拍摄的部分“国保碑”。

说起“刷保”，想必有些朋友会
感到陌生。这里的“保”指的是文物
保护单位，简单来说，文博爱好者打

卡文物保护单位就叫“刷保”。“刷保”对我而
言就像是一场寻宝之旅，每一处文物保护单
位都是一处尚待挖掘的珍贵宝藏。

在“刷保”路上，我还是个新人。因为近
期才接触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一个想
法萌生了：把见到的国保碑都拍下！于是前段
时间，我陆续花了6天时间，穿梭在武汉的街
头巷尾，把武汉市中心城区的大部分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都去了个遍。考虑到时间关系，
有的保护单位过于偏远，便没有前往。

“刷保”之行，走走停停，一路收获颇丰。
在武汉的所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知
名度最高的要数武汉长江大桥了。这座“万
里长江第一桥”，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一眼
望去桥体十分壮观，站在桥上，江风轻拂，俯
瞰滚滚长江，心中涌起一股自在与惬意。

漫步汉口街头，我欣赏了汉口近代建筑
群中包含的不少文保建筑，建筑上融合了东
西方各自的文化特色，这份建筑遗产让我看
得津津有味。

当我来到湖北省立图书馆旧址时，发现它
的外面已经被围起来了，使我无法一探究竟。
无奈之下，我只能在外面举起手机拍照。但
是，从外面看上去，屋顶上那片片琉璃瓦依旧
有着好颜色，仿佛诉说着它的旧日时光。这座
旧馆与现今的省图书馆新馆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前者包含着古典韵味，后者则弥漫着现代气息。

在武汉“刷保”完后，我自觉获益匪浅，文物前的国保碑
只是它们的一张名片，真正值得我们去探索、去挖掘的，还
是那些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底蕴的文物本身。

现在，我遇见省保、市保，都会停下来驻足拍照，“刷保”
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希望大家都能留意到身
边的历史文物，多给它们一点目光和驻足时间。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三四

一日

长江日报讯 当长江遇到波罗的海，会
是怎样的场景？《汉阳门花园》唱响在哥本哈
根，又会有怎样的共鸣？10月17日，武汉—
哥本哈根文化旅游交流展在丹麦首都哥本
哈根揭开帷幕。靓丽的武汉影像、精致的武
汉礼物、诱人的武汉美食，在被誉为“世界最
宜居城市”的哥本哈根引来赞叹连连。

10月17日至19日，武汉—哥本哈根文
化旅游交流展活动在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
心举办。活动现场充满楚风汉韵。“汉阳门
的轮渡，可以坐船去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
于我们这些住家的人……”舞台上，吉他伴
着大提琴，地道的《汉阳门花园》娓娓唱着武
汉的故事。

舞台下，武汉图片展吸引丹麦客人驻足
观看；武汉礼物展区内，马应龙礼盒、仟吉黄
鹤楼联名绿豆糕、蔡林记热干面、周黑鸭挚
礼、汪玉霞牛舌饼、扬子江追光礼盒、楚国礼
物……一件件别致的武汉礼物，让游客爱不
释手。

在美食展区，除了图片介绍，现场还支
起锅灶，热气腾腾的地道蔡林记热干面引来
嘉宾尝鲜。武汉市文旅部门负责人介绍，此
次活动特别精选了武汉十大伴手礼、2023精

品武汉礼物带到哥本哈根，并邀请武汉十大
伴手礼生产企业代表到场，积极向海外推介
武汉特色伴手礼。

“我们热忱欢迎丹麦的朋友来武汉，春
赏樱、夏看荷、秋品桂、冬观梅，吃热干面，登
黄鹤楼，感受‘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豪迈情
怀，体验‘东湖绿心’的休闲自在。”

今年9月26日，我国对丹麦实行免签。
此次武汉—哥本哈根文化旅游交流展活动
中，武汉向丹麦游客发出热情邀约。武汉和
哥本哈根一样，都是历史源远流长的世界名
城。早在3500年前，武汉就开启了漫长的城
市发展之旅，城市之根盘龙古城，承载着荆
楚历史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奋斗历程，子
路问津、屈子行吟等经典传说从这里流传天
下，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
话历久弥新。

105公里的世界级滨湖绿道——东湖绿
道串起自然和谐生态的城市绿色空间，“微
笑天使”长江江豚、“鸟中大熊猫”青头潜鸭
都把武汉当作重要栖息地，武汉成为全球唯
一人口过千万的“国际湿地城市”，可谓“一
城秀水半城山，云在蓝天水在城”。

