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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评 给这位短发姑娘点赞。有的时候，我也
会担心家里长辈外出散步、乘车的安全问

题，他们遇到情况也羞于开口。这个时候，要是遇到郑
新凤这样的工作人员，我会觉得十分暖心。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小虎茶 点评《暖心背
影，不仅有父亲的一跃，还有短发姑娘的一挽》

（整理：沈欣）

我刚来武汉上大学一个多
月，对这个城市充满好奇。一到
周末，我就会在网上搜索武汉著
名景点，然后一一打卡。前段时
间，我和室友约着去黄鹤楼看看，
顺便在热门的红墙旁拍照留念。

那天，我们乘地铁 5 号线来
到司门口黄鹤楼站，刚准备出站
就被一个超大的宣传展板吸引，
上面写着“5 号线陪您一段愉快
旅程”。展板上醒目的字句和好
看的设计让我产生了好奇。我走
近一看，展板上标注了地铁 5 号
线沿途许多好玩的地方，有公园、
江滩，还有粮道街、大成路、昙华
林，甚至还贴心地标注了具体点
位和路线，比如“粮道街：司门口
黄鹤楼站C口约100米”“青山江
滩：和平公园站 D 口约 1600 米”

“四美塘公园：徐家棚站 S 口约
700 米”。这些都是我早就想打
卡的地方，它们竟然可以通过一
条地铁线路轻松到达。

我当即用手机拍下了这个
展板。当天参观完黄鹤楼，我们
就按照展板上的指引就近去粮
道街吃美食，吃到了网上很火的
油饼包烧卖和铁板鱿鱼，真的很
好吃。

随后，我坐地铁来到昙华
林。这里的文艺气息浓厚，颇有
创意的涂鸦墙映入眼帘，别具特
色的小店错落有致，每一家都藏
着惊喜。我在其中悠然穿梭，边
逛边拍，非常满足。

一天下来，我们竟然意外逛
了武汉这么多景点，这份体验实
在难忘。我看了看手机里的“5
号线旅游攻略”，发现还有不少想
去打卡的景点。我所在的学校就
在地铁 5 号线附近，去这些景点
很方便，我已经和室友开始计划
下个周末去哪儿玩了。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
荼白

美文 早晨的云彩
早晨的云彩仿佛施展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绝

技：时而绚烂彩霞满天，将天空染得斑斓亮丽；时而
“犹抱琵琶半遮面”，透露出一丝神秘之感；不一会
儿，又像以金丝般的线条点缀其间，美不胜收……同
一片天空中，变幻莫测的景象让人产生无尽的想象，引
人久久回味。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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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5号线司门口黄鹤楼站内的展板。
网友@荼白 摄

■长江日报记者张琳

10月26日下午，2024武汉马运会暨第二
十届中国·武汉国际赛马节开幕式在东方马
城国际赛马场举行。开幕式上，组委会向任
宁宁颁发“马主特别贡献奖”。21年来，他与
武汉赛马节风雨相伴，参加了全部20届武汉
赛马节。

任宁宁是北京京华兴马业董事长。从
2003年武汉举办首届赛马节开始，他每届都
会带着自己的爱驹参赛。手捧“马主特别贡
献奖”奖杯，他颇为自豪地说：“武汉赛马节，
我一届都没有落下。今年是第20届庆典，我
更不能缺席。这次，我带来8匹马，其中2匹
还不错。在10月27日的全国锦标赛上，我们
争取能够站上领奖台。”

任宁宁回忆说，2003 年，他接到东方马
城赛马场的邀请，代表北京队参加了首届武
汉赛马节。当时，东方马城还在施工中。“我

记得当年除了赛道外，东方马城只有一栋小
楼，其他地方还在建设中。当年的马匹很少
有混血马，现在基本都是混血马，而且以国产
混血马为主。这些年，武汉变化实在太大了，
中国赛马产业也是今非昔比了。”说起这些年
的变化，任宁宁如数家珍。

从1996 年开始，任宁宁先后在北京、广
州、南京、武汉等地参加赛马比赛，并运营着
自己的马场。这些年，他的马场随着中国马
产业的发展而壮大起来。他说，20多年来，
他与武汉结下不解之缘，算得上武汉速度赛
马赛事的见证者之一。

任宁宁说：“武汉赛马节多在10月份举
办。在我的眼中，每年秋天是武汉最美的季
节。赛马是武汉独一无二的城市名片。每逢
武汉赛马节，四面八方的朋友汇聚江城，真正
是‘一马动长江’。我每年都会邀请海内外新
朋旧友来武汉看赛马、品美食、赏美景，结识
新朋友，推荐新马主，展示新的实力‘战驹’，

