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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没想到，我去了一趟解放公园，拍到了这么温
馨的照片！

6日下午，阳光正好，我带上相机前往解放公园拍摄冬
景。当镜头转向一片银杏树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三个
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画面的主角是端坐于轮椅上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尽
管年岁已高，但精神矍铄。她在一男一女的指引下，配合摆
出各种姿势。我心中不禁赞叹：这三人一人担当主演，一人
负责拍摄，另一人则指导动作，其乐融融。

男士手持手机，专注地记录着每一个美好瞬间；女士一
手轻握银杏叶，另一手以兰花指的姿态优雅地指引着老太
太。老太太挺直腰板，举起手中的银杏叶当道具，脸上展露
出温柔的笑容，美极了！洒落在帽上和围巾上的银杏叶、温
暖的冬日阳光在这一刻都成了陪衬，眼前看到的这幅温馨
画面才是绝佳美景。

我赶紧拍下这一幕，拍了一会，我上前询问：“老太太
多大年纪啦？”男子微笑回答我：“97 啦！今天天气好，正
好带母亲出来转转！”原来，男士是老太太的儿子，至于女
士的身份，我还未及细问，便被周围游客的附和声打断。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称赞他们孝顺，常带老人外出享受阳
光与自然。

随后，我在一旁静静观察，记录下他们三人同框的
温馨画面。就这样，他们开心拍摄人物，我就把三个
人的同框画面拍下。就像那句诗写的：你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他们推着老太太的轮椅
离开时，我拍了一张大场景照片，作为当天拍摄的结
尾。

回家后，我再三回味，把拍摄的图片取名为《暖冬夕阳
红》，你们看，是不是阳光好、景好、人更好？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赵复

@赵复拍下的温馨场景。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武小青）科技
创新供应链平台被业界称为“科创淘
宝”，技术、人才、金融、应用场景……凡
企业所需，都可以在平台“下单”，系统
智能“撮合”，实现技术与市场的双向奔
赴。12月6日，“青春武汉 约你同行”在
汉百万学子行走进东湖高新区，实地体
验武汉科技创新的强大实力。

“在这里我看到了科技成果走向市
场的流转轨迹，感受到市场对科研成果
的实际需求，坚定了我科研创新的信心
和信念。”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
学院、动物医学院2024级博士生范鑫第
一次走进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立
即被前沿创新成果吸引了，高产高蛋白
宜机收玉米、人形机器人劳动者1号、新
兴二维半导体材料黑磷……在这里，无
数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造福广
大群众，凝聚着的是武汉科技工作者的
智慧与心血。在医疗机器人产业研究
所，学生们看着工作人员正在操作测试
智能手术、脑神经环路重塑康复和人形
服务等各类机器人，充分感受到这家新
型研发机构的活力、高效和创新。

“如果不是参加这次活动，我可能
一辈子都不知道空轨专列的结构。”在
空轨龙泉山基地，武汉音乐学院硕士研
究生陈思亦直呼“过瘾”。在讲解员的
帮助下，她尝试制作小型自动避障车模
型，在动手拼装中掌握了避障车的部件
构造知识，亲身感受科技之美。

夕阳之下，学生们登上空轨专列，通
过270°观景窗，豹子溪公园、彩虹桥、光
谷书房、城市梯田等景观尽收眼底。

武汉光谷青年之家位于光谷智慧园
7栋，是市区两级共管的团属阵地，日常服
务园区100多家企业3000多名青年，是典
型的“青年集聚区”青年之家。“这里环境
太好了！我毕业后想住这儿。”湖北第二
师范学院学生尚嘉琪十分向往，这里有主
题团日活动室、户外工作者驿站、夜校课
堂、舞蹈室、健身房、水吧休憩区、培训路
演区、联合办公区等十大功能区，还定期举
办主题读书会、联谊交友、青年夜校等活
动，尚嘉琪仿佛看到了“梦想中的生活”。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探
索创新活动形式，不断增强城市对青年
人才的吸引力，引导各类青年人才留在
武汉、扎根武汉，助力武汉科教人才优
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为重塑新时代
武汉之“重”注入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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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 尹勤兵）为防止机动车闯入
非机动车道，相关部门在车道口加装阻车桩，谁知阻车桩间
距太窄，部分阻车桩间距甚至只有0.8米。近日，长江日报

