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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家自习室可自己做裙子
你听说过缝纫自习室吗？

我就开了一家这样的自习室。
2008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后想从事自

由职业，恰好碰上在深圳从事改衣服务的
姑姑回武汉发展。我们一拍即合，在武汉
开了一家裁缝店，为市民提供改衣服务。
我从零基础开始，边做边学，不知不觉就
在这一行里干了十几年。

2022 年，我们萌生了将裁缝店升级、
创新服务的念头。了解到北京、上海、广州
等城市流行“缝纫自习室”和“缝纫培训”
后，我们毅然决定开设一家缝纫自习室。
不过，我们并未完全舍弃原有业务，而是
巧妙地采用了“前店铺+后教室”运营模
式，实现了业务与教学的完美融合。

也许有人会问：“在缝纫自习室里学
什么呢？”在我们的自习室里，除了可以让
大家自习——独自使用缝纫机和相关工
具外，还可以进行教学，短则10天，长则20
天。从最基本的做缝纫准备工作、熟悉基
础工具、布带拉链缝纫方法到制作基本款
衬衣、裙子，都可以进行教学。如果你还
想上难度，当然没问题，还有更复杂的款
式等你来学。

现在，我们有百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
学员，既有13岁的初中生，又有60多岁的
退休人员。起初，我以为大多数人是抱着
小本创业的想法而来。但是，随着学员数
量不断增多，我逐渐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将
缝纫视为一种兴趣爱好。他们在这里为
玩偶制作配饰、为宠物设计服装、为自己
量身打造美丽的裙子……每当看到他们
伏案专注的身影，我愈发坚信两年前做出
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

我想，一个人亲眼见证手中的布料在
一针一线的努力下渐渐变成精致的成品，
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这或许就是
缝纫的意义吧。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李裁缝

从空中俯瞰，初冬的青山公园就像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一幅绚丽画卷。五彩斑斓的林木如同调色盘上的颜料，被尽
情挥洒在这片土地上。火红、金黄、深绿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和谐之美。清澈的湖水静静地“躺”在那
里，犹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为这幅画卷增添了几分灵气和韵味。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心比海宽 摄

枫叶似火，如梦如幻。片片红叶仿佛都在诉
说着自己的故事。它们从春到冬、由绿变红，饱蘸
四季浓郁的色彩，在蓝天白云间谱写一生美丽的
篇章。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梦菲

对于同样的线路，乘客有了两种选择，省时省事，
十分便利。希望以后武汉公交能够继续满足市民出行
的多样化需求。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绿色心情 点评《站点
“瘦身”后更省时，年轻人爱上“K公交”》

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黄丽
俊 张望）12 月 10 日，武汉公交又开通 20 条
大站快线。长江日报记者乘坐一辆K550路
公交车时发现，这条大站快线因沿途仅停靠
大站、用时更短而受到年轻乘客欢迎。

当日上午 8 时 30 分，记者乘坐的一辆
K550路公交车从起点长丰大道东风村公交
场站驶出，开往终点沿江大道江滩足球场站
点。这辆车的车头、车身、车厢均标有醒目的

“K”字开头线路号和线路走向。
车辆到达解放大道古田三路站点时，一名

年轻女乘客上车前迟疑了一下，问司机：“这是
550路吗？”司机石俊对她说：“K550路和550路

的线路走向一样，但只停靠部分站点。您去哪
儿？”得知女乘客要去古田四路天泽一方站点，
石俊点头说“到”。女乘客随即上车。

车上，记者得知女乘客姓李。李女士说：
“我以前见过公交大站快线，今天是第一次见
到K550路，挺开心的。”平时，李女士经常乘
坐550路公交车。550路是从解放大道左转
进入古田四路的两条公交线路之一，她上班
的地方就在附近。

