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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武汉天气：阴天转小雨，6℃~13℃，偏北风转偏东风
2到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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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会开在返乡企业家门口

地热资源产业链引来9亿元投资
聚力建支点 夺取开门红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衡 通讯员张啸）位于蔡甸区西北部
的索河街道，与汉川接壤。蛇年大年初六，总投资约9亿元的
石山商业综合体项目在武汉这个偏远的街道签约落地。该
项目位于石山堡村，建成后将集纺织工业电商中心、民俗文
化展示厅、酒店、超市、住宅等于一体。

13日，在向长江日报记者介绍这个项目的落地过程时，
索河街道负责招商的副主任张耀深感欣慰，“跟踪这个项目
大半年时间，终于有了成果。”

张耀说，今年春节，他与同事只休息了两天，“楚商回汉
过春节，这也是难得的招商机会，我们自然要在岗”。

去年腊月二十四，在长沙经营纺织、服饰生意的袁长江
回乡探望父母和亲友。

得知这一消息，街道的招商团队并没有急着上门拜访，
而是通过电话预约第二天拜访时间，“旅途劳累，要给人家留
出休息、团聚的时间”。

第二天上午，张耀和同事与袁长江坐在屋前的空地上，
晒着太阳、嗑着瓜子、吃着花生。这场简易又接地气的招商
推进会上，双方敲定了这个9亿元项目的投资细节，并达成签
约意向。

“电话沟通交流几个月，不如见面交流半个小时。”张耀
说。

其实，这个项目的落地并不像张耀说得那么轻松，前后
经历了7年多的反复协调。

早在2017年，袁长江就有返乡投资的想法，他当时将一
个仓储项目落户索河街道，无奈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落地。
但双方此后的联系从未中断，袁长江逢年过节都会收到来自
家乡的问候。

去年7月，索河街道招商团队跑遍北京、上海、天津、长沙
等国内各大城市，向蔡甸籍企业家大力推介索河的“天赐山
水”，作为索河籍企业家、长沙武汉商会副会长，袁长江成了
重点拜访对象。

家乡的变化也令袁长江心动：“索河多丘陵，风景好，以
前却是个穷地方。招商干部告诉我，当地正打造地热温泉小

镇，借助地热资源打通产旅融合发展产业链，已建成运营十
多家特色民宿，去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

袁长江说，有游客就有消费，家乡还是很传统的农村集
镇，商业接待能力几乎是空白。在与索河籍的长沙企业家、
招商团队坐在一起开展一次“头脑风暴”后，他有意在家乡打
造一个商业综合体。

袁长江说，去年腊月二十五的会谈，让他的项目规划及
定位越来越清晰，“只等恰当时间签约”。

大年初一上午8时，袁长江在进山的路上凑巧遇到了正
在加班的张耀。张耀邀请他参加大年初六街道举行的集中
签约仪式及索河籍企业家座谈会。

2月3日，大年初六，索河街道会议室内格外热闹，集中签
约4个重大项目，投资总金额16.8亿元，这其中包括石山商业
综合体项目的9亿元投资。

在当天的企业家座谈会上，袁长江说：“以前，我常常会向
长沙的朋友介绍家乡好、家乡美。但他们一提出要过来玩的时
候，我就不敢接茬。现在街里有民宿、有美食、有景区，让我有
了接朋友来索河玩的底气，这也是我投资项目的底气。”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五十七次主任会议

长江日报讯（记者高萌 通讯员王晓珊）2月14日，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胡立山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关于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意见的督办情况，包括关
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实施情况报告、
关于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报告、关于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综合报告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关于市
公检法机关2023年度办案质量检查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督
办情况。会议决定，将以上审议意见研究办理情况报告书面
印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工作要点。会议强
调，要把牢政治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
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在市委领导下依法履职、开展工作；（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聚焦光谷：一束光的中国力量
长江日报讯（记者 李琴）2 月 16 日出版的 2025 年第 4 期

《求是》杂志刊登中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的文
章《一束光的中国力量》，讲述东湖高新区持续推进科技创新、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武汉东湖高新区，又称“中国光谷”,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重要实践地之一。从1988年成立至今，
30多年来，东湖高新区充分发挥科教资源集聚、人才资源富集
优势，坚持政、产、学、研一体化推进，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把“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推
向前沿和纵深，相继在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在光
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

