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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美图热评

周二之约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 江 日 报 社

合
办

长江日报讯（记者耿珊珊 通讯员张彤）2
月25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长江日报联
合举办的法律服务栏目“周二之约”将邀请江
夏区人民法院乌龙泉人民法庭原副庭长石英
（现为江夏区人民法院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
庭长）做客直播间，和网友深入探讨交通事故
纠纷的化解之道。

乌龙泉人民法庭是典型的乡村法庭，服
务周边24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辖区人口4.6
万人，辖区面积约180平方公里，设有3个巡

回审判点。
乌龙泉人民法庭受理的婚姻家庭、民间

借贷、交通事故等涉民生案件占总案件数的
3/4。近年来，乌龙泉人民法庭通过深入扩展
法庭工作前沿，延伸司法服务触角，创新庭前

调解模式，切实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乡镇，矛盾不上交”。

石英说：“现在的乡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车，很多村民普遍驾驶三轮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出行。大家都知道买车就要买保险，但对

于保险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有人认为买了保
险发生事故就不用出一分钱，有人认为买了
保险不管是什么情况都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
付。”届时，石英将在直播间以案释法，讲述如
何依法化解交通事故纠纷。欢迎广大网友积
极参与互动。

长江日报讯 2025 年“我家新疆有
棵树”生态公益林爱心捐活动2月20日
启动后，社会各界广泛响应，多位爱心人
士参与并积极代言宣传，鼓励大家踊跃
参与。

全国道德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董明一直投身于公益事业，其爱
心志愿者团队开展了多项公益活动。得
知认捐生态公益林活动后，董明觉得十
分有意义。她说：“绿色发展、大美新疆，
我愿为‘我家新疆有棵树’代言，希望看
到新疆的果实飘香，也希望更多爱心人
士参与认捐活动。”

2023年“我家新疆有棵树”公益项目
首次启动时，武汉市紫珈公益团队负责
人徐紫珈和她的团队成员积极认捐。这
次，得知那批认捐的果树已经蔚然成林，
大家都非常高兴。徐紫珈说，新疆茁壮
生长的树苗如同绿色希望，传递着温暖。

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小太阳天
鹅湖幼儿园刚满6岁的小女孩王子涵从
老师那儿了解到认捐树木的事情，一回
到家就跟妈妈说：“我也想认捐一棵海棠
树。”她还认真地说：“树木能让我们的地
球变得更漂亮，还能让空气变得更好。”

（喻敏 王昱麟）

“我家新疆有棵树”认捐方式：

识别小程序后点击“我要种树”，可选择“个人认种”“集体
认种”或“一起拼棵树”，选定心仪的选项
后支付190 元植树款，点击“认种”即可
完成。每棵树都设有标识牌，标注认捐
人编号、姓名及联系方式。该小程序已
实现一键种树、个性命名、多人拼树、证
书生成等功能。认捐费用将直接转入武
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立的“我家新
疆有棵树”专项基金。 扫码认捐公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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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驹、王良华、王良凤、王良骐、王良久、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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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铨、吴斌、吴梅莲、吴梅玲、吴婷、吴侠桂

朱新元（证载为朱心元）、朱新中（证载为朱心中）、江汉区中山
大道584号（已更名为江汉区中山大道686号）的房屋所有权人

阮汉珍、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680号房屋其他所有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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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清芬片旧城改建项目《房屋征
收决定书》（江汉房征决字〔2017〕第4号），对江汉区清芬片旧城改建项目征收范围
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因下列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就补

偿事宜达不成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等相关规定，武汉市江汉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已申请对下列房屋（详见附表）作出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经审查，我区决定受理，现将受理情况予以公告。
关于受理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公告