畅谈赛马趣事，以马会友。这是我一年当中
最开心的时光。每次在武汉，当自己马场培
养的骑师、繁育的骏马拿到冠军时，我的满足
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任宁宁认为，武汉速度赛马赛事一直是
中国赛马界的标杆，从配置的团队组成到赛
事的规模，从齐备的观赛、比赛设施到后来
建起的柏泉驯养马基地，从300间寄宿马房
到大容量训练空间。武汉东方马城与武汉商
学院校企合作，不断给中国马产业输入专业
专职人才。赛事举办期间，观赛的市民和游
客高度参与互动也让全国赛马人非常有感
触。“武汉现在举办的比赛大多是‘中字头’的
国家级赛事，也就是国内顶尖赛事。所以说，
武汉速度赛马赛事在国内确实是最棒的。我
和坚守到第二十届的武汉赛马节一样，初心
不改。”

八方马友聚 一马动江城

21年武汉赛马节北京马主一届不落

左图：任宁宁获“马主特别贡献奖”。
长江日报记者高勇 摄

长江日报讯 10月26日，由武汉城建集团
打造的华中最大室内滑雪场——甘露山国际
滑雪场举办首场公众试滑活动。来自全国各
地的滑雪爱好者和资深雪友齐聚武汉市黄陂
区，共同体验了这个华中“超级大冰箱”带来的
冰雪乐趣。当日，央广网、中新网等中央媒体
纷纷聚焦。据悉，甘露山国际滑雪场将于 11

月8日正式营业，向广大游客开放。
甘露山国际滑雪场雪场面积约6万平

方米，室内温度为-6℃，为滑雪爱好者配备
了6条不同等级的滑雪道，包括初级道1条、
中级道 4 条、高级道 1 条，最长雪道约 400
米，雪道总长度约1000米，最大落差73米，
最大坡度18°，可同时接待2500人游玩，日
最大接待游客量6000人。

雪场内设有华中首条室内4 人脱挂式
索道，以及 1 条双人魔毯、5 条单人魔毯，
便于游客为滑雪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室

内滑雪场还拥有约 4600 平方米娱雪区，有
雪地闯关、冰雪科普廊、雪圈道、雪上机
甲、雪上靶场等 16 项冰雪游乐项目供游客
打卡。

今年国庆节，武汉甘露山文创城举行开
城仪式，华中地区首个超大规模“冰雪+”文
旅综合体地标正式诞生。此次试滑活动中，
初级和中级滑雪道率先开放。在专业教练
带领下，滑雪新手稳步踏上初级道，体验冰
雪运动的乐趣。资深雪友则在中级道花式
炫技，或疾驰而下，或优雅回旋，引来阵阵赞

叹声。
位于黄陂区的武汉甘露山文创城由武汉

城建集团打造，总投资约 700 亿元，占地约
560万平方米，是中部地区投资最多、体量最
大、业态最全的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以冰
雪综合体为核心，打造华中超大室内滑雪场、
冰雪商业 MALL、游乐嘉年华、宋式水镇商
街、民宿酒店集群等多元业态，构建一站式度
假目的地。

甘露山国际滑雪场相关负责人介绍，雪
场将于11月8日全面开放，不仅提供日常滑
雪娱乐项目，还配备专业教练团队，开设青少
年滑雪训练课程及私教课程，满足不同水平
滑雪者的需求。随着甘露山国际滑雪场的正
式运营，武汉甘露山文创城将带来“冰雪+”欢
乐主题玩法，进一步助力黄陂区打造全业态、
多层次文旅产业。

（范雅琴 黄宣）

央媒再度聚焦武汉

甘露山滑雪场下月全面开放
央媒看

长江日报讯（记者万建辉）10月26日是在
武昌四美塘文化公园举行的长江文化艺术季

“锦绣长江”非遗展示活动的第二天，也是活动
在周末对市民开放的首日，大批市民预约扫码
走进现场，体验来自长江流域八省两直辖市一
自治区的非遗文化。

10月26日下午，长江日报记者在会场外已
感受到超旺的人气，市民带着孩子在铁路遗迹
附近拍照，主干道人头攒动。主会场外的非遗
美食市集集中了蔡林记热干面、四季美汤包、老
通城豆皮等武汉美食，市民不仅观摩制作过程，
还可现场品尝，一饱口福。