文中称，东湖高新区瞄准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探索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之路。东湖高

新区的实践表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事
关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核心技术接续突破不断催生新兴产
业，是掌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塑造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过去一年，中央媒体高频聚焦光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光
谷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产城融合，触摸光谷发展脉动、传递光
谷生长声音。其中，人民日报多次头版报道，央视《新闻联播》
报道9次，各类央媒聚焦近200次。

数据显示，2024年，东湖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200亿
元，增长 7.1%，经济总量占省、市比重分别提升至 5.3%和
15.2%，省市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的地位更加凸显，在全国高新区
的综合排名由第9位升至第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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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流量变为能量
长江日报评论员鲁珊

这个周末，梅花全城绽放，仿佛春天的前奏，即将开启
武汉“看花季”的盛宴。

自今年成为春晚分会场以来，武汉一直是高流量城
市。武汉分会场的惊艳亮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汉口里、
江汉路等成为外地朋友的打卡地和秀场。元宵晚会上的

“汉味民谣”更是风情独具，吸引不少人前来一品“汉味”。
武汉的春天近年来是国内顶流，可以想见，接下来的武汉，

“出门俱是看花人”，繁花与人流将组成武汉盛大的春天。

武汉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线上线下很多目光聚焦
武汉。展现一个什么样的武汉，也正是展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在互联网时代，不只是个人，城市也进入流量时代。
一方面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一批重点城市比
过去受到更多关注，城市发展、事件，甚至瞬间都有可能成
为焦点；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世界连成一张网，城市角落
的一张照片有可能成为互联网上的热搜话题。

对城市来说，流量是机遇，也是再接再厉的助力。就

以“看花”为例，近些年来，武汉在生态建设上持续发力，稳
扎稳打向前走，如今成为“春城”正是厚积薄发的结果，而
人潮汹涌而至时，如何提高人们的“体验感”，让更多人乘
兴而来，意犹未尽地离开。进一步说，如何将蓬勃的文旅
热潮打造成支柱产业，如何以流量促进城市治理再上新台
阶，把流量变为城市发展的能
量，从拓展思路、技术赋能到精
细化管理都大有可为。

■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

在武汉全民健身中心，想找到余丽桥不难，
她标志性的嗓音足以穿透10多片网球场。

正月初四，春节假期仅沉寂了3天的网球
场又喧闹起来。跟随余丽桥学习网球的孩子一
茬接一茬，这些孩子来自全国各地，训练从早上
8时30分开始，下午5时30分结束，家长们就站
在球场外看着孩子训练，日复一日。

将孩子送到这里训练的家长们，都了解余
丽桥的辉煌。对于那些身处训练场的球员来
说，余丽桥严格、强硬、脾气火爆，而在同事和学
生家长眼中，余丽桥尽责、少言、不世故。

15岁时的一次巧合，余丽桥接触了网球，那
时她不会想到，自己作为运动员、教练员会取得
怎样的成就，更不会想到68岁的自己，在网球
这条道路上仍未完待续。

“魔鬼教练”话不多

站在训练场中央，余丽桥躬身扔球，有时向
左，有时向右。10多个队员排成一队轮番上前
击球，每人5下。如果有人开小差没跟上击球
的节奏，余丽桥会罚他们在一旁做5个俯卧撑
和5个深蹲跳。

球员上前击球时，余丽桥会不断重复动作
要领，如果有队员击球动作一直不对，她会逐渐
变得暴躁，不自觉喊出武汉话。

气急之下，她直接拿起队员的球拍，再次做
动作示范。如果下一次击球动作还不对，她会
直接让这位队员轮空一次。

“她是那种很传统的教练员，非常严厉，如
果接受不了，可以不把孩子送到她这里。”球场
外从早到晚陪着孩子训练的家长们，都熟悉余
丽桥的训练模式。

余丽桥的执教以严厉著称，她自己也知道，
队员们都怕她。早年执教专业队时，她更被称
作“魔鬼教练”。

2004年雅典奥运会备战周期，余丽桥担任
中国网球队教练。在和雅典纬度与湿度相近的
青岛进行集训时，余丽桥的高强度训练甚至引
起了其他教练员的不满。

“每个人训练完就像从游泳池里捞出来一
样，脱下鞋子就能倒出里面的汗，女队员就算来
了例假，也是一样练。”当年集训的艰苦，余丽桥
记忆犹新。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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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梅花之城