《拍“板”》栏目报道《间距0.8米的阻车桩阻挡了谁？》后，不
少市民留言反映各处类似问题。近日，根据网友提供的点
位，长江日报记者在青山区临江大道非机动车道上，发现了
间距0.72米的阻车桩。对此，青山区城管局表示，将沿线排
查整改，并将针对此类问题全区排查。

12月2日，记者来到青山区临江大道。临江大道东侧
沿线设置了非机动车道，供双向通行。在临江大道建设八
路路口附近，部分阻车桩间距为1.1米；在建设二路和建设
一路路口之间路段，部分阻车桩间距为95厘米；在建设五
路路口附近，部分阻车桩间距不到90厘米；在三弓路路口
附近，部分阻车桩间距只有72厘米。

记者在临江大道沿线随机测量阻车桩宽度，除上述点
位外，其他多数点位的阻车桩间距在1.1米到1.3米之间。
所有路口的非机动车道靠绿化带一侧，均在紧贴绿化带路缘
石的位置安装了阻车桩，这批阻车桩距离路缘石约20厘米。

“太密集了，容易撞上。”骑行路过此处的市民周女士
说，临江大道非机动车道上的阻车桩设置明显不妥，所有路
口都在贴着绿化带路缘石的位置装了阻车桩，阻车桩距离路
缘石只有20厘米，“这样设置，人为缩窄了非机动车道的宽
度。多此一举，难不成还想让我们从这20厘米的缝隙中通过？”

市民胡先生也认为阻车桩间距过窄。他邀请记者测量
非机动车宽度，胡先生将双脚自然垂在非机动车两侧时，双
脚之间的距离约1.1米。“这确实很容易撞上！”

记者将阻车桩间距窄的问题反映给青山区城管局，该
局工作人员表示，将进行整改。

该局工作人员说，临江大道建成多年，建成之初，阻车
桩间距就是如此。区城管局日常维护时，都是在原基础上
进行修复、重建。针对临江大道非机动车道部分阻车桩间
距过窄问题，近期，他们将组织人手对临江大道沿线进行排
查整改。该局还将以此为契机，对全区的非机动车道阻车
桩进行排查，对全区排查发现的问题点位进行整改。根据
各道路实际情况，按照1.2米至1.5米的间距进行调整。

青山区将全面排查整改
间距过窄阻车桩

一日

看了文章之后深有感触，人与人产生了信任，
人与人真诚相待。希望潘均的农场能越办越好！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lulu 点评《百余人一夜充值
20万元，为啥？》

（整理：沈欣）

时已入仲冬，“秋”韵意正浓。银杏披黄甲，枫
树着袍红。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但是天气温暖，武汉

依然处于“秋意盎然”之中，街边路旁的树木色彩斑斓，如缎如
锦，行走在武汉的每个角落，都好像走进美丽的画卷，顿时感到
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曾小玲

97岁奶奶的冬日笑容很治愈

热评

楚剧重现“东方茶港”风云历史

年轻观众向《汉口茶港》主创团队问不停
长江日报讯（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刘思静）12月4日—6日

晚，由武汉楚剧院创排的大型楚剧《汉口茶港》在武汉剧院首演
三场，通过艺术手段重现大汉口“东方茶港”的风云历史，带领
观众亲历辉煌的茶叶贸易时代。

12月4日晚，武汉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精
品剧目展演闭幕式在武汉剧院举行，楚剧《汉口茶港》全国首演
亮相。现场近千名观众座无虚席，掌声雷动。

作为武汉楚剧院继《三月茶香》《万里茶道》后的“茶文化三
部曲”收官之作，《汉口茶港》以江汉生的命运为主线，展现中华
儿女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时永不放弃光明与自由的坚定追
求，以及不屈不挠、重情守义的民族精神。

《汉口茶港》讲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汉口茶业方兴未
艾，繁荣的“东方茶港”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来自湖
北深山的青年茶人江汉生满怀理想来到汉口，期待在这“天下
茶仓”奋斗出新天地。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
国主义的铁蹄逼近武汉三镇的大门，大汉口岌岌可危。面对风
云变幻、茶业兴衰、爱恨情仇，以江汉生为代表的汉口茶人，在
忧患深重的人生之路上苦苦挣扎、负重前行，最终义无反顾走
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演出现场，人们的悲喜在“青楚茶园”交融，随着岁月的沧
桑逐渐归于沉寂。这不仅是江汉生的故事，也是汉口茶人和无
数中华儿女的共同命运。

