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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热评

一日 东湖邂逅一条“发光”的路

■长江日报记者樊友寒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在乘坐网约车时留意到，司机一边
开车一边用车载屏幕刷短视频。近20分钟的车程，司机频
繁看向驾驶座右侧的车载屏幕。

驾驶途中使用车载屏幕看视频存在行车风险吗？是否
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车载屏幕越来越
智能，尺寸也越来越大，不仅能满足导航、后视雷达等行车需
求，还能下载各类视频播放器、小说阅读器，满足使用者的娱
乐需求。

2月17日至20日，记者采访了十多名车主，近一半车主
表示曾在驾驶途中使用车载屏幕看视频或小说，其中有3名
车主称曾因此发生过交通事故或违章行为。

张先生今年26岁，驾龄5年，开车时常用车载屏幕看搞
笑视频解闷。半年前的一天晚上，天空飘着小雨，他下班后

开车回家，照例用车载屏幕播放视频，不时瞟几眼。据他回
忆，事故发生时，他行驶在最左侧车道。因为看视频分心，加
上雨天路滑，他没能第一时间注意到前方右侧的车变道，等
发现时踩刹车已来不及，一头撞了上去。事故导致张先生的
车一侧车灯被撞毁，对方的车也有损坏。“本来以为自己开车
特别有谱，意外来临才发现不是这样。”张先生说，“之后我开
车再不敢看视频了，顶多听听有声书。”

刘女士今年31岁，驾龄9年。她住在汉口，工作在光谷，
每天开车上下班，通勤时间超过2小时。为了解闷，起初她会
用车载屏幕听听音乐和小说，后面发展成看小说和视频，“尤
其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很好打发时间”。近日，刘女士回家驾
车途中因看综艺在10分钟内连闯2次红灯，第二次甚至差点
撞到骑电动车的外卖员。她告诉记者，当时路上车辆较少，
她没有平时警惕，加之上了一天班，精神本就有点难集中，又
被综艺分了神，“还好没造成事故，以后再也不敢这样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

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
驶的行为”。那么，驾驶过程中通过与手机、电视功能越来越
相似的车载屏幕看视频是否可以？

2月18日，记者致电市公安局江岸区交通大队，工作人
员介绍，驾驶过程中使用车载屏幕看视频或小说均属违规行
为，若发现网约车司机有类似操作，建议乘客向平台举报。

“若有证据证明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用车载屏幕看视频，该
驾驶员将受到处罚。”一名在职多年的交警告诉记者。

“有些车辆的车载屏幕在行驶过程中会被强制锁定娱乐
功能。”陈女士是一位新能源车车主，她发现自家车一旦进入
行驶状态，原本在播放的视频页面就会被强制退出，视频播
放器全部被锁定，显示“驻车时可用”。

此外，记者了解到，还有一些车辆安装了正副两块车载
屏幕，靠近主驾驶的正屏未设置娱乐功能，主要用于辅助行
车，靠近副驾驶的副屏可以下载娱乐软件，车辆行驶过程中
也可使用。

有人开车用车载屏幕看视频
几位车主向记者现身说法提示行车风险

长江日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向丽华）今
年总台春晚武汉分会场，汉口江滩横渡长江博物
馆滨江广场的编钟排列蔚为大观，编钟乐声让海
内外观众感受到穿越时空的震撼。为留住这份美
好记忆，市江滩管理办公室决定留下其中三套编
钟在横渡长江博物馆展出，供市民近距离参观感
受两千年前的荆楚文化瑰宝。

2月21日下午，长江日报记者来到横渡长江
博物馆，临江一面的蓝色指示牌上写有“央视春晚
武汉分会场拍摄地”。编钟存放在横渡长江博物
馆负一楼，分几处排列陈放，在大小、造型、色彩上
和省博馆藏的曾侯乙编钟几乎一模一样。

市江滩管理办公室公共服务科负责人贺爽介
绍，这批编钟共有30多套，当晚演员演奏的两套
编钟是仿制件，可以敲击出曾侯乙编钟一样的乐
声，演出结束后已交还。目前暂存于横渡长江博
物馆的余下编钟，是编钟模型，非金属材质，不能
用于演奏，但造型和曾侯乙编钟一样，仍有重要的
观赏价值和纪念价值。

横渡长江博物馆将留下其中三套模型编钟用
于展陈，以便让市民、游客记得这里是央视春晚武
汉分会场拍摄地，勾起春晚武汉分会场横渡长江
博物馆舞台流光溢彩、编钟乐舞画面的美好回忆，
同时让大家近距离感知曾侯乙编钟的样貌，增进
对荆楚文脉和江城武汉文化底蕴的认知与自豪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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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前，演员在横渡长江博物馆临江广场彩排，其中编钟背
景格外壮观。