李女士笑着说，在普通线路和大站快线
之间，她肯定选择大站快线，因为“中途不停
靠有些小站，感觉快多了”。

记者在途中注意到，每一名乘客上车前，

石俊都会问：“您去哪儿？”
“550 路站点有 38 个，K550 路站点精减

到15个。”长丰大道东风村公交场站站长邱
慧明解释，与普通线路相比，大站快线停靠的
站点较少。K550路系第一天开通，所以司机
会提醒乘客不要上错车。

通过智慧公交大数据分析，结合线路实
际营运情况，K550路对550路上下乘客较多
的站点作了保留，包括古田三路、双墩、取水
楼、杂技厅、赵家条等站点。

武汉公交集团第二营运公司第五车队队
长叶昆介绍，K550路途经硚口区、江汉区、江
岸区，贯穿汉口中心城区，沿长丰大道、解放

大道、建设大道、沿江大道等主干道行驶，沿
线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商圈、居民区集
中，特别是早晚高峰通勤客流量较大，市民出
行需求多样化。

“有的市民希望站点距离家或单位更
近。550 路站点多，可以满足这种需求。有
的市民特别是年轻上班族则希望公交车更
快，K550路就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叶昆说，

“这条线路全长约21.5公里，普通线路单程运
行计划65分钟，如果遇上早晚高峰或交通拥
堵，实际运行时间约80分钟。现在，大站快
线单程运行只需55分钟，可以更快地把乘客
送到目的地。”

站点“瘦身”开得快

开心！公交快线通勤节约25分钟

枫叶的
“诉说”

（整理：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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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通讯员王华芬 记者
商佩）近日，“i武汉”城市码再度迎来
更新，正式上线“供气一张网”和“供水
一张网”服务。这标志着武汉市中心
城区居民办理用水、用气相关事务时
可享受到“一码通办”的便捷服务。

作为武汉市级惠民服务的总入
口，“i武汉”集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及
政民互动于一体，为个人、企业及数据
公共基础设施提供全面的城市码综合
化、多场景应用服务，构建了“一人一
码、一企一码、一物一码”的城市服务
和治理新体系。截至目前，武汉城市
码累计注册用户达到1300万。

如今，市民进入“i武汉”微信小程
序，在首页底部的“i武汉 场景服务”
区域即可轻松找到并点击“供水一张
网”和“供气一张网”服务选项。

在“供气一张网”页面，燃气报装、
开户、过户、预约安检、报停及天然气
费缴纳等业务均可在线完成，市民无
须前往线下燃气网点办理。

在“供水一张网”页面，市民同样
可以线上办理自来水报装、水费查询
和缴纳、用户价格调整申请及发票下
载业务。武汉市水务局正积极整合全
市用水平台，力求让全市所有市民都
能通过“i武汉”轻松办理用水业务。

长江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交通融
合码已进入最后测试阶段。未来，依
托“i 武汉”城市码，市民将能实现地
铁、公交、有轨电车“一码通行”。

武汉市数据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i武汉”城市码正围绕公共交通、文旅
景区等八大应用场景持续上线便民服
务，推动城市码与电子医保卡、武汉文
旅码互联互通。目前，城市码已在武
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等 16 家医院实现了预约挂
号、就诊和取药“一码就医”。同时，合美术馆、湖北美术馆、武
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武汉市科技馆、横渡长江博物馆
等5家文旅场馆也支持预约后直接扫码入馆。

截至目前，“i武汉”城市码已新增上线服务事项30项，民
生服务事项总量达到200项，月均活跃用户高达4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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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阎进
林）“加油，加油！”12月10日上午10时，武汉
市青山区钢都小学操场上沸腾了，“恒卓杯”
校园篮球联赛正在紧张进行，502 班对战
504班。

在球场边的啦啦队里，一名高个子男
生的欢呼声格外大。他是 504 班的晓咏
（化名），也是学校篮球社团的中锋。由于
膝盖受伤，他没能参加这次比赛，但他的热
情不减。

读五年级的晓咏今年10岁，身高171厘
米，在全年级学生中最高。高挑的身材与他
热爱篮球运动分不开。

晓咏的妈妈回忆，读二年级时，晓咏身
高 130 多厘米，体重达 50 多公斤。“那时候，
他真是个‘小胖墩’。孩子一胖，身体素质
就差，经常生病。同时，因为经常被别人讨
论身材，他的自尊心也越来越受打击。”每
逢学校举办一些比赛，晓咏因灵活性不强
总难被选上参赛。