武汉拥有128家博物馆、19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千古名楼黄鹤楼在武汉长
江边巍然屹立。近年来，武汉旅游热度持续
走高，2023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3.33亿人

次，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1.8亿人次，武汉成
为全球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侯钰倩 武文旅）

武汉伴手礼亮相丹麦首都
别致的礼物让当地市民爱不释手

哥本哈根市民现场品尝武汉热干面。 武文旅供图

长江日报讯 为方便老人晾晒，三街坊
15处晒衣杆更换安装完成；为便利老人上下
坡道、保障儿童出行安全，33门的护栏都装

好了。沿街路灯亮了、路整平了，小区里通
过共同缔造移栽的桂花树开花了，连心廊更
添欢声笑语……10月18日，“长江日报社区
行 共同缔造办实事”活动走进青山区白玉
山街道，在家门口为居民送上健康义诊、免
费理发、家电维修、缝纫织补、反诈宣传等便
民、惠民服务，多家爱心企业、知名品牌为居

民现场送服务、送福利。
小区事自己提、自己议、共同管。康寿

社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社区总人口的
30%。辖区老人多是钢城退休职工，喜欢在
户外咵天下棋，希望有个遮阳挡雨的户外休
闲场地。因多方原因，这个“微心愿”迟迟未
能实现。日前，经居民代表同意，该社区两

委商议后，在康寿社区33门附近的空地修建
不锈钢遮阳长廊，供居民户外休闲使用。如
何经久耐用又遮阳挡雨？长廊怎么建？怎
么利用好有限空间？经过共同商议最终建
成宽7米、长15米、中间高3.6米、两边高2.8
米的不锈钢长廊，长廊两边设置长椅及护
栏，顶部采用膜结构材质，不少居民提议叫
它“连心廊”。

白玉山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街道党工委
先后创建多个党建品牌，组织志愿者队伍为社
区居民提供免费维修服务；探索村居“五联”融
合发展模式，村与社区之间结对共建，切实提
升村居生活生产面貌。 (金雯 管菁 程艳）

长江日报社区行走进白玉山街道

新建“连心廊”连起社区居民心

新材料产业是武汉市六大未来产业之一。经过
多年发展，武汉在新材料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科研资
源和深厚的产业基础。当前，武汉在新材料领域已
取得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在新能源汽车用气凝
胶、IGBT芯片、集成电路CMP核心原材料和后清洗
材料等方面获得了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填补了“国内
空白”。

产业基础和集聚效应，让武汉成为新材料产业
蓬勃发展的新沃土。东莞作为大湾区的重要城市之
一，聚集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近年来在
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上异军突起。

第六期东湖科学会议举办恰逢第五届中国新材
料产业发展大会在汉召开，这是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发起并主办的国家级品牌大会。会议现场，包括永
磁风机整体充退磁技术及其产业化、特高磁导率电
磁波吸收材料技术项目、广东省超导及低温产业发
展与展望、丝胶生物材料在创伤修复中的应用及转
化等在内的多个优质项目代表登台路演。集中展示
新材料领域成果产业化最新进展，也将科技创新与
产业需求紧密对接，为武汉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我们是湾区速度，以武创院为代表的武汉速度
同样令人称赞。期待未来携手并肩，在新材料产业
化领域加深合作。”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高温超导联合
工程中心主任王维如是说。

东湖科学会议是武汉市委、市政府赋予武创院
举办的品牌活动，目前已聚焦岩土产业、开源芯片、
天然产物与新药发现、航天产业与航空工程应用、肺
间质病与呼吸疾病等领域成功举办了6期。

未来，武创院将进一步做大东湖科学会议的“朋
友圈”，将其打造成促进学术思想火花碰撞，引领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性高层次创新交流平台。

中部地区与大湾区新型研发机构“牵手”

助力培育新材料领域新质生产力

撰文：谷雨 冉文娟
统筹：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

一代材料，一代创新。作为战略

性、基础性产业，新材料产业是高技术

竞争的关键领域。“谁掌握材料，谁就掌

握了未来。”

以“新材料”之名，汇聚科学家、企

业家、投资人，武汉与大湾区之间开展

了一场科技界深度对话和合作。10月

18日，第六期东湖科学会议暨新材料技

术创新与产业化交流会成功在汉举

办。会议聚焦未来新兴产业重大需求，

探索前沿新材料的突破，助力新材料领

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坚持做“正确且难”的事 共同为新材料产业把脉问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
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

