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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30℃恒温，华中地区最大室内水乐园完工在即

蔡甸做活“文旅+”让“流量”变“留量”

武汉城建开元森泊度假乐园已完成主体建筑施工，预计明年第二季度对外营业。 严嘉鸣 摄

冬季不用再去三亚看海玩水，家门口就有
一座“热带岛屿”。

位于中法生态城中法半岛小镇四环线出入
口附近的武汉城建开元森泊度假乐园已完成主
体建筑施工，进入装修工程阶段。热带岛屿风
情，30℃恒温，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水乐园将
于明年第二季度对外营业，建成后将是华中地
区最大的室内水乐园。

今年以来，蔡甸区围绕度假休闲、康养旅居、
研学旅游推出了一批融合发展新业态新产品，以
高品质、个性化的旅游服务供给市场，让文旅新场
景出圈更出彩，越来越多的“流量”变成“留量”。

不出武汉享“热带岛屿”风情

12月25日，中法生态城武汉城建开元森泊
度假乐园施工现场，二十台挖掘机、运输车、吊
车在工地上往来穿梭，千余名工人热火朝天忙
着园区精装修工作。

项目涵盖高端酒店、特色木屋、特色餐饮、
高端商务、娱乐体验等旅游业态，是一座以水乐
园为主题的度假休闲综合体。室内与室外水乐
园总面积达2.8万平方米，其中，四季恒温的室

内水乐园9000平方米，建筑造型如同一座法式
水晶宫，内部则是“热带雨林”。

武汉城建开元森泊度假乐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室内水乐园将采用30℃恒温设计，一年四季
无论晴雨天，都可以畅玩。按照规划，内部设置
有茅草屋，种植有椰子树，还有人造冲浪，呈现
浓郁的大溪地热带海岛风情，更有“巨碗+巨蟒”
滑道组合、长达 207 米的网红直滑激流河等特

色项目，以及专门为儿童设计的戏水区。
作为一家主题乐园，园区将以开元森泊IP

形象“森森”和“波波”探险故事为蓝本，游客可
以体验水乐园的奇幻探索、儿童乐园的星际征
程、家庭游戏中心的未来挑战、知识森林的自然
奥秘。

游客走进知识森林，可以在动植物世界观
察藤蔓、白头鹤等景观，聆听动物叫声站传来的

自然声音，如置身于原始森林。游客可以与工
作人员互动完成游戏任务，了解自然知识，增强
生态保护意识。

园区运营后还将结合后官湖国家湿地公园
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湿地景观资源，开发自
然研学活动。

全域塑造文化旅游精品

今年以来，蔡甸区大力度走好特色精品文
旅发展新路，厚植转型发展生态底色。坚持精
品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加快把文化旅游产
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

文岭生活城的花博汇景区，今年 3 月推出
大型沉浸式夜游项目“知音花月夜”，该项目以
知音文化为底蕴，十二花神为主线，重现“高山
流水遇知音”场景，让“知音故里·蔡甸等你”深
入人心。

索河街道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特色民宿从
无到有，已建成运营特色民宿 10 家，签约在建
民宿8家，从单一住宿业态向“民宿+”产业集群
转变。生态餐厅、特色收藏馆、咖啡店、小酒馆
等新业态也陆续在村湾中开业。当地还创新推

出武汉首个地域民宿品牌，创新开发武汉首个
地域民宿平台，创新建设武汉首个民宿创客中
心，创新制定武汉首个街道民宿管理办法。

九真山旅游度假区、十里莲华·养心谷分别
入选全省山水旅游、研学旅行优秀案例，游客在
山水间登高探幽、邂逅知音，研学旅行中亲近田
园、学习农耕知识。

全域塑造文化旅游精品，让好山好水能变
现，当地全力打造具有蔡甸辨识度的旅游目的
地。统筹九真山、嵩阳山、后官湖等资源，引入
新型市场主体，加大地热温泉开发力度；提档升
级金龙水寨4A级度假景区；启动野生动物王国
海洋馆建设，打造武汉“长隆”。加快建设知音
文化公园，重塑“高山流水遇知音”场景，打造一
批知音旅游精品路线。

蔡甸区还将持续实施惠民旅游举措，沿嵩
阳大道布局“小而美”农文旅项目，持续推出知
音花月夜等夜游项目，推动“流量”变“留量”。
大力培育文旅市场主体，完善“食住行游购娱”
服务体系。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蔡甸正逐渐成为人人
向往的“诗和远方”。 （文/袁满 周佳玲 谢琼）

…《三百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追踪…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如果说茶文化三部曲中上一部《万里茶道》，是以家族故事讲
茶道文化、历史烟云、儿女情怀的话，那么现在这部《汉口茶港》，讲
的则是家国情怀！”

