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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武汉天气：阴天有小雨，3℃~6℃，偏北风3到4级、
阵风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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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2月1日出版的第3期《求是》

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016年12月12日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
时讲话的一部分《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文章强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尊老爱幼、妻贤夫
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
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支撑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
精神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
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
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要重视家庭文明建
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
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

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
社会文明。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

密相连。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
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
善上。同时，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只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家庭梦才能梦想成真。广大家庭
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
中，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教。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
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
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作为父母和家长，应该把美
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
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
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
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
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
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
的归宿。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
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
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
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严格要求亲
属子女，过好亲情关。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负起领导责任，工会、共
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积极组织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
各方面要满腔热情关心和帮助生活困难的家庭，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部门要发挥统筹、协调、指导、督促作用，动员社会
各界广泛参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
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全文详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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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 1月31日大年初三，年味正浓。市民朱

筱萍与江汉区10余名残疾人好友来到中山公园，这是大
家约定的新春第一次出游，虽然下着小雨，但计划不变：
游公园、逛商场、吃美食、看黄鹤楼。

细雨给中山公园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薄纱，喜庆的大
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公园内的广场入口，一条铺
设有特殊防滑地砖的无障碍通道，让残疾人代步车轻松
进入、稳稳停住。

于冬梅拄着双拐来到一片郁金香边，眼前的郁金香
正肆意绽放，红的似火、粉的如霞。她兴奋地说：“春节能
看到这么美的郁金香，今年肯定是个好年！”又急忙着喊
大家快过来拍照。

尽管身体各有不方便，但在花海美景旁，每个人都很
陶醉，有的与花贴脸，有的直接跳舞，大伙儿纷纷用手机
定格这美好的瞬间。

在公园的一隅，园史陈列馆节日期间依然开放。现
场，大门侧边无障碍坡道平缓，扶手表面经过特殊处理触
感舒适，地面和扶手栏杆上都有醒目的无障碍标识。

进入馆内，展品摆放错落有致，留出了足够空间供轮
椅自由通行。朱筱萍说：“春节能来这儿参观，能享受这
么便利的设施，真是一种特别的春节体验。”

58岁的殷红卫手机里装有高德无障碍导航，他特意
设置从武汉长江大桥穿过，和大家一起看看春晚后的黄
鹤楼。

此时，细密的雨丝如银线般纷纷扬扬，黄鹤楼笼罩在
一片朦胧的烟雨之中，像是一幅淡墨山水画。

当代步车沿着无障碍道路前行，缓缓路过黄鹤楼时，
原本安静的车内瞬间沸腾起来。“快看，可以看见黄鹤楼
了！”有人用手指着前方说。

大家纷纷侧向窗边，有的用手机拍照，有的说第一次
雨中看黄鹤楼，有的聊起春晚里黄鹤楼流光溢彩的样子。

无障碍导航很轻松将大家送到武昌中商广场内的鸿
牛鲜面馆。这里入口是一条无障碍通道，坡度设计得恰
到好处，通道地面铺设着特殊的防滑地砖，两侧安装着高
度适宜的不锈钢扶手。

不一会儿，其他残疾人朋友也陆续到达。大家互相
打着招呼，送上新年的祝福，小小的面馆里充满了欢声笑
语。此时，热气腾腾的面条被端上了桌，红亮的汤底上漂
浮着翠绿的葱花和香菜，鲜嫩的牛肉片铺在筋道的面条
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分享着过去一年的点滴和新年的
愿望。老板梁焱峰也是位残疾人，过来和大家聊天……

65岁的秦家敏说：“残疾人平时出门少，这次出来玩，
看到到处都有无障碍设施，生活各方面都很便利，心里真
是暖乎乎的！”

