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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

故事

长江日报讯（记者明眺生 通讯员孙姝 薛义 汪芳玲）长
江日报记者近日从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获悉，今年初承诺建
设的10处小微湿地已经全部建成。

这10处小微湿地是：江岸区堤角公园小微湿地、汉阳区
龙阳湖康养花园小微湿地、青山区江湾公园小微湿地、洪山区
青菱湖北侧岸线小微湿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麻湖小微
湿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小微湿地、东西湖区慈惠三
角塘小微湿地、黄陂区善水公园小微湿地、蔡甸区前进村九组
塘小微湿地、长江新区谌家矶鱼梦科普公园小微湿地。

小微湿地是指面积 8 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块湿地。近几
年，武汉持续开展小微湿地建设，先后将城乡部分湖泊、水库、
池塘等小块水域改建成小微湿地。

与此同时，市园林和林业局根据生态和服务功能将小微
湿地划分为水质净化型、生物多样性维持型、景观游憩型、调
蓄径流型等4种类型。我市今年新建的10处小微湿地大多凸
显其中一种功能，有的兼具多种功能。

近日，记者探访了几处新建的小微湿地，发现它们虽然类型
不同、大小不一，但各具特色。

面积约6公顷的长江新区谌家矶鱼梦科普公园位于沪汉
蓉高铁和地铁21号线交会处附近。该公园入口处的鱼形景
墙、儿童沙坑旁边的镂空鱼群雕塑墙、立在园内的湿地科普牌
等烘托出浓浓的湿地科普氛围。

该公园小微湿地被定位为景观游憩型小微湿地，由4片
水域组成，水系连通，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湿地区垂柳依
依、芦苇摇曳、栈道蜿蜒，适合市民休闲打卡。

长江新区园林部门工作人员李敬丰介绍，该公园是新建
的谌家矶再生水厂的配套绿化项目，地面部分是公园，地下部
分是污水处理厂。该水厂将污水净化处理后回用的中水滋养
小微湿地，不仅节约水资源，还可降低后期养护成本。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小微湿地由两部分组成，
包括一片净化池、两个人工湖。净化池分为多个长方形小
水池，分别种有芦苇、再力花、水生美人蕉等水生植物。两
个人工湖中种有菖蒲和睡莲，岸边新种的木芙蓉、波斯菊
开得正艳。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园林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处小微

湿地总面积约6.5万平方米，其中净化池面积约6万平方米，
将周边部分生活污水净化后排入旁边的九峰明渠。人工湖通
过补栽观花植物、整治坡岸大大提升了景观效果，成为周边居
民休闲的好去处。正在遛娃的吴女士说：“我每天都要来这处
湿地走一走，这里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水域面积7.9万平方米的黄麻湖
截污清淤后种上各种水生植物，修建污水调蓄池、湖畔栈道等
设施，改建成水质净化型小微湿地，惠及周边居民。

2022年11月，武汉成功举办《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
大会，并荣获“国际湿地城市”称号，成为全球首个人口过千万
的国际湿地城市。近年来，武汉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
复，奋力擦亮“国际湿地城市”名片，先后实施了沉湖、上涉湖、
安山、东湖、涨渡湖等重要湿地生态修复，开展了黄陂祁家湾、
光谷豹澥湖两处青头潜鸭栖息生境恢复。

与此同时，武汉努力推进小微湿地建设，让市民共享家门
口的“湿”意。截至目前，全市小微湿地增至50处。

周边居民休闲新选择

武汉小微湿地增至50处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麻湖小微湿地。 陶进 摄

11月3日上午8时，九峰街道清和里社
区，凉爽秋风中，居民王女士散步时又来到
她喜爱的社区共享花园，这个并不太大的花
园，凝聚着她和小区居民们的邻里情。

这里以前是一个凉亭式小花园，但是
因为没人打理，既无花香，也少有绿植。

“凉亭通风向阳，夏天好乘凉，冬天好晒太
阳，居民提议可打造成为居民休闲活动的
共享花园。”清和里社区书记柳有玉说，为
了改造好这个花园，社区广泛征集小区居
民、志愿者的想法。

“花园可种植常绿、美观的绿植。”“花
园肯定少不了花，建议多种月季等好养的
花卉。”“多肉也可以有，我到时可以赞助
几盆多肉……”大家纷纷为花园的设计出
谋划策，共建美丽和谐家园。5 月 15 日，
在30余名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志愿者的
参与下，花园改造正式启动，一株株月季
花、绣球花、金吊篮、薄荷等花卉绿植相继