继12月6日由武汉楚剧院创排的大型楚剧《汉口茶港》在武汉
剧院首演后，12月24日下午，《汉口茶港》作为第五届湖北艺术节参
演剧目再次在武汉剧院演出，现场大批武汉市民和青年学生为扣人
心弦的情节走向和演员的精彩表演鼓掌呐喊。该剧男主演、中国戏
剧“梅花奖”得主余维刚扮演剧中男主角江汉生。剧中这位从深山
中走出的平凡少年，在战争阴云笼罩大武汉的特殊年代，不惜献出
身家财产，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汉口茶人，成为社会变革中的觉醒者，
他们勇于承担保卫城市的一份责任，是城市获得新生的重要力量。

12月25日上午，余维刚在武汉楚剧院化妆间接受长江日报记
者专访，谈他对《汉口茶港》这部剧和江汉生这个角色的理解，以及
茶文化三部曲如何努力创新楚剧，让楚剧在新时代赢得年轻观众。

相信那个时代像江汉生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20世纪30年代，汉口茶业方兴未艾，大小码头上舟船往来，应
接不暇，繁荣的“东方茶港”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来自湖
北深山的青年茶人江汉生，满怀一腔热忱和理想来到汉口，期待在
这“天下茶仓”奋斗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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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即将被攻
破之际，为救国于危难之中，江汉生不惜将已装船的茶叶扔进江
里，腾出船来运送抗战物资，而江汉生的亲人也在战火中不幸罹
难。家破人亡的江汉生终于明白，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
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哪有家！江汉生强忍悲痛，擦干眼泪，和
广大的仁人志士一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面对国破家亡，牺牲个人家庭利益，投身抗战，我相信那个时
代像江汉生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余维刚说，《汉口茶港》总导演陈

蔚是武汉人，抗战时她祖上在武汉有船只，但即便在当时是富户，
面对国难，个人家族的能力也是没法控制的。国家一级编剧王海
涛、《歌剧》杂志执行主编游暐之（执笔）担任这部剧的编剧，其中王
海涛老师也是武汉人，他强调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都是逼近当时
的时代真实的。

为了排好戏，把江汉生这个人物演活，余维刚看了很多历史图片和
资料，他说除了感知江汉生这个人在那个时代有怎样的认知、怎样的性
格，更重要的是对汉口这段历史有了深刻认识，他觉得自己深受教育。

茶文化三部曲着重点都在汉口大码头这个城市根脉

“舞台反映青楚茶园被炸成一片废墟，亲人生离死别，这只是
那个时代苦难的冰山一角。”余维刚说，江汉生本是山里来汉讨一
个生计的青年，他的成长觉醒有一个过程：当青楚茶园掌柜德芳把
茶园交给他打理，允诺他和青儿的婚事，他对茶园、对家庭有了责
任；当国难当头，抗战需要茶园作出牺牲，他在大的历史关头要作
出抉择，权衡再三，最终选择舍小家为大家；在茶园被炸，爱人在轰
炸中死去后，他毅然决然投身抗战。

全剧分四幕，每一幕他都有特别有感触的情节，如第一幕反映20
世纪30年代大汉口商业的繁华；第二幕和青儿在江边，幕布上显示一
片江水和一轮江月，感到武汉真的很美；第三幕中面临重大抉择的内心
起伏；第四幕中日机轰炸，茶园被炸后的惨状，青儿被炸死带来的痛苦，
在唱段中既有表现，又要理性控制，要能收得住，那段唱词最难唱。

余维刚介绍，茶文化三部曲《三月茶香》《万里茶道》《汉口茶港》，
其中《三月茶香》主要反映民国时期汉口的风貌、城市生活和汉正街
的繁华，《万里茶道》通过家族故事、晋商故事，讲述19世纪中期到20
世纪初汉口茶叶贸易的繁盛。“有人问为什么三部戏都讲茶叶，我回
答我们着重点都是汉口这个码头，它是大武汉这个城市的根脉，我们
都是怀着对武汉这片热土的感恩之情来演这几部戏的，这部剧就有
这样一段唱词：‘忆当年洪水改道龟山北竞天择，唯有汉水入大江。’”

余维刚介绍，三部曲中，这个剧有突破，它挖掘楚剧传统之美，
在声腔上有变化。这个剧将楚剧传统音乐特色、具有汉口地域风
格的民间音乐元素、各种声腔和演唱手段与戏中所展现的汉口茶
港风云相结合，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中，一首首独唱、对唱、重唱和合
唱，无论是宣叙还是咏叹都精准贴合剧情，让角色都生动呈现。“加
上剧情活化了20世纪30年代大汉口的生活风貌，这些可能是许多
年轻观众喜欢看的原因。”