武汉竹叶海公园的梅花迎来盛放，市民争相来打卡拍照。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汉阳区：强创新赋能高增长
企业订单不断生产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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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余丽桥仍在教学。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近日，武汉全城梅花进入盛花期，大街小巷、公园景区处
处洋溢着梅花的芬芳，整座城市置身粉色花海，不少网友直
呼武汉为“梅花之城”。

梅花是武汉的市花。武汉人爱梅，不仅爱梅花之美，更
爱其傲雪风骨。从古至今，咏梅的诗词数不胜数。毛主席的

《卜算子·咏梅》更是升华了大众对梅花的认知，“风雨送春
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
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主席笔
下的梅花是春之信使、严寒中的战士，那样生机勃勃，春意盎
然，毫无苦寒之色。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笔下这阕《与
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不仅让“江城”雅称永驻武汉，更
诉说着梅花与一座城市的千年之缘。秦汉时期，长江两岸野
生梅林绵延数十里，楚人称之“香雪海”。南宋时期，居民栽
培梅花已十分盛行，到明清时期，武昌黄鹤楼、卓刀泉，汉阳
梅子山等地成为赏梅胜地。

时至今日，东湖梅园里一株800多岁的“美人梅”年年开
花，东湖听涛景区小梅岭的400余株梅树历经近百年依然人
气不减，每朵花都带着穿越时空的甜蜜祝愿。

整座城就像一本“梅花的百科全书”

梅在城中，城亦在梅中。梅台映雪、梅妻鹤子、梅妃亭；
梅园、梅苑、梅岭、梅林；梅家山、梅子山、落梅轩……千百年
来，散布在武汉的地点和景观不少都因梅得名，整座城就像
一本“梅花的百科全书”，将梅花的故事娓娓道来。

“且喜东湖春早到，红梅万树一齐开。”东湖梅园拥有360
多种梅花，是世界上品种最优最全的赏梅地之一，2万余株梅
树在此盛放，更有变绿萼、台阁宫粉、玉蝶龙游梅、锦红垂枝
等珍稀品种同台演绎，堪称赏梅天花板。竹叶海公园2万平
方米的梅花连绵成海，木兰花谷300亩梅花铺满山坡，沙湖公
园红梅与黛瓦相互映衬，汉口江滩梅花与江景同框，青山江
滩红花绿水小白塔搭配，氛围感十足。此外，武商广场“快闪
式”花漾街区也有红梅盛放，西苑公园红梅与空轨搭配别具
美感，解放公园罕见绿色梅花绽放。在武汉，赏梅这件事，随
时随地都能安排上。

落户武汉的中国梅花研究中心接连培育出远观似雪、花
香馥郁的“雪海宫粉”，花瓣多达65枚的“多子玉蝶”，枝条斜
垂生长犹如花伞的“红台垂枝”等，数十年来为世界新增163
个梅花品种。

梅花已深深嵌入武汉人生活

一步一景皆梅韵，一城风雅尽梅香，梅花已是武汉不少
知名景区的“标配”。在武汉这座“梅花之城”，种植梅花的城
市公园和景区有100多座，其中百株以上规模的梅林多达34
片。全市近10万株梅花，大多数观赏点位免费开放。从中心
城区到新城区，从江南到江北，出门便能邂逅烂漫梅海。

2月16日，从外地赶来武汉旅游的洪先生拍下黄鹤楼和
梅花同框的照片，欣喜地说：“本来只是想来看看武汉地标，
没想到梅花开得正盛，实在是太惊喜了。”得知武汉梅花正处
盛花期，洪先生将本不在旅行计划中的东湖梅园列入“打卡
清单”。

生长在“梅花之城”，武汉人对梅花的喜爱早已幻化成多
样形态，深深嵌入生活。梅花糕、梅子酒、梅花茶包，汉绣中的

“梅开五福”图式……这是独属武汉的梅花风物志。
长江日报记者喻鑫 整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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