栽好，有居民送来了多肉，有居民送来了
花卉……一个赏心悦目、花香四溢的共享
花园呈现在大家面前，笑容绽放在大家的
脸上。

“这次改造活动带来的变化很大，共
享花园的建成不仅有效改善了社区环境，
大家的共同参与也增添了一份睦邻友好、
互帮互助的“邻里情”，增强了社区的向心
力和凝聚力。”柳有玉说，社区计划定期举
办园艺维护工作坊，鼓励居民持续参与到
花园的日常维护中来。

近年来，清和里社区以九峰街道党建引
领“睦邻·九峰”社区精细化治理为指引，以

“改善群众身边、房前屋后人居环境的实事
小事”为切入点，探索涵盖微网格、微组织、
微服务的“三微共治”工作机制，推动社区治
理精细化，共同缔造宜居宜业美好环境。

在街道驻点领导和社区党委的推动
下，清和里培育形成一支由11名社区工作

人员组成的网格管家队伍，每人对应管理
1 个楼栋，并招募遴选 12 名楼栋长，组建

“清和管家”楼长志愿队，形成具有清和里
特色的“双管家”服务模式。

与此同时，该社区还培育成立“清和
印象”摄影志愿队、“清和帮帮团”邻里互
助志愿队、“清亲环保”环境治理志愿队、

“清和宝妈”亲子教育志愿队等共10余支
志愿队，从一个个小切口培育建优一个个
微组织，增强社区共建共治的凝聚力、向
心力以及服务力。

近几年来，九峰街道坚持党建引领，
建好“五类组织”，凝聚“共治力量”，充分
调动下沉党员、自管党员参与社区治理，
进一步巩固62支党员服务队力量，培育孵
化147个社区社会组织，推动共同缔造组
织体系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构建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区治理体系。

位于光谷中心城的仁尚里社区是一个新型商业社区，社区人
口具有来源广、流动大、年轻化、增长快等特点。社区现有常住人
口4157户11092人，其中0—12岁儿童约有1400人，占比约13%。

“社区以‘光谷新移民’家庭为主，在养育、教育、生活、文化
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日益增加。”仁尚里社区书记王聪介绍，为更
好地服务居民群众需求，仁尚里社区以创建儿童友好型社区
为着力点，积极探索共同缔造新举措，以儿童带动家庭、家庭
撬动社区为链条，引导居民参与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
享，并遴选引入一批优秀社区合伙人参与服务居民，共同缔造幸
福生活圈。

“自从社区合伙人开设舞蹈班以来，我们上舞蹈课比以前
方便、轻松多了。”10 岁的江钰萌和妈妈切实感受到仁尚里社
区共同缔造带来的变化。江钰萌妈妈说，以前女儿每周六
在光谷广场附近一家机构学习舞蹈，每次 10 点半出门，午
餐在外面吃，1 点多进培训班，4 点下课，返回家时已是下午
五六点钟。“现在再不用那么费时费力了，在家门口学习非常
方便，孩子自己去上课，下课了自己回来，她轻松我也轻松。”江
钰萌妈妈说。

王聪介绍，社区舞蹈班教室就设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楼上，由
专业机构橙心舞蹈以低价有偿方式授课。舞蹈班开课以来居民认
可度很高，共开设了5个班，有80多名学生。看着孩子们学得开
心，江钰萌妈妈和一些宝妈很羡慕，于是向社区提议开设成年人舞
蹈课。这一想法得到社区居委会和橙心舞蹈的快速响应，今年，社
区两个成年人舞蹈班也开了起来。

“我们运用共同缔造理念，持续引入服务资源，为居民营造
轻松、便捷的生活场景，打造舒适的社区生活空间。”王聪介绍，
为盘活社区 2000 余平方米的公共空间，更好地服务居民，社区
遴选引入 7 家社区合伙人，以低价有偿的方式，提供托育、舞
蹈、青少年体适能、书法、美术等 8 类服务项目，项目运营收入
的 10%捐赠到社区公益基金，且每年为社区提供一定数量的
免费公益课。今年以来，仁尚里社区还联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开展“五育课堂”、“益实践”课堂，由大学生志愿者、社区能人贤
士等参与授课。