主演余维刚：

《汉口茶港》讲的是家国情怀

楚剧《汉口茶港》剧照，图为男主角江汉生（余维刚饰演）。
武汉楚剧院供图

传承荆楚文化精神传承荆楚文化精神
建设长江文化高地建设长江文化高地

■长江日报记者
张维纳

2024 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同志诞
辰 131 周年纪念日。
长江日报记者翻阅
人教版中小学语文
教材看到，小学、初
中、高中语文课本中
共收录5首毛泽东诗
词，分别为《卜算子·
咏梅》《七律·长征》

《菩 萨 蛮·大 柏 地》
《沁园春·雪》《沁园
春·长沙》。

《卜算子·咏梅》
收录在四年级（下册）
语文课本中。这首诗
写 于 1961 年 12 月 。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一直对华实
行经济封锁。而苏联
又背信弃义，撕毁合
同，停止援助，撤走专
家。加上我国遭遇三
年严重困难，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严峻考
验。毛泽东在广州
筹备扩大的中央工
作会议期间，读了陆
游 的《卜 算 子·咏
梅》，感到文辞好，但
意志消沉，只可借其
形，不可用其义，于
是他再续一首与陆
游风格不同的咏梅
词，此词塑造了梅花
俊美而坚韧不拔的
形象，鼓励人们要有
威武不屈的精神和
革命到底的乐观主
义精神。

《七律·长征》收
录在六年级（上册）语
文课本中。这首诗词
创作于中央红军长征
接近胜利之时。

《菩萨蛮·大柏
地》也同样收录在六
年级（上册）语文课本
中，这首诗词创作于
1933 年夏。大柏地
一战，是红四军主力
下井冈山以来的第
一次大胜仗，被誉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
之战争”。这首词洋溢着欢愉的氛围，进而把
革命战争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赞美了伟大的
人民革命战争，讴歌了革命根据地的兴旺景
象。

《沁园春·雪》收录在九年级（上册）语文
课本中。1935 年 10 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1936 年 2 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
先锋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当时整个
西北高原冰雪覆盖，既雄伟又壮丽，而冰冻了
的黄河别有一番独特景象。毛泽东来到陕西
省清涧县高杰村附近的袁家沟，面对银装素
裹的大好河山，回顾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
明史，不禁豪情满怀，写下了壮丽诗篇《沁园
春·雪》。

《沁园春·长沙》收录在高中语文必修课（上
册）中。1925年秋，32岁的毛泽东写下了《沁园
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通过对壮丽、辽阔的长沙秋景的描
绘和对少年时代峥嵘岁月的回忆，抒发了以天
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这首诗词是经毛泽东自
己认定的诗词创作的正式起点，堪称是青年毛
泽东的精品力作。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汪建新教
授专注于毛泽东诗词的教学与研究。汪建
新介绍：“不同历史时期的教材录选的作品
数量虽然不尽相同，但毛泽东诗词进入教
材、走入课堂，对于培养学生的古典诗词兴
趣和普及毛泽东诗词影响至深。”

汪建新表示，现行人教版教材中收录的5
首诗词，均为毛泽东诗词代表作。“学习和吟咏
毛泽东诗词，可以使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欣赏其雄
奇瑰丽的艺术风格，得到高尚的审美享受和情
感陶冶。”

汪建新认为，毛泽东诗词具有感人肺
腑、雅俗共赏的文化魅力，感染和熏陶了几
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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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耿珊珊 通讯员李季 李喻寰

12月16日起，长江日报推出《三百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
系列图文、视频报道，对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以下简称省实验）
309名学子在20世纪50年代响应国家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号召报名参军的事迹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精彩呈现。

这在武昌教育界引起广泛共鸣和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表
示，“三百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事迹是最鲜活的思政课教材，
将在今后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增加对这段历史的介绍，帮助新时
代学生在内心筑牢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要在新时代学生内心筑牢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是家国情怀永不过时。”12月25日，现
任武汉中学校长、省实验原党委书记艾建红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在 20 世纪 50 年代，300 多名学子响应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号召参军，人数之多、比例之大，令人震撼。

2020年，他还在省实验任职时，亲历了这段历史从学校档
案中“浮出水面”，也见证了抗美援朝纪念墙修建的全过程。

提到抗美援朝纪念墙的下方有四个大字“为了和平”，他说，
当时有人参观时曾提出为了和平的背后其实是“为了生存”，不
单指个人的生存，更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

“这值得当下的教育界深思，学生该为了什么读书？”他说，这
300多名学子中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他们来自工人、知识分子家
庭，为了国家大业，奋不顾身、不惧生死，这种家国情怀让人动容。