围绕“新材料产业化趋势与路径探索”这一主题，来自
学术界、产业界、投资界及新型研发机构的业内大咖们分
享新材料领域科技成果产业化最新进展，结合各自科研
和产业化实践经历分享感受，碰撞思想，精彩声音引发共
鸣。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武创院瑞科美退役锂电池企业联合
创新中心负责人、武汉瑞科美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曹
元成既是科学家又是企业家，他带领团队开发了全球首创的
全流程“干法”回收生产线，破解了绿色回收废旧汽车锂电池
这一世界级难题。

“很多人都放弃了，但我相信这个事情一定能做成。”曹
元成直言，科研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实现产业化的道路，既
要有创新理念和信念，还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驾护航才能“穿
越”周期。

新材料的研发是一个高投入、长周期的过程。“科研人员
要走出‘象牙塔’，以目标为导向开展有组织的科研。体制机
制的保障和灵活性也尤为重要。”武汉纺织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王栋说道。

“新材料产业化，是一个‘正确且难’的事，需要坚持。”元
航资本董事长、创始合伙人张志勇说，从发现新材料到找到
新材料的应用场景，再到规模化量产需要漫长的周期。当投
资机构更从容更有耐心时，创业者在研发、产业应用、规模化
的过程中才会更从容，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

武创院“牵手”松山湖 武汉新材料科创“朋友圈”再壮大
此次会议由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与松山湖材料实

验室共同举办。大会现场，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此次“牵手”联动既是两家新型研发机构对促进新材料

产业发展的一次探索，也是中部地区与大湾区进行跨区域科
技创新合作的一个缩影，将形成优势互补的协同之力，赋能
武汉、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位于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东莞的松山湖材料实
验室，长期深耕新材料研发和物质科学领域，在新能源材料

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成果转化引领作用。经过6年多的探
索，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松山湖成果转化模式。

作为武汉市政府重点打造的新型研发机构，武创院自诞
生之日起，便承担着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体制机制
创新的重大使命。

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形成1+1大于2的合力？“期待在学
习借鉴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在材料科学领域研究和产业化的
先进经验基础上，共同助力武汉乃至全国新材料领域的新质

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武创院院长李锡玲介绍，未来将与松
山湖材料实验室聚焦新材料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项目合
作、人才培养等进行全方位深入合作。

“新材料产业的发展需要大家群策群力。”中国科学院物
理所研究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黄学杰表示，大会既
分享研究的进展，还探讨转化的途径，将赋能大湾区和大武
汉的科技成果转化，催生更多新材料新产业，开辟更多新领
域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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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东湖科学会议“圆桌对话”环节。

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潮涌长江迎风起舞

长江日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周洁）
10月19日，2024长江文化艺术季·“遇见长
江·长江文学周”开幕式高朋满座，来自中国

作协、长江流域八省两市一区的作家、学者
会聚白云黄鹤之乡，共同见证这场文学盛会
启幕。

作为“长江文化艺术季”的重磅活动之一，
“遇见长江·长江文学周”由中国作协、湖北省委
宣传部指导，湖北省作协主办。文学周以“文
学长江 击水中流”为主题词，共设置9大项共
13场文学活动，分别在武汉、襄阳、宜昌、荆州、

孝感、黄冈等多地举行。李敬泽、阎晶明、陈彦、
何向阳等著名作家与会，共话长江文学。

开幕式上，6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熊
召政、乔叶、刘醒龙、柳建伟、孙甘露、李洱，
双双展开对谈，碰撞思想火花。从屈原到苏
轼，熊召政、乔叶围绕“传承”关键词对谈。
熊召政说：“长江的每一朵浪花，都不会是重
复的。长江文学的每一篇名章，也不是仿制

的。我们要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来丰富我们
的长江，丰富我们的文学。”乔叶说：“我个人
的文化完整性由黄河和长江共同构成，长江
的文学对我构成了特别重要的补充。”刘醒
龙、柳建伟围绕“行走”关键词对谈，孙甘露、
李洱则围绕“创造”关键词对谈。

“长江文学周”主题片在开幕式上同时
发布。亲近这条文学的长江，跟着屈原、李
白、范仲淹、苏轼、曹雪芹、鲁迅……出三峡、
入荆楚、下洞庭、到赤壁、过江南、汇东海。
来到新中国的长江，看文学发出解放思想的
先锋之问，预言改革开放时代之变。看新时
代的文学长江，迈高原，向高峰、山海，向人
民，怀千年，向今朝。

“遇见长江·长江文学周”开幕

6位“茅奖”作家畅谈“长江文学”

（整理：沈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