楚剧《汉口茶港》汇集国内顶尖艺术家团队，特邀中国音乐
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中国著名导演陈蔚担任总导演，中国戏
剧“梅花奖”获得者余维刚领衔主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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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口茶港》连演三晚，现场观众高度称赞——“演员唱腔
优美，表演细腻”“舞台呈现壮阔宏大，视觉冲击力强”“剧情引
人入胜，家国情怀激荡人心”。观看演出的还有来自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音乐学院、武汉理工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武汉传媒学院的师生代表。演出结束后，武汉
楚剧院和武汉大学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联合举
办了“荆楚青年剧评荟：楚剧《汉口茶港》首演专场”活动。师生
代表向主创团队踊跃提问，表达真切的观剧体验，交流分享自
己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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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蔚分享了《汉口茶港》的创作过
程，以及如何通过创新让楚剧更具现代审美吸引年轻观众，让
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欣赏传统戏曲之美的重要性。现场师生代
表希望进一步探索楚剧在高校的传播，让年轻人为中华传统戏
曲注入新活力。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易栋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策
划者，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传承和戏曲美育。在他看来，楚
剧《汉口茶港》聚焦新颖题材开掘，舞台呈现大气、洗炼，声腔
音乐既注重回归楚剧根脉又不乏新意，主角表演的精致和群
戏的生动相结合，自觉追求当代戏曲的人文蕴涵，流溢乡土
文化的温情。

武汉楚剧院党委书记韩笑表示，在新时代背景下，楚剧创
作更要勇于创新，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不断
的探索与实践，楚剧《汉口茶港》以及更多的传统戏曲作品一定
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成为连
接过去与未来、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桥梁”。 《汉口茶港》由余维刚领衔主演。

美文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佳峰 通讯员孙彦钦）12月7日，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发布“元古大模型”，不仅可以智能鉴定岩石、
化石等，还可复原包括古鱼类化石在内的古生物化石。

“元古大模型”能够实现岩石、化石的智能鉴定，化石图像
的智能解析，古生物化石的复原，地质文献数据抽取等。例
如，使用古生物化石标本识别助手，能够识别近50类古生物化
石，并能从科学工作者视角精细化描述化石数量、颜色、外形
结构等多维度信息，并基于化石结构推理出化石种类。

发布现场输入“贵阳生物群空棘鱼”化石图片，不仅出现
该化石的文本描述，还出现该化石的复原图片。现场输入一
张某化石的图片，“元古大模型”即可用文字对化石进行判断
并描述。据悉，对牙形石的智能鉴定准确率可达85%。

据悉，今年3月，教育部实施教育系统人工智能大模型应
用示范行动（LEAD行动），通过有组织攻关与开放生态协同相
结合，打造中国版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与科大讯飞联手，按照专家定义学科难题、师生参与数据
处理、校企共同训练迭代、信息化部门挖掘应用场景的模式开
展学科大模型研究。

该校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团队对近62万张古生物化
石图片、3000余篇地学文献的45万余条地质实体与属性进行
数据清洗与标注，这些数据构成了千亿参数的“元古大模型”
基石。

宋海军表示，“元古大模型”的体系架构是一个综合性框
架，旨在通过云端运行的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和多模态大模型
集成能力，形成一个全面、高效的集地球科学研究、教育教学
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化系统。在此基础上，现已上线了
能识别120类常见古生物化石、岩石的古生物化石标本识别助
手，地质文献数据挖掘助手和古生物学智能知识问答助手。
还将逐步上线地学智能搜索引擎和古生物科普数字人，为地
球科学专业学生的教学、实践及科研等活动提供服务支撑。

宋海军解释，之所以称之为“元古”，寓意着地球科学的古
老与深邃，也象征着智慧与创新的崭新起点，是地球科学领域
深刻变革的星星之火。“元古大模型”综合运用了图生文、文生
图、文生文的生成式预训练模型架构，成功验证了在全国产化
算力和算法基础上，利用多模态大模型技术解决地球科学领
域问题的技术路线。未来，该模型将不断迭代进步，功能会越
来越强大。

在大模型的使用中大学生会不会在学习中产生依赖性问
题，宋海军建议，本科或者初次接触相关专业知识的大学生采
用传统学习方法较好，比如教材、慕课等方式，等有一定判断
能力后再使用“元古大模型”较好。他鼓励研究生使用大模
型，尤其在学习的高阶阶段，是能够驾驭大模型输出的知识
的。传统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实验获取的数据，而大模型可以
抽取海量数据，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新的规律，也可能是过去实
验中没有发现的规律。

“元古大模型”发布

找到鱼化石，就知道鱼长什么样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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