（喻敏 钱建芳）

■长江日报记者李琴

隆隆鼓声中，一束光直冲天际。刚刚过去的2025蛇年
春晚，光谷作为武汉分会场首个镜头惊艳亮相，星河广场、
光谷空轨、“马蹄莲”等地标建筑令亿万观众心潮澎湃。

从一束光到一座城，光谷是武汉这座“英雄之城”创新
力量的代表。跟着春晚游光谷，一条贯穿科技硬实力和人
文软实力的“赛博光谷”游览路线徐徐展开。

春晚武汉分会场“第一眼”
星河广场光影秀持续上演

2025年蛇年春晚开场30秒，全球观众对武汉的“第一
眼”，就是在光谷星河广场“燃”起，直冲云霄、变幻万千的那
束光。

1月30日晚6时许，武汉地铁光谷广场站出口处，人头
攒动，热闹非凡。从1月26日至元宵节，以星河广场周边雕
塑和建筑为创意载体的星河广场光影秀将持续上演。

“10年前我以为光谷广场是武汉的‘尽头’，没想到原来
它是起点”。星河广场上的“星河”雕塑是全国最大的单体
钢结构雕塑，造型如蜿蜒奔流的江河，是见证光谷一路向东
发展的地标建筑。广场下方的综合体被誉为亚洲最大的立
体交通枢纽中心，以360°环形连接珞喻路、鲁磨路、民族大
道、光谷步行街。

作为春晚武汉分会场的执行团队之一，武汉风采演艺
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采演艺”）总经理张威从2024年
12月开始，就和团队一起为这个项目忙碌。他介绍，星河广
场内大概有200多盏光束灯，舞台里区整个辐射范围大概有
上千盏，前期的彩排和调试由无人机协同完成，无人机在天
空中逐一确定位置，工作人员则在控台操控各种效果。

（下转第二版）

200万人次游客体验空轨

这个春节特意带父母来感受“赛博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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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来“拜年”

“快看，3头长江江豚，它们给武汉人拜年了！”1月30日13
时30分，新洲区生态志愿者在新洲双柳长江大桥附近江面见到
长江江豚出水“拜年”的画面。

长江日报记者金文兵 通讯员赵霜洗 杨河 摄影报道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衡）“请
问这里是春晚取景的地方吗？”1
月31日大年初三，江汉路烟火巷
美食街临街档口干板茶熏鸡腿
店，不时有外地游客一边比照着
手机里的春晚截图，一边向店铺
老板徐德富询问。

2025 年蛇年春晚，演员朱一
龙再饰“三哥”领着“武小文”到江
汉路烟火巷拜大年。让这条美食
街以“春晚同款”的身份在社交平
台火出圈，不少游客在此拍照打
卡，品尝美食。

当日中午11时，徐德富和同
事来到店子，开始一天的经营。
自除夕夜开始，徐德富在不到5平
方米的档口里忙得不可开交，每
天从上午 11 时经营到深夜 12 时
30分。“一分钟没坐，晚饭都是简
单扒两口。”

“不仅拍照打卡的游客多，生
意也比之前火，昨天一天销售额
近 2 万元。”徐德富说，以往节假
日，晚上9时后顾客就逐渐少了，
店子11时左右关门。1月30日忙
到转钟，深夜12时还有顾客排队。

下班时，已到大年初三凌晨1
时 30 分，是徐德富从事这行 4 年
生意最好的一天。他说，晚7时是
最忙时间段，排队等候的游客超
40 人，一小时卖了 80 多单，破了
2024 年十一假期一小时 50 单的
纪录。

“以往一单可能烤两三个鸡
腿，春节期间一单有四五个，还有
上十个的，一家人买来吃。”徐德
富说，受设备限制，如果多一台烤
炉，突破100单也有可能。

“来两份热干面。”王迎霄在
烟火巷经营着一家面食馆，见顾
客点单，她麻利地将面下锅。

王迎霄的档口不仅经营热干面，还卖牛肉面、花甲
面、福州肉燕等。王迎霄说，这几天热干面最畅销，1月
30日卖了200多碗，比平常多三四成。

“正宗武汉热干面，跟咱们贵州卖的热干面味道不
一样呢。更辣，更好吃。”听到游客的夸赞，王迎霄回复
说：欢迎多来武汉。

游客赵冰来自西安，大年初二晚开车载着家人抵达
武汉，江汉路步行街烟火巷是他打卡武汉的第一站，他
还计划打卡吉庆街、汉口江滩、黎黄陂路、武汉长江大
桥、黄鹤楼。他笑着说：第一次来武汉，跟着春晚的线路
走。

在赵冰看来，江汉路历史建筑群很有氛围感，背街
小巷里是满满的烟火气和年味。“计划五一假期再来一
次，彻底将武汉玩个遍。”

与残疾人朋友相约“新年第一游”

游公园逛商场一路无障碍，心里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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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烟火巷一美食档口排起长队。
长江日报记者张衡 摄

在流光溢彩的星河广场，外地游客兴奋地用手机拍照留念。 长江日报记者高勇 摄

1月31日，在中山公园，于冬梅（右三）、朱筱萍（右四）、
殷红卫（右五）与朋友合影。 喻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