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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武汉桓宇鑫呈市政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作废。
特此声明

2024年12月3日

遗失声明
我单位不慎遗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武昌支行开立账户的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编号：
Z5210001047803，账号为7007015490000028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陈江枫现经营金正茂·汉派服装总部
2A-053商铺，因个人原因商铺押金收据原件遗失，收据号
JZMSK2020120338，现登报声明作废，所产生的一切经济纠
纷和法律责任与武汉正大兴商业营运有限公司无关。

高薪诚聘
招顾问：有相关政府、部队、医院、大专院校、中小学、大

型企业后勤资源关系的退休人员。
刘经理 18317108838 尹经理 13986257131

金秋菊展给幼儿园送了大礼包
你们知道吗？我们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新华幼儿园12月2日收到了一
份大礼包。

这事还得从11月中旬说起。我是新华幼
儿园的一名老师，我的娘家离设法山三国历史
文化公园不远。我抽空带家人去武汉市第41
届金秋菊展分展区看一看，没想到邂逅了一场
视觉盛宴。

漫山遍野的菊花，红的、黄的、紫的、白的……
就像彩虹掉进了花园里，美得让我们心花怒放。
十二生肖及各种形态优美的动物造型菊艺栩栩
如生，艺术造型下面均设有“冷雾”装置，水雾萦绕
着菊花。我和家人流连忘返，像走进了人间仙境。

然而，想到这届金秋菊展只举办一个月，我
不禁有些失落。不过，我意外发现了一块公示
牌，上面写着12月1日后，菊展主办单位将撤展
并开展菊花进社区活动，鼓励将花卉绿植送到
社区绿色驿站，共同美化环境。这对我来说简
直是天赐良机。我们幼儿园里有一个被遗忘的
沙池，如果能用这些菊花来装饰，那该多有趣
啊！于是，我辗转联系上主办单位工作人员，表
达了我的意愿。没想到，对方一听就爽快地答
应了，还称赞我是个有心的老师。

12月2日早上，当我和同事满心欢喜地将菊花
连同装饰的小木桥和小仙鹤一起搬进新华幼儿园
时，小朋友们兴奋得“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哇，大
鸟！还有漂亮的小木桥”“老师，那朵红花和你一样
美呢”……他们围着菊花转来转去，用小手轻轻触
摸，用小鼻子细细嗅闻，眼中充满喜悦。看着他们
兴奋的样子，我心里别提有多满足了。

现在，我们幼儿园里的沙池已经焕然一新，
变成一个充满生机的“菊花乐园”。这里有精致
的小木桥，小朋友们在桥上悠然自得地行走；还

有栩栩如生的小仙鹤点缀在花丛中，仿佛在悠闲
地觅食。小朋友们可以在这里种菊、赏菊、画菊，
还可以在老师带领下背诵吟唱关于菊花的诗词：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孩子们在玩乐中
学习，而我们幼儿园“亲亲自然，抱朴求真”的办园
理念也在这个小小的菊花世界里得到完美体现。

真是没想到，虽然金秋菊展落幕了，但它带来
的美丽和欢乐仍然持续扮靓着我们的生活。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崔琴

延伸阅读

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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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扮靓市民家门口的美好生活。而
中山公园主展区、武昌区首义广场分展区、江汉区
江汉关分展区仍将展出至菊花花期自然结束，喜爱
菊花的市民可前往这3个展区继续观赏。

武汉无人机低空服
务 的 实 用 性 越 来 越 强
了。这不仅体现了我们
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的
实力，更是一项关乎民生
的暖心举措。无人机配
送血液，既方便又高效，
为医疗救治赢得了宝贵
时间，点赞！

