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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阅读文献的人有福了，
这里可以免费阅读和下载它们。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触：一
旦走出校园踏入社会，才深刻体会到知识
的宝贵和无价。

进入职场两年的我，由于工作性质，有
时需要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没毕业时，我
可以轻松利用校园网随意浏览和下载所需
内容。然而，离开校园后，我恍然感到那段
无忧无虑的“学术时光”是多么令人怀念。
毕业后，常常刚看了一篇论文的开头，屏幕
上就会“无情”地提示我：“试读已结束，购
买后阅读全文。”为此，我付过费、充过值，
甚至还找过在校的师弟、师妹帮忙下载。

现在，我发现了一个免费渠道——湖
北省图书馆官网。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万
能的互联网呢。前段时间，我偶然看到一
位网友分享她通过湖北省图书馆官网免费
使用文献资料的帖子。我内心大喜，当天
就按照她的方法尝试，果然十分便利。

这个方法十分简单：打开湖北省图书
馆官网，找到右上角“登录我的图书馆”按
钮，按照提示登录后，点击网页右边“热门
资源”中的网站图标，即可轻松进入对应的
学术资源网站。

在相应网站上，我可以很方便地在线
阅读或下载PDF。我仿佛置身于知识的汪
洋大海之中，赶紧在“万方数据”网站上把
自己之前看中的文章下载下来。随后，我
开心地给师妹发消息：“谢谢师妹，我已经
找到办法下载文章了，开心！”

我还发现湖北省图书馆官网蕴藏着其他
“宝藏”。培训课程、影音艺术、方志等都可以
免费观看，甚至我喜爱的《生活大爆炸》和《新
闻编辑室》都能在上面找到资源，爱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快去网站上享受知
识带来的快乐吧。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青椒炒蛋
不放青椒

延伸阅读

访问“热门资源”中的网站前，需要
先登录。若没有在湖北省图书馆官网注
册过或没有使用支付宝平台办理过电子
读者证，请先按照网站中的“登录须知”
办理手续。

哈哈，机智的我已经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把
最厚的冬被取出来晾晒了，还抽空出门溜达一

圈给自己来了一次“光合作用”。大家都要注意适当增添
衣服预防感冒哦。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1977 点评《0℃！大风
降温即将飞奔到武汉》

初冬的阳光温柔地洒在硚口区汉江湾体育公园足球
场上，让人感到温暖和惬意。一群年轻人身着鲜艳的运
动服，在这块绿茵场上奋力拼搏。他们的身影在冬日的
暖阳下拉长，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地面长长的影子随
着他们的动作而摇曳生姿，仿佛也在为他们的拼搏和努
力加油助威，让人感受到了运动的魅力和力量。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心比海宽

“影”跃绿茵场

没怎么喝过咖啡的老王

稻田边开了家很火的咖啡馆

六柱五门历史建筑简介错称“四柱三门”
最新进展：两部门已启动整改

汉阳区阳新路旁的共勉街牌坊明显为六柱五门。 长江日报记者余睿 摄

初冬享暖阳
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在汉口江滩享受暖阳。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189***206 摄

“乡巴克”咖啡馆创始人王曲径在店里帮忙。 长江日报记者郝天娇 摄

（整理：沈欣 戴容）

长江日报讯 12月1日，吸引约600万人
次观赏拍照的武汉市第41届金秋菊展落下
帷幕。

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届金秋菊展的 18 个展区大部分已在 12 月
1 日夜间撤展，并选取其中生长状态良好
的花卉绿植送往社区绿色驿站，总计将送
出 5 万余盆，为市民“家门口”的美好生活
添彩。而中山公园、武昌区首义广场、江
汉区武汉关等 3 个展区仍将展出至菊花花
期自然结束，喜爱菊花的市民可前往继续
观赏。

11月1日，武汉市第41届金秋菊展正式
开展，1000余个菊花品种竞相绽放。

本届金秋菊展延续世界花园大会“花与
画”融合布展的特点，营造出“花中赏画、画
里看花”的文艺氛围。沙湖公园主展区首次
尝试花艺车展，与国内知名新能源汽车品牌
合作，将车展与菊展有机融合。中山公园主
展区首次尝试水面布展，让“花与水”融合，
利用雾森制造“雾里看花”浪漫景观，并积极
布局临湖商业点，让游湖、赏菊、品茗等雅致
玩法出圈。江岸区汉口江滩展区的29组参
展作品“打擂台”，合力绘出繁华都市里的