他举例说，90岁的周志明是当年参军的309名学子之一，后
在省实验任职至退休。周志明对工作尽职尽责，深爱教育事
业。多年前，他曾立下遗嘱，百年之后要捐献遗体。

“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这批参军学子身上的‘大我’和‘大爱’，
这对当下的学生教育很有启发。”他说，要将爱国主义教育深入贯彻
到基础教育中来，要在新时代学生内心筑牢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三百学子投笔从戎事迹是最鲜活的思政课教材

“近期长江日报的连续报道，我们已经关注到了，生动展现
了20世纪50年代武昌学子的爱国主义精神。”12月24日，在武

昌区教育局，分管德育工作的副局长罗荣表示，三百学生投笔从
戎保家卫国的事迹是最生动最鲜活的思政课教材。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不
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
树人工程。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我们要深入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有机结合，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努力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罗荣介绍，三百学生响应
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把个人前途和国家
命运紧密结合，这是最生动鲜活的思政课教材。

“好的思政课题材，要将恢宏宏大的时代主题，转化为具象的、
可知可感的身边人、身边事。”罗荣透露，下一步会考虑把三百学子
从军事迹放进全区的“班会资源包”，或者作为区情读本《这里是武
昌》的后续课程开发素材，让红色基因、英雄故事代代传承。

国旗下讲话、学校校刊均融入“抗美援朝”精神元素

“最近学校官微开辟了‘红色基因’专栏，转载了长江日报对
三百学子投笔从军事迹的连续报道。”12月25日，省实验团委书
记熊山介绍，自己恰好是在学校百年校庆那年入职，曾亲眼目睹
陶伟老英雄为抗美援朝纪念墙揭幕的重要时刻。

他回忆，当天，陶伟老英雄就站在纪念墙下，由青年学生组
成的国旗护卫队列队左右，呈八字形排开。当86岁的老英雄突
然举起右手敬礼时，国旗护卫队的学生们都感受到了老人身上
的爱国主义精神，个个腰杆挺得笔直，热烈鼓掌，那一刻，在场的
每个人都热泪盈眶，场面很是震撼。

他说，自抗美援朝纪念墙建成后，每年在10月25日抗美援朝
纪念日的那一周，学校的国旗下讲话都会围绕抗美援朝精神展开。

龙润一是该校高二（8）班的学生，也是学校校刊《花季骑士》
的编辑。他介绍，今年11月，内刊的第50期中，多名学生的文章
中都提及了309名学子参军的事迹对自己价值观有很大影响。
有学生送给陶伟一句话：“轻甲快箭穿云霄，空中百米拼刺刀。”

龙润一说，眼下高中学习压力较大，三百学子投笔从戎的事
迹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听了陶伟、李超民、钱治光等老校友的
事迹报道后，给了自己很大鼓励。“只要足够坚强、足够勇敢，就
没有过不去的坎。”

长江日报讯（记者耿珊珊 通讯员李喻寰）12月16日起，长江
日报《三百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采访活动启动以来，湖北省
武昌实验中学（以下简称省实验）校长汪拥军在海南参加全国优
秀中学校长教育思想研讨会间隙，通过电话向记者介绍了相关
情况，并表示学校开放档案材料、安排专人对接，全力配合记者
专访。

12月19日，省实验校长汪拥军、党委书记代江连再次高度评
价309位学子的感人事迹和长江日报系列报道。他们表示，三百
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事迹是学校宝贵财富和红色资源，值得
发扬光大，对今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深远意义。

省实验发轫于清代重臣张之洞建立的近代新式学堂。
1920 年，何膺恒辟武昌古城中明清贡院为校址创办新学。该校
地处明清贡院、武昌文庙旧址，是“惟楚有材传说”非物质文化
遗产所在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该校是湖北省最早以“实验”
命名、进行基础教育系列改革的中学。现校名由毛泽东主席亲
笔书写。

汪拥军介绍，省实验坚持“以生为本、以师为贵、以德为先、以
研促教、以文化人”，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红色革命文化、
弘扬实验创新文化。近百年来，该校的学生心怀天下，把个人前途
同时代需要、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贡
献。“新时代，坚持以文化人，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在他们心中厚
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显得尤其重要。”

202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施行。
该法明确规定：国家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各级各
类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办好、讲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各类学科和教材中。

“三百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事迹，不仅是学校的宝贵财
富，也值得全社会高度关注。”代江连表示，眼下，学校正在筹划编
写国防教育校本课程的教材，准备将这段历史纳入其中。同时，新
的校史馆正在修建中，将开辟专门的“红色基因”板块，生动展现这
段历史。

毛主席亲笔书写校名

“三百学生投笔从戎”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省实验：309位学子事迹将编入校本教材

新校史馆将开辟专题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