——大武汉客户端网
友@蓉融 点评《19分钟，
救命航线开通》

（长江日报记者王锦婷
整理）

初冬的天兴洲江水蓝
得深邃而多变，土地从浅
棕色渐变成深褐色，透着
一种宁静的孤独。即便天
空被云层半掩，晴朗的气
息依旧扑面而来，形成一
幅绝美的画卷。

——大武汉客户端网
友@明天的阳光

绝美画卷

热评

新华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在桥上观赏菊花。 网友@崔琴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金文兵）武汉有
多少种蝴蝶？12月1日，在华中昆虫
学术研讨会2024年学术年会上，武汉
昆虫研究人员发布《武汉地区蝶类资
源调查及区系组成研究》，首次披露武
汉蝴蝶种类为5科85属146种。它们
中既有相对常见的中华麝凤蝶、金凤
蝶、柑橘凤蝶等，也有较为珍稀、极具
观赏价值的冰清绢蝶、珍贵妩灰蝶等。

“这是武汉蝴蝶目前的‘底数’，表
明武汉地区蝴蝶资源丰富，武汉生态
环境状况较为乐观，具有进一步提升
生物多样性的潜力。”武汉市园林科学
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董
立坤介绍。

一直以来，武汉地区有关蝴蝶种
类的系统研究较少且较为零散。2009
年，江汉大学许国权等在对木兰天池
景区的调查中记录了 8 科 29 属 40 种
蝴蝶。武汉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了多
次生物多样性调查，在涨渡湖湿地自
然保护区、藏龙岛国家湿地公园和江
夏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分别零散记录
了6种、12种、20种常见蝴蝶。

2017年，董立坤、朱小明编写《素
眼观蝶·武汉蝴蝶生态图鉴》，记录了
武汉地区常见蝴蝶 116 种，让武汉蝶
友有了一份宝贵的“观蝶图谱”。

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武汉一大
批蝶友从今年1月开始系统观察武汉
蝴蝶，并持续编辑《武汉蝴蝶观察报
告》，现已记录110种蝴蝶。

近年来，武汉蝶友陆续发现以前
在武汉极少被发现且观赏性较高的
蝶种。

10月27日，武汉蝶友“侧卫”在沉
湖国际重要湿地拍摄到一只橙黄豆粉
蝶。近年来，它在武汉未见公开记录。

今年4 月，作为“武汉蝶友会”生
态志愿者，记者在武汉一处低缓山地
观察到冰清绢蝶。它是国家“三有”保
护蝶种，被誉为“蝶中仙子”，在武汉地
区极少被记录，具有较高的生态研究
价值。冰清绢蝶已在武汉形成稳定种
群，也佐证了武汉自然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向好。

蝶友朱小明介绍，在武汉能看到的美眼蛱蝶外观独特，
它们的翅膀正面和背面完全不同，一面是类似枯叶的保护
色，一面是吸引配偶的漂亮色。还有曲纹紫灰蝶，它们的翅
膀背面是梦幻般的蓝色。如今，它们在武汉全年多个地点
都有记录。

很多蝴蝶对栖息地的寄主植物和温度、湿度等环境因子
灵敏性较高。因此，它们是重要的生态环境指示物种之一。

“武汉到底有多少种蝴蝶，目前尚是未知数。不过，有了
这些底本数据作为依据，只要有新发现，就是给武汉不断增加
新记录种甚至新发现种。”董立坤乐观地估计，更多蝴蝶将被
记录、被公众“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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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蝶舞翩跹时，你可以安静地观察它们的飞行模式、
停落的行为，以及它们停落在哪些不同的花朵上。不同种类
的蝴蝶有不同的生活习性，观察有助于了解并保护它们的生
活环境。

摄影：翩翩起舞的蝴蝶是非常惊艳的。你可以用相机、手
机捕捉到这样的美丽瞬间。

保护：大家在欣赏的同时也要保护蝴蝶的栖息地，参与保
护活动。通过研究和欣赏蝴蝶，我们不仅能获得美的享受，还
能增进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和尊重。