读二年级时，晓咏主动报名加入学校新
成立的篮球社团。一开始，他只是抱着瘦身
的心态参与训练。没想到，专业训练强度很
大，他有点吃不消。

篮球社团教练是青山区篮球协会的专业
运动员，要求社团成员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
课后训练一个半小时，周六也上训练课。晓
咏说：“练滑步时要把重心放低。我本来就
胖，蹲下去行动就更不灵活了。”有好几次，他
哭着告诉妈妈，他不想练了。但是，心情平复
后，他还是重新站上了训练场。

仅靠社团活动，运动量还不够。作为全
国篮球特色学校，钢都小学把篮球运动融入

社团、大课间、体育课等多种教学场景。为
此，学校选择为晓咏“加餐”。

钢都小学体卫艺主任周群超介绍，近年
来，该校学生肥胖问题越来越突出，有的班
级 50 名学生中有十多人超重。为此，该校
改革体育课程，将传统课堂教学变为“点单
式”教学。周群超说：“体育老师会根据学生
的体质给他们‘定制’不同的内容。一堂体
育课上，拓展部分可能有35名学生在跳绳，
10名超重的学生在运球，还有5名体能较差
的学生在慢跑。”

在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之余，晓咏便成
了体育课上加练篮球的对象。可喜的变化

也在悄然发生——进社团第一年，晓咏成功
减重十多斤。如今，他的身高已经超过爸
爸、妈妈。

除了身体素质的提高，让晓咏的妈妈
更开心的是孩子意志品质的变化。“他以前
很腼腆。现在，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学会
了如何与队友们进行有效的团队合作，并
且交到了更多朋友。他的饮食习惯也变得
更加均衡和健康，不喝碳酸饮料，每天必吃
蔬菜和水果。在学习方面，他更加主动积
极，做作业不拖拉，遇到困难不退缩。我的

‘ 小 胖 墩 ’已 经 变 了 ，他 现 在 是‘ 灌 篮 高
手’。”

体育课可“点单”

小胖墩3年变身灌篮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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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尹勤兵 杨荣
峰）花费1万多元，阻车桩、道闸系统
一应俱全，门口的人行道被圈成仅供
自家单位车辆停放的专用停车场。近
日，有市民看到一处面积仅约40平方

米的“微型停车场”后，向长江日报《拍“板”》栏目反映：“这个
停车场合规吗？”

该停车场位于前川街道向阳大街黄陂区教学研究室、黄
陂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大楼侧门。

12月6日，长江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停车场可自动识
别的道闸立柱紧贴路边人字沟而建，入口距离办公大楼侧门
仅3米。整个停车场紧贴办公大楼墙根，两头和人行道衔接，
最宽处仅4米左右，总面积约40平方米。此时，一辆黑色汽车
停放在这里。

记者尝试驾车进入该停车场，但道闸始终未抬杆。“这是
内部停车场，别的车子进不了。”在附近晒太阳的一位老人告
诉记者。

“这个停车场明显有问题。”投诉的市民说，前几天，他到
这里办事，无意中发现该停车场。停车场设置在人行道上，严
重影响路人通行。

为什么设置这个停车场？黄陂区教学研究室一位李姓主
任表示，这个停车场是1年前黄陂区教育局投资自建的，平整
地面加上加装道闸识别系统共花了1万多元。区教研室承担
了全区各类统考工作。每逢全区各类大型统考，车辆要运送
试卷和监考人员。长期以来，一些社会车辆在门口乱停乱放，
还有小商贩在门口摆摊，经常影响单位车辆出入。“设置这个
停车场时，我派人到城管部门报备了。停车场在我们单位大
楼的产权红线范围内，并不违法。”

当日，黄陂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相关人员告诉记者，执法权
已下放到各街道综合执法中心。

不久，前川街道综合执法中心执法人员赶到现场。经测
量对比产权证红线图，执法人员发现该停车场圈占了公共人
行道。执法人员表示，该单位仅向区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
咨询过，并未向他们报备。

“人行道是城市道路的公共部分，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圈
占。”执法人员当场口头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意识到错误后，李主任当即表态将连夜组织人员自拆停
车场，还道于民。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停车场的道闸等占道设备已被拆
除。区教研室将按照前川街道综合执法中心的指导布置提示
牌和临时锥形桶。

占据人行道1年
“微型停车场”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