“花花世界”，与长江二桥下的芦花荻絮交相
辉映。

一个月来，打卡金秋菊展成为市民和游
客的秋游主题，他们纷纷点赞“特别新潮”“格
外好拍”……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社交媒体则
持续刷屏。颜值高、互动强是引爆“晒菊展”
热潮的关键。无论特色还是口碑，本届金秋
菊展在今年的全国赏菊盛宴中都展示了武汉
的独特风采。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金秋菊展
比前几届更绿色、节约，包括减少各类搭建、
循环利用部分装置等。

“菊花+经济+旅游+文化”、群策群力、

共同缔造等也是本届金秋菊展的主要亮
点。据统计，全市累计有130余家单位合力
布展，除了公园绿地，18个展区中不乏设置
在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地带的。市民和游
客赏菊的同时，还能漫步、露营、品茶、看车、
逛街、赶集。

武汉市金秋菊展自 1956 年从中山公园
发端，已走过近70年辉煌历程。今年还特别
推出武汉金秋菊展纪念章，融入首届金秋菊
展的“白菊”设计元素，以此增加赏菊的仪式
感，致敬历史、传承美好。

（黄亚婷 舒筱 赵慧娟 孙姝）

武汉金秋菊展落下帷幕

5万盆菊花送到社区绿色驿站

城里人在“乡巴克”咖啡馆里排队买咖啡。 黄陂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长江日报记者余睿 许魏巍

“明明有6根柱子5个门，简介上写的却
是4根柱子3个门。太不严谨了，建议尽快修
改。”近日，市民王先生和朋友到汉阳区阳新
路旁的共勉街牌坊参观时，发现这处有着几
百年历史的优秀历史文化建筑简介和实物明
显不符。

王先生通过武汉城市留言板提出“尽快
修改”的建议，谁知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竟回
复：等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结束后整改，
时间预计在2026年。

近日，长江日报《拍“板”》栏目记者介入，
督促相关部门立行立改。

市民疑惑：
六柱五门还是四柱三门？

王先生是一名退休职工。对历史文化感
兴趣的他退休后自发加入黄鹤楼讲解团，做
志愿者。

王先生介绍，11月15日，他和讲解团其
他志愿者来到汉阳参观学习历史文物，谁知
在共勉街牌坊前犯了难。

“牌坊旁边立着武汉市人民政府1993年
公布的优秀历史建筑简介牌和汉阳区文化和
旅游局及建桥街道办事处立的文物保护安全
提示牌，上面均称其为四柱三门式单排石牌
坊。”王先生说。

然而，王先生眼前的石牌坊很明显是
六柱五门。“如果原牌坊残留了四柱三门，
后修复为六柱五门，也应该说明清楚。”王
先生认为，相关部门在制作优秀历史建筑
简介牌时必须做到文字描述清晰准确，要
尊重历史文化。

相关部门回应：
预计2026年整改

11月23日，长江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高高的牌坊矗立在居民区旁的空地上，右边
立着一块文物保护安全提示牌和一块文物安
全责任公示牌。公示牌上有一个二维码，扫
码后可从手机上查看文物简介。

文物简介上写着：“该牌坊通体采用青
石材料，单排立柱加额枋，四柱三门，仿木结
构……”记者又数了数，眼前的牌坊确为六
柱五门。

记者随机询问几位市民：“这个牌坊是几
柱几门？”他们回答“六柱五门”后，看到标示
牌简介均吃了一惊。“这么低级的错误不应该
出现。这一看就是六柱五门，怎么会写成‘四
柱三门’呢？”家住附近的居民杜女士说。

王先生表示，他在武汉城市留言板上留

言反映上述问题后，汉阳区文化和旅游局相
关工作人员回复他，目前，该局正在开展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市民反映的问题会尽
快上报处理，预计将在2026年普查工作结束
后进行整改。

对于这一回复，王先生不认可：“这么明
显的错误，为什么要等两年再整改？不知道
还会有多少人前来参观，不能让错误内容继
续传播。”

历史还原：
牌坊确为六柱五门

记者从汉阳区文化和旅游局获悉，该局
已向专家及市档案馆求证，证实该处建筑确
是六柱五门，应建于明朝中期。

据了解，共勉街是明清时期的县学堂所
在地，牌坊附近是考场，亦称贡院。

据湖北省图书馆1962年按照《武汉城镇

合图》（1890 年绘）所描绘的图纸标记，共勉
街牌坊东临郎官湖，西望关帝庙，北与仙鹤桥
成行，南抵南纪门。

该牌坊残存五柱四门（1938年侵华日军
侵占武汉时拆毁一门），高6米、宽11.5米。

1995年，汉阳建筑开发总公司在黄祥巷
小区开发建设过程中向北略微移动牌坊旧
址，并补齐缺损的一档。现牌坊为六柱五门，
宽度为14.3米。1993年7月28日，武汉市人
民政府公布其为优秀历史建筑。