链接>>> 如何欣赏蝴蝶

冰清绢蝶。 长江日报记者金文兵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宋磊 通讯员周玉琴）
公交站台上，施工人员撬开旧地砖，换上盲道
砖，一条明黄色特殊通道从人行道“爬”上了
公交站点。近日，长江日报记者在汉阳区多
条主干道上看到，公交站点无障碍设施改造
正在进行，人行道上的盲道与公交站点衔接
上了。

在墨水湖北路红光路公交站点，记者看
到了改造成效：一条铺设于站台座位前、长约
30 米的崭新盲道与原先人行道旧盲道连通
了。盲人可在盲道引导下，从人行道绕过公
交站亭，来到候车区，并沿公交车进站方向前
行上车。

汉阳区城管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科负
责人李行德介绍，去年，该局工作人员深入
社区收集群众意见时，几位盲人反映，人行
道盲道与公交站台断开，他们想去公交站
点，既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行走路线，非常
为难。

今年9月，汉阳区城管执法局启动辖区

98处公交站点无障碍设施改造。截至目前，
已改造完成50处。

记者在墨水湖北路七里一村社区公交
站点改造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站台上
分段打围，沿候车区将旧地砖撬起，换上盲
道砖。施工人员介绍，这个公交站点为岛
式站点，位于二环线高架桥下，与人行道间
隔一条车道。因此，这次改造还将对站台、
人行道边缘进行降坡处理，并新建金刚砂
热熔盲道，与已有盲道相连。“盲人从人行
道过斑马线，再来到站台、上车，可一路平
顺、丝滑无坎。”

墨水湖北路红光路公交站点前，盲人市
民周先生在盲道上一路走来，体验着便利和
舒心。他说：“以前，我来坐公交车要小心试
探很久才能摸到站台，还担心被路牙子绊
倒。现在，一路直达。”

盲人的建议得到尊重和采纳

城市多条主干道盲道直通公交站台

右图：在墨水湖北路七里一村社区公交
站点，新铺设的盲道与原有盲道完成衔接。

长江日报记者宋磊 摄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让志愿服务成为城市风尚
建设“志愿者之城”

志愿精神

设计/刘岩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长江日报讯 12 月 2 日中午 12 时许，位
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不动
产自助缮证终端机前，等候办理业务的市民
排起长队；一旁的服务窗口前同样人头攒动，
显示屏上的叫号已突破100号。

“今天的人流量远超以前，我们仿佛回到
了2016年房地产市场火爆的场景。”窗口工
作人员感慨地说，“今天，大部分市民是来办
理过户手续的。尽管部门提前增设了服务窗
口、增派了人员，还是出现了排队现象。我们
中午轮流吃饭，顾不上休息。”

“我赶上了国家和地方叠加的房地产政
策，117 平方米的房子按照新政策核算节省
了 1.5 万元税费，相当于额外增加了一笔收
入。”正在排队的市民林女士看着手上的契税
减免明细，欣喜地说。

“补贴费用根据市民住房面积大小，从几
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在武汉经开区政务服务
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负责人丁勇看来，市民
排队办理过户手续体现的是，在多重政策利
好叠加效应下，全区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
他介绍，截至当日下午5时许，全区线上、线
下新购商品房转移登记业务和存量房转移登
记业务共计260笔，比去年同期增长8倍多。

武汉经开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各项房地产新政
策密集出台，叠加武汉市新版“汉十条”“多子女
家庭购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武汉
经开区“金九条”“金十条”等措施正在初显成
效，促进了全区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市场消
费活力进一步得到激发。半个月前，全区房地
产库存从2022年的360万平方米降至160万平
方米，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企稳回升态势。

据悉，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房地产税收新政策中，自
2024年12月1日起，房产交易涉及的首套房
和二套房契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都有不同
程度降低。在武汉经开区“金九条”中，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购买武
汉经开区新建商品房的，对已缴纳的契税，首
套住房按全额给予补助，其他各类房屋按
50%给予补助。

（王双双 刘竞宇）

不动产登记窗口重现排队景象
武汉经开区政务中心工作人员忙得午饭都来不及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