主会场内，人气最旺的是非遗小剧场。当
日下午正在上演黄梅戏，观众将小剧场围了个
里三层外三层。小朋友们如同过年赶集，纷纷
骑在父母肩头，好探出头看到舞台。

在主会场入口处，来自洪山区的母女正在
看蜀锦展示。小女孩扶住蜀锦织机，用手触摸
机器上的丝线，尝试使用梭子，试图操控织机，

让它运转起来。一旁的传统手工拼布展位也被
打围，观众纷纷询问拼布工艺有何特点。

在苗绣展位前，来自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美
术专业的一杨姓学生向传承人请教了好一会
儿。小杨说：“长江流域文化底蕴深厚。以刺绣
为例，眼前的苗绣和对面的湘绣在色彩、纹饰、
制作技法方面各有特色。长江流域的非遗文化
很神奇，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不少特色非遗让小朋友着迷。在天门纸花
制作技艺展位前，一大群小朋友和他们的父母
围在纸花周围。纸花在传承人手中不停地变换
花样，如同玩魔术。小朋友们瞪大了眼睛，追问
纸花怎么玩。在芜湖铁画锻制技艺展位，一个
小女孩干脆坐到传承人的位置，在传承人手把
手指导下，挥起铁锤将白铁打平。随后，传承人
用工具将白铁掰弯，弯成一个个花瓣。不一会
儿，一朵白铁梅花就成形了。

长江流域茶类非遗有数十个展位，杭州龙
井、安徽祁红、利川红茶、宜昌长盛川青砖茶……
不少市民拿着小茶杯挨个展位品尝。中国名茶
基本出自长江流域，大家觉得现场品鉴名茶机
会难得。

市民开放首日人气爆棚

小朋友非遗展示现场挥锤打铁花

右图：小朋友挥锤体验打铁花。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嘉 通讯员滕红玲）10
月24日课间，武汉市文明校园、蔡甸区实验高
级中学的学生们围在班级智慧黑板前，浏览着
学校微信公众号刚推出的《韶华》校刊。校刊上
刊登诗歌和散文、绘画、摄影、书法等师生原创
文学艺术作品，每一期都获得了学生、教师和家
长的点赞。投稿的学生大都是学校文学社、美
术社、摄影社、书法社等社团的成员。

近年来，蔡甸区实验高中充分利用特色优
势开设了田径社、羽毛球社、播音与主持社、器
乐社、志愿服务社、劳动社、武术社等 20 个学
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经典诗文

朗诵比赛、征文演讲比赛、书法绘画大赛、
趣味运动比赛、师生足球比赛……社团开
展的日常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学生课余生
活，提升了学生综合素质，让校园文明底色
更加深厚。

“我每天一下课就到操场打羽毛球，不
仅提高了身体素质，还增进了同学之间的
友谊，上课学习更有干劲了。”羽毛球社成
员王宇庆说。高二（17）班学生、广播社成
员林思雨说：“我们社团成员利用课余时
间，挑选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稿件内容，在
校园晚餐时间用动听的声音讲好文明故事，

带动大家养成了良好习惯，让校园生活更加
和谐、文明。”

依托社团，蔡甸区实验高中举办了一年
一度的“逐梦艺术”“赛道争先”“唱响未来”
等大型艺体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自
我、分享交流的舞台。在每年举行的五四青
年节文艺演出、班歌比赛、课本剧大赛、阳光
活动晚会、校园文化艺术节中，各社团成员
都自编、自导、自演，创新推出众多精彩的节
目。“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我们在活动中不
仅锻炼了创新能力、陶冶了高尚情操，还收
获了成功感和幸福感。”高二（1）班学生刘天

赐说。
社团活动不仅在校内开展，还延伸到了

校外。蔡甸区实验高中美术社成员今年3月
赴江西婺源写生，4月在蔡甸区新华书店举办
了为期半个月的画展。高三（20）班学生、美
术社成员周天瑜说：“当时，看到自己的画作
被展出，我十分激动。对我来说，写生既是心
灵的历练，又是情感的升华，更是文明素质和
专业素养的提升。”区新华书店经理许美英感
慨地说：“这样的学生画展不仅提升了我们书
店的文化氛围，还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欣赏优
秀艺术作品的好去处。”

蔡甸区实验高中党总支书记山中桥表
示，作为蔡甸区唯一一所“武汉市艺体特色学
校”，该校一直尊重学生兴趣，重视在活动中
培养学生的特长和文明素养，助推学生多元
发展。“我们根据学生的兴趣选择，走艺体之
路，让每一名学生在校园里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

文明校园艺体活动丰富多彩

开设20个社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