陪坐地铁“成就”儿子开心的一天
如果你有一个爱坐地铁的孩

子，那你带娃将易如反掌。
去年8月，我的5岁儿子从老家来武汉

后爱上了地铁，并为之着迷。
着迷到什么程度呢？儿子每天都想让

我们带他去坐地铁。去幼儿园的时候，他放
弃乘坐便捷的校车，而是提前从家中出发，
步行13分钟，只为能够搭乘那短短10分钟
的地铁。

为了满足儿子对地铁的热爱之心，我和
家人开始投其所好：每次上兴趣班前的“谈
判筹码”是，我们陪他乘坐不同的地铁线路；
当他学习认字不够专注时，就通过乘坐地铁
把地铁站台和车厢里涉及的字都认全了……
渐渐地，他对武汉地铁的每一条线路、每一
个换乘站点都了如指掌。到后来，我们报给
他起始站点，他能够比手机软件更快地给出
是地铁几号线、可以在哪个站点换乘，让我
们惊喜不已。

但是，这样长此以往，我们实在有些
吃不消。幸亏我的公公、婆婆很给力，他
们愿意每天陪伴孩子乘坐地铁，体验每一
站的新奇。我给儿子打印了整整五大张
武汉地铁线路图，每一张都因他的反复翻
看而留下磨损的痕迹。儿子过生日那天，
我的婆婆特意在网上为他选购了一幅巨
大的地铁线路图作为礼物，让他爱不释手
并予以珍藏。

此外，我们家里经常发生和地铁相关的
有趣对话：

“爸爸、妈妈周日下午可以带你坐地
铁。”“你们带我坐地铁就是开心的一天。”

“爷爷把你的地铁玩具修好了。”“今天
修好了地铁玩具，爷爷真是让我拥有了开心
的一天！”

哈哈，这孩子！我们希望你永远对周边
事物充满好奇，我们支持你！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胡女士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讲文明 树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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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我听朋友说起过这种菜，觉得挺有意思。我准备这周买点尝尝，就是
不知道用它炒腊肉是什么味道。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可口也可乐 点评《最近超火的“板蓝根青菜”，你尝鲜了吗？》

在武昌江滩，大人和孩子正在享受悠闲时光。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陈胜平 摄享受悠闲时光

江夏区法官今日做客“周二之约”直播间

邀你探讨买了保险如何赔付

（整理：沈欣）

长江日报讯（记者冷靖华）2月24日，江汉区航空路小学、
卫星村小学改造工程启动。这两所学校将通过一座空中连
廊实现连通。空中连廊预计今年7月开工，2026年9月投入
使用。

航空路小学和卫星村小学地处市中心，因建成年代久、空
间狭小，面临学位紧张、活动空间不足等问题。改造项目创新
采用“天空校园”设计，在两校教学楼二楼搭建悬浮的“空中平
台”，并以渐变蓝橙色的跨街连廊连通，实现兴趣教室、食堂等
资源共享，新增活动空间。

长江日报记者现场探访时，学生家长刘思晴说：“我听说以
后这里会变成一所大学校，孩子们的读书环境越来越好了。”

“我们融入‘无痕交通’理念，采用空中连廊方式解决两所
学校被万松园横路隔开的地理位置难题，将两所学校打通连
接。”设计师李涛表示，此举不仅破解地理分隔难题，还通过立
体绿化提升学生幸福感，探索中心城区校园“向上发展”的新
路径。

据介绍，这种武汉独一无二的“天空校园概念”可让两所
学校共用兴趣教室、食堂和教学资源，产生“1+1＞2”的效
果。连廊下的新建区域还能给学生增加更多活动空间，增强
安全性。

设计团队在前期勘察中发现，孩子们课间休息要下
楼到一层，短短 10 分钟跑上跑下，时间紧张。为破解这一
难题，此次改造还将在两所学校教学楼的二楼各打造一
个悬浮的“空中平台”，将学校内原本各不相关的场地整
合成一体。