最新进展：
两部门承诺尽快整改到位

如此明显的错误能否尽快整改？汉阳区
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处一
共立了3块牌子，除文化和旅游部门立的文
物保护安全提示牌和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
外，还有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立的优秀历史
建筑简介牌。

这位负责人称，接到市民反映后，他们已
发函告知区住更部门，但尚未收到答复。记
者追问何时整改到位，这位负责人承诺一周
内将会整改到位。

为何简介会出错？这位负责人表示，文
物保护安全提示牌和优秀历史建筑简介牌均
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这 30 年左右时间
里，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换了好几拨。
由于时间久远，无从考证。

“目前，我们已经将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
上的二维码内容更正了，预计下周会将文物
保护安全提示牌进行拆除。”这位负责人称，
未来，此处仅会保留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供
市民查看。

当日，记者辗转联系上汉阳区住房和城
市更新局了解情况。该局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接到区文化和旅游局函件后，该局正在向
上级部门报备情况。若确认简介有误，该局
会安排人员尽快更正。

（上接第一版）
他坦诚地告诉记者：“‘乡巴克’这个店名

就是我和创业团队成员坐在‘星巴克’里起的。”
“我们发现，城市的年轻人喜欢‘星巴克’，

有人在那里办公，有人在那里谈生意，有人在
那里休息、发呆。”王曲径说，“我们想做的，就是
把像星巴克一样的生活方式带到乡村，让更多
的人来到沿河村消费、休息、游玩、生活。”

12月1日，王曲径和创业团队作了新的
尝试——使用无人机把“乡巴克”咖啡馆的3
杯咖啡配送到河对岸的沿河星空河畔营地，
供游客品尝。他们打算以后给附近的村子和
景区配送咖啡。

“咖啡是年轻人停下脚步的‘媒介’”

作为黄陂本地人，王曲径曾在武汉中心

城区经营过国际马术俱乐部，还从事过会展
行业，创业经验丰富。

“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只想为家乡的建
设出点力。”王曲径说，他抱着这样的想法，把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拢到一起，谋划乡村
振兴项目。

7位初创者来自五湖四海，王曲径是“带
头大哥”。考察乡村振兴项目时，团队一行人
去过东南沿海和南方。沿途考察了20多个
村庄后，他们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停下脚
步。他们了解到，300 多家类型多样的咖啡
馆遍布安吉县的绿水青山间，密度超过了不
少大城市。他们看到，不少年轻的“数字游
民”坐在咖啡馆里敲着电脑。

“其实，我之前也没怎么喝过咖啡。”
王曲径笑着说，“年轻人的这种新型生活
方 式 让 我 把 咖 啡 当 作 了 自 己 的 创 业 方

向。我意识到，咖啡是年轻人停下脚步的
‘媒介’。”

今年初，王曲径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开启
一段新的创业之旅。他说，经过深思熟虑
后，他和创业团队成员最终选择在沿河村开
咖啡馆。“这里不仅紧临高速公路出入口，还
被云雾山、木兰山、清凉寨、木兰不夜城等景
区环绕。”

经过大约半年时间，“乡巴克”咖啡馆装
修完毕，房前屋后的15亩稻田变得一片金黄。

今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乡巴克”咖啡
馆开始试营业。“我们想过生意会不错，但还
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王曲径说，不少游客
把车开下高速公路后被稻田吸引，于是来到
咖啡馆拍照，再把照片传到社交媒体上，为
咖啡馆带来了第一批“流量”。“试营业已经
快两个月了，我们平均每天能卖出200多杯

咖啡。”
如今，“乡巴克”咖啡馆后面的3栋平房

正在装修，即将变成民宿。
王曲径比以前更忙了。他说：“回到乡

村并不意味着躺平。我们想把乡村振兴的
理念‘播撒’出去，邀请更多有识之士来这里
创业。”

展望未来，王曲径希望与沿河村联手把
这里打造成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开创一种
全新的生活方式。

沿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光华
介绍，沿河村初步与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达成合作协议，已有20余家相关企业有入驻
意向。“我们村有8个组团，每个组团有一个
主题，构建数智企业乡村总部、乡村5G会议
中心、‘数字游民’社区、AI数字直播基地、马
术俱乐部等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