周末到了，给大家分享一个
有趣的地方，非常值得晚上去

哦！
2月15日晚，我和朋友刚吃完晚饭，

一看时间，离电影开场还有段闲暇时
光。很巧的是，当时我们正好在东湖附
近，而我一直对东湖心心念念，一切都刚
刚好！我当即提议：“要不趁着这会儿去
东湖转转？”朋友欣然响应，于是我们直
奔东湖听涛景区。

我们沿着碧潭观鱼的湖中小道漫
步。景区人不多，非常安静。深蓝的天
幕轻柔地铺展在头顶，暖黄的灯光温柔
地洒在地面，偶尔有几个人悠闲地散着
步。我们的心情也很快放松下来，尽情
享受着夜晚独有的安宁。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屈原纪念馆附
近。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我一
下来了兴致，好奇地问朋友：“是有人在
树林里弹奏吗？”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
武侠电影里，武林高手在月夜树林中抚
琴的画面。朋友笑着摇了摇头：“说不定
是播放的音乐呢。”尽管心里猜测着，但
我们按捺不住好奇心，顺着声音的方向
走去，一心想探个究竟。

我们没走多远，一条会“发光”的小
路出现在眼前。凑近一瞧，地面光影流
动，一行行古诗词随着音乐流淌，我忍不
住读了起来：“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
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
离。”原来投影的是屈原的《离骚》。不一
会儿，画面“唰”地一变，一片荷塘出现
了，荷叶、荷花摇曳着，锦鲤在“水”里撒
欢儿游，音乐也变得欢快起来。

更让人惊喜的是，我们每走一步，脚
下就会生出一朵花，回头望去，一路繁花
相送，真的超级梦幻！

我一边欣赏着眼前奇妙的景象，一
边和朋友感叹：“太赞了，就像走进了一
幅流动的唯美画卷。”看着不停变换的光
影，我们对东湖的好感“蹭蹭”往上涨。
离开小路时，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
相遇，不知道下次来，又会邂逅怎样的惊
喜。

对了，这条宝藏小路就在屈原雕像
的正前方，每晚七点半“发光”，趁着周末
去打卡吧！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QULU 东湖听涛景区会“发光”的小路。

美图

看到气温慢慢升温，心情也跟着明
媚起来。春天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

期待万物复苏的美好景象，很快就可以踏青啦。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倍有福气 点评

《升温，武汉直冲27℃！》
（整理：戴容）

花径

光谷西苑公园，片片梅花轻舞落地，一位女孩
正凝神静气，捕捉不期而遇的美丽。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李长林

长江日报讯 2月21日上午，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多学科
协作专家团队成功为一位长期受酒精依赖困扰的七旬老人完成
了“戒酒芯片”（盐酸纳曲酮）植入治疗。此次手术过程安全，在
武汉市尚属首例。

今年71岁的张先生（化姓）年轻时因工作压力大，常借酒消
愁，酒瘾逐渐加重。酒后的张先生常常与家人发生冲突，家庭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无奈之下，家人带着张先生来到武汉市精神
卫生中心寻求治疗。住院期间，家属了解到该院引进了“戒酒芯
片”植入治疗技术，果断决定尝试，张先生也因此成为湖北省老
年群体中首位接受该手术的患者。

“戒酒芯片”真能帮助戒酒吗？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成瘾病
区负责人王刚介绍，“戒酒芯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芯片，而是通
过在患者体内植入盐酸纳曲酮药剂达到戒酒目的。手术时，只
需在患者肚皮上切开一个约5cm大小的小口，将药物一次性植
入，药物便会在体内缓慢且稳定地释放。“整个手术在局部麻醉
下进行，不仅速度快，而且安全性高。伤口很小，对病人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几乎没有影响。”

与传统口服药物相比，盐酸纳曲酮植入剂优势明显。王刚
表示，一次植入后，药效可持续150天以上，有效解决了患者因
遗忘服药或依从性欠佳而导致的治疗难题，能显著提高患者治
疗的依从性，为酒精依赖患者和阿片类药物依赖患者提供稳定、
持续的戒断支持。

“植入这种‘芯片’后，可以有效消除患者饮酒快感，从源头
上阻断饮酒欲望。一般来说，坚持半年不喝酒就可以基本戒掉
酒瘾，所以往往只需要植入一次就够了。”精神卫生中心成瘾病
区副主任医师杨雪介绍。

王刚表示，虽然盐酸纳曲酮植入剂适合大部分有戒酒需求
的患者，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仍需谨慎使用。

（翟兰兰 邓盛强 陈识 杨雪）

武汉开展首例
“戒酒芯片”植入手术
药效持续150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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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城市因文明而美丽
生活因文明而美好

美文

一锅热腾腾的猪蹄煨藕汤，正散发着诱人的
香气。色泽鲜艳，令人垂涎欲滴。轻尝一口，肉质
酥软，入口即化。莲藕的清甜与猪蹄的醇厚交织在
一起，每一勺都蕴含着满满的幸福感。这道舌尖上
的美味，真让人沉醉其中。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冰心晨雨1984

舌尖上的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