“以前是社区组织活动，邀请居民参与，现在是居民提需求，社
区引导居民从一开始就共同参与策划、筹办与实施，从‘居民看’变
成‘居民一起干’。”王聪说。

社区服务是人民群众家门口的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心。九
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兰添介绍，近年来，九峰街
道以“改善群众身边、房前屋后人居环境的实事小事”为目标，
推动各社区不断创新共同缔造载体，引导更多居民群众加入到
社区治理队伍；织密共建共治共享“一张网”，广泛链接整合党
建共建单位等外部资源，“社区合伙人”“家校社”密切联动，等
治理联盟日渐成熟，打造共同缔造“九峰样板”，让建设成果最
大限度惠及居民，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织密共建共治共享“一张网”，全面凝聚党员群众力量，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九峰街道：创新共同缔造载体，共绘惠民幸福生活
11月5日晚8时，东湖高新区九

峰街道明畅里社区，居民李先生开车

回到小区，直奔社区立体停车场，很

快便找到停车位。而在一年之前，小

区停车难成为困扰居民的大难题，晚

回家的居民经常在小区转一整圈都

找不到停车位。

让居民欣喜的是，社区运用共同

缔造“金钥匙”，凝聚居民、社区党委

兼职委员单位、共建单位力量，成功

解决了这一难题。作为九峰街道共

同缔造第一批试点社区，近年来明畅

里社区通过共同缔造行动，还为居民

建设了电动车智能停车棚、共享花

园，联合周边医院持续开展居民健康

课堂、健康咨询及社区义诊活动，有

力地改善了社区环境，提升了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基层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近年来，在东湖高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九

峰街道党工委深入贯彻落实“以共同

缔造为载体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部署要求，不断强

化责任担当，扎实推进试点工作，持

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

九峰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

任简建勇介绍，自开展共同缔造工作

以来，九峰街道以完善组织体系为抓

手，推动共同缔造从“有形覆盖”到

“有效覆盖”，全面凝聚共治力量；以

“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

果共评、成果共享”为路径，坚持以

“小切口”撬动“大变化”，以“小链条”

带动“大参与”，以“小阵地”激发“大

能量”，着力在缔造宜居宜业美好环

境、精细化服务、惠民利民幸福生活

等方面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小切口”撬动大变化“三微共治”缔造社区美好环境

“小阵地”激发大能量 发动党员群众共建共享精细化服务

党群服务中心是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
重要枢纽，对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至关重要。11月2日下午，明畅里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一场社区空间运营金点子茶话
会在这里举行，当晚，一节青少年书法班文
明宣导主题的书法课在这里授课……

明畅里社区是九峰街道还建社区之
一，拥有居民 2400 余户 7300 余人。2022
年，明畅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入选“光谷·
城事设计节”亲民化改造项目，为了将党
群服务中心打造成为居民群众“愿意进
来、留得下来、还想再来”的温馨家园，社

区在引进专业规划设计与社区营造团队
的同时，把改造的过程变为社区共建共治
共享的载体，不断优化阵地建设，在党群
服务中心“小阵地”书写为民服务“大文
章”。社区邀请居民通过参与式设计亲自
担当“设计师”，通过社区开放日、共创工
作坊、居民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发动居
民提建议、出点子、共参与。

“有颜值、有温度、有活力。”去年9月，
明畅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改造完工投
用。这座焕然一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集办
公、服务与休闲等功能于一体，面积约

2600平方米，设有共享厨房、畅阅书屋、科
技馆、声乐舞蹈室、空中花园……精细化
服务功能齐全，成为光谷还建社区“最美
党群服务中心”标杆。

九峰街道党建办主任梁杰介绍，九峰
街道坚持以服务党员群众需求为导向，运
用“共同缔造”理念，坚持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让群众成为主体，同时探
索“工委领航、专委聚力”的区域化基层治
理模式，做优融合党建，发动党员群众共
同参与党群服务中心这一阵地建设、管理
的全过程。

“小链条”带动“大参与”
社区合伙人共绘惠民利民幸福生活

撰文/陈卫东 梁杰 黄路遥

清和里社区亲子研学活动。 明畅里党群服务中心内的科普阅读活动。 仁尚里社区舞蹈班深受居民喜爱。

长江日报讯（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温莹莹）11月4日下午，
武汉楚剧院举行楚剧《汉口茶港》建组会，主创集体亮相。该
剧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余维刚领衔主演，将于12月4日
至6日在武汉剧院首演。

《汉口茶港》是楚剧“茶文化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该剧通
过艺术手段重现“东方茶港”汉口的风云历史，让当代观众感
受辉煌的茶叶贸易时代，领略武汉在码头文化和茶商文化中
的卓越创造力。该剧汇集了国内顶尖艺术家团队，特邀中国
音乐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著名导演陈蔚担任总导演。陈蔚
是武汉人，是当今中国原创歌剧的领军人物之一，其作品曾多
次获得国家级大奖。此前，她与武汉楚剧院合作推出了楚剧