考虑到学校名称与航空航天元素相关，设计团队选取了温
暖、干净、有活力的蓝色和橙色，寓意山川、海洋和星辰大海。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改造提升，打造武汉市中心城区学
校更新的样板项目。”武汉城建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校园
更新是城市更新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激活校园空
间、提升校园品质，还能为区域注入新的活力，让城市更加
宜居宜业。

江汉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称，航空路小学、卫星村小学改
造工程是江汉区“旧校焕新”试点项目，将探索教育行业改造
样板。该项目按江汉区一初学苑系标准来打造，树立区域九
年一贯制教育标杆。

一座空中连廊将连起
市中心两所小学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2月20日，长
江日报刊发消息《董浩叔叔寻找的“小黄同
学”找到了》，引来网友热评。有网友说：

“太感人了！谢谢你，董浩叔叔；小黄同学，
因为寻找你，勾起我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回忆。”

2月24日，知名主持人董浩寻人故事的
主角、长江日报记者黄莹回到故事的起点——
武昌区新河街小学。据了解，黄莹的信写于
1994年11月7日。她当时11岁，就读于武昌
区新河街小学六年级（1）班。

回到母校，黄莹见到了当年的班主任、如
今已经80岁高龄的胡竹仙老师。胡老师说：

“当时，学校老师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这么一个
小黄同学，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黄莹，我对她印
象深刻。没想到30年后我们因为这封信又
见面了。”

黄莹向现在的603班学弟、学妹们分享
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受董浩叔叔的影响，黄
莹从小就希望长大后从事媒体工作。本科和
硕士研究生阶段，她都就读于知名高校。读
研一时，已经学了一学期外语专业的她毅然
决定转到新闻学专业，从头开始学习。毕业
后，她曾报考中央电视台。后来，她一直在媒
体行业从事编辑、记者等一线工作。

因为一封信，三代人开启跨越时代的对
话。603班学生吴俊熙说：“小黄学姐从小树
立理想并一直为之奋斗，是我学习的榜样。

小黄学姐的故事是从一封信开始的。正是因
为写在纸上，所以它才保留了30年。我们这
代人几乎不写信了，我上次写信是写给妈妈，
她过生日，我给了她一个惊喜。写信不再是
为了传达信息，而是变成了一种仪式感，显得
更加珍贵。”

胡竹仙是语文老师，写信是她教的每一
届学生的“必修课”。她说：“那时候信息闭
塞，远距离沟通非常困难，写信成了人们寄
托情感的首选方式。写信需要构思、排版、
逻辑，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心里话，能很好
地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信息时代，
一个电话、一条微信，沟通越来越便利，书
信被束之高阁，通过文字传递的情感仿佛
变淡了。”

胡竹仙认为，虽然书信不再具有实用功
能，但它依然是一种语言工具。“我建议，老
师可以在传统节日到来时把写信作为学生
的实践活动，让他们给父母、朋友甚至祖国
写信，让他们了解这一文化并爱上书面表
达。”

据了解，黄莹的孩子已经读初中。她回
忆，孩子读小学六年级时，班主任组织开展了
一次“时空信箱”活动——每个学生的家长给
自己的孩子写一封信，然后让学生10年后再
去读。大家都很认真地写信并用信封装上，
交给班主任保管。

黄莹说：“写信是汉语表达的一部分，一

笔一画间传递的都是情感，不能丢。这不仅
是一种技能，还能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祖辈
的历史。不过，我觉得不用刻意去写信。互
联网时代，孩子们接触到的信息是海量的。
其实，生活就是‘大语文’课堂。我希望学弟、

学妹们能成为有心人，在生活中学习表达、交
流，感受文字的魅力。”

分享结束后，黄莹与老师们互留了联系
方式，她和胡老师约定，要互相再写一封信，
作为珍贵的纪念。

30年后“探亲”格外亲

董浩叔叔要找的“小黄同学”回母校

黄莹（左二）与学弟、学妹们交流。 长江日报记者覃柳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