《三月茶香》《万里茶道》。
陈蔚表示，《汉口茶港》以茶道写人道、商道、情道，凸显汉口

茶人讲品牌、守信誉、重真情的思想境界和“敢为人先、追求卓
越”的武汉精神。“这是一部演给当代观众看的戏剧，又是一部表
演难度极高、唱念做舞并重的戏剧。”通过该剧展现长江文化的
精神内涵，为武汉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江文化中心城市贡

献地方戏曲力量，传递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汉口茶港》由国家一级编剧王海涛、《歌剧》杂志执行主

编游暐之（执笔）担任编剧，国家一级作曲汪贤林、刘凯担任作
曲，国家一级导演王化武担任执行导演，国家一级导演王文华
与国家一级演员、文华奖和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夏青玲担
任声腔指导，国家一级作曲万江峰担任配器，国家一级舞美设
计师王辛刚、独立舞台美术设计师陆鹏担任舞美设计，国家一
级灯光设计孟彬、优秀青年灯光设计师周策担任灯光设计，国
家一级舞美设计师蓝玲、张颖担任服装设计，国家二级舞美设
计师马晖担任道具设计，国家二级舞台技术曹尚波担任音响

设计，国家二级演员高艳平、熊力担任副导演，中国歌剧舞剧
院舞台技术总监田民杰担任舞台技术总监，为这部楚剧营造
出独特的视听盛宴。

《汉口茶港》由余维刚与武汉楚剧院杨琳、张锐、蔡薇、陈
晓檬、冯明等一批优秀中青年演员共同演绎，以充满青春活力
的演员阵容打造一部具有时代精神、当代审美、地域特色的精
品佳作。余维刚表示，剧中既会呈现楚剧最传统的唱腔和曲
牌，也会融入新时代的审美，让观众感受到楚剧的魅力。

据悉，《汉口茶港》将于12月4日至6日亮相武汉市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精品剧目展演闭幕式。

楚剧“茶文化三部曲”收官之作

《汉口茶港》演绎茶叶贸易历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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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藏着一个巨大的
“温度计”，你知道在哪里

吗？就在江岸区良友红坊。
良友红坊由老厂房改造而来，

位于江岸区汉黄路32号，是一个集
文化艺术、创意设计、科技创新和公
共服务于一体的文化艺术社区。大
家可以免费进入这个园区游览。

不久前的一天，我和朋友在良友
红坊漫步时，无意间抬头看到一个特
别的建筑——一个高大的烟囱。我
用手遮挡阳光，仔细一瞧，这不就是
一个放大版“温度计”吗？朋友笑着
点了点头。我们再仔细观察，发现烟
囱上原有的爬梯就像温度计的刻度
线，顶部和底部还有数字显示。

我们现场查阅资料得知，这一
巧妙的设计是在保留历史建筑的基
础上，以公共艺术的手法和城市更
新的理念，通过改造让烟囱成为一
个巨型“温度计”。当前温度是多
少，它就会显示多少，每个小时变化
一次。有朋友评价：“改造得很有创
意，‘温度计’与历史建筑融为一
体。”我站在烟囱下感受着，风吹了
过来，过去的声音仿佛在耳边回响。

除了这个“温度计”外，园区艺术气息浓厚。包括红砖
墙、斜坡道在内，每一处都保留着历史的痕迹。这里还有
各种各样的艺术雕像、丰富多彩的涂鸦，让我们目不暇接。

在园区内，我们还游览了ADC艺术设计中心、花草
亭广场和艺术展览区。ADC艺术设计中心举办了各种
艺术、设计类展览活动，每一件作品都透露出创作者的心
血和热情，值得一看。园区内各种有趣的墙也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有的墙上画满色彩斑斓的涂鸦，有的墙上展示
着一幅幅充满艺术感的画作。漫步其中，我感觉每一面
墙都在“诉说”不同的故事。它们是艺术家对这座城市的
热爱表达，成为城市中亮丽的风景线。

在江岸区，像良友红坊这样的“老房子”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去多牛世界时尚创意产业园、大智无界·空中小
镇、巴公房子、咸安坊等地体验一下。

——网友@宋亚坤（江岸区融媒体中心供稿）
（整理：戴容）

能显示温度的大烟囱。
叶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