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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认捐爱心林

长江日报讯“酸中带甜，像极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历程。”3
月5日，手中捧着来自新疆博乐市的海棠果，武汉市生态环境
局青年员工于海生轻轻咬上一口，心中暖意融融。

共青团武汉市委联合长江日报社、武汉援疆工作队、博乐市
人民政府共同发起“我家新疆有棵树”公益活动后，去年3月，武
汉市生态环境局的青年们积极响应，踊跃捐款23750元，认捐
125棵海棠树苗，并将这片果林命名为“清青生态林”，寓意“水清
山青、清廉青年”，寄托着两地青年对生态环境的美好愿景。

大家在闲暇时曾说，有朝一日，一定要带着家人前往新疆
品尝自己“云种植”的海棠树结出的果实。

3月5日，当这份来自戈壁滩的海棠果出现在眼前时，大
家直呼：“真没想到！”市生态环境局青工委精心策划组织了这
场“品果分享会”，邀请所有参与“清青生态林”共建的青年共

同分享爱心带来的甜蜜和喜悦。
据介绍，今年是“我家新疆有棵树”公益生态林项目收官之

年，市生态环境局青工委号召更多青年组成武汉生态环境青年
志愿服务队，参与认捐活动，持续助力边疆生态环境建设。

（喻敏 王昱麟 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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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心仪选项后支付190元植树款，点击“认种”即可完

成。该小程序已实现一键种树、个性命名、证书生成等功能。
认捐账户：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账号：048010120111000137；
开户行：汉口银行长江日报路
支 行 890488；地 址 ：江 汉 区 天
门 墩 91 号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53420000503581943J

联系方式：027-85499902
18872225568

长江日报讯（记者晋晓慧 通讯员何宇炀 邹卉 赵丽）3
月6日，武汉东湖樱花园正式开园，成片早樱在磨山南麓盛
放，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寻春。园内的云南早樱、初美人
樱等早樱品种正处于最佳观赏期，粉白花海与唐风建筑相映
成趣，呈现“桥、塔、湖、樱”四位一体的诗意画卷。

当日早上7时，东湖樱花园入口处已排起长队。带着孙
女前来赏樱的市民王芳笑着对长江日报记者说：“听说早樱开
了，我们清晨6时就从家中出发了。看到这些花，我的心里暖
洋洋的。”来自广东的游客李先生用相机记录下花瓣随风轻舞
的瞬间。他充满惊喜地说：“我去年错过了盛花期，今年特意
提前规划行程，没想到早樱也这么美！”

东湖樱花园工作人员介绍，园内300余棵早樱树中，曲院

樱艳区域、大草坪及经心书院附近的初美人樱、大渔樱、寒绯
樱等已成片盛放，而早樱数量最多的飞寒樱花苞已缀满枝头，
即将绽放。

记者漫步园内，只见五重塔、虹桥、曲院樱艳等唐风
建筑与早樱相得益彰。游客们隔着园中湖以早樱为前景
与五重塔合影，一秒拍出“塔映花海”的经典画面。游客
们或驻足拍照或穿汉服打卡，沉浸于“花雨沾衣”的诗意
场景。

园内的楚风演出也成为市民和游客青睐的打卡项目。上
午10时许，在五重塔下的大鼓上，身着汉服的演员随着音乐
起舞，时而轻柔挥袖，时而刚劲有力。来自北京、带着家人驻
足观看的张先生说：“孩子第一次在樱花树下看到这种形式的

表演，不停地拍手叫好。”
据介绍，东湖樱花园今年新增两个互动体验项目——经

心书院后方的樱花大道地绘以“地面樱花延伸”为设计理
念，通过彩绘打破景观界限，让
游客行走时仿佛踏花而行，抬头
见花、低头也见花；五重塔旁的
墙绘则通过视觉语言将樱花形
态向下延展，成为游客打卡的一
处新地标。这个樱花季，文创市
集“樱花驿”推出樱花文创包、樱
花发饰、樱花香氛、樱花钥匙扣
等文创产品。

隔空种下“清青林”如今尝到海棠果

这支平均年龄37岁的队伍，用“她智慧”重
构着社区治理图谱：70后军转民警黄惠芬擅长

“战略破局”，80 后调解能手宋珊精通“情感链
接”，90后高材生李梦琪构建“心理干预模型”。
她们将女性特有的共情力转化为治理生产力，
把派出所从“应急救火队”变成“风险防控网”。

在这支社区女子警务团队队员的包里，总

有些“特别装备”：李梦琪常备儿童心理绘本，宋
珊的手机存着300多个商户电话，叶苗的备忘贴
画满小区平面图。她们用心理学知识解开过少
年紧攥的拳头，用教育学理论抚平过家长拧紧
的眉头，甚至用绣花针般的耐心，穿起了城市治
理千头万绪的线。

“哪有什么秘诀，不过是将心比心。”副所长

黄惠芬说。关南派出所的荣誉墙上一面面锦旗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些用温情书写的平安答
卷，见证着巾帼铁军如何将“鸡毛蒜皮”酿成“和
谐之美”。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上，她们正
以柔性的力量塑造新的警民关系，用智慧的微
光照亮千家万户——这或许就是对“妇女能顶
半边天”最生动的诠释。

从心出发 温柔力量筑平安

关南派出所女子警务团队的社区治理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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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赋能：从“针锋相对”到“双向奔赴”
2025年1月的一天，关南派出所接待大厅上

演着耐人寻味的一幕：一位中年男子手持材料
静立等候，既不催促也不喧哗。户政副所长黄
惠芬敏锐捕捉：“群众不着急，恰说明有心结需
要纾解。”

这位父亲因孩子在校纠纷，坚持要求对方
在班级群公开道歉。面对剑拔弩张的态势，黄
惠芬启动“专业智库”——心理学硕士李梦琪
与教育学专业的李璐联袂登场。两人没有直

奔纠纷本身，而是先铺开两张“认知地图”：一
张是家长群对峙可能引发的“涟漪效应”，另一
张是家长因工作忙碌导致的“陪伴缺失症候
群”。

“您希望孩子未来用对抗还是对话解决问
题？”李梦琪抛出灵魂之问，教育学出身的李璐
则展开《家庭教育责任清单》：“当孩子冲突演变
为家长战争，其实是教育权责的错位。”三个小
时的心理疏导，让这位父亲从执拗走向反思：

“原来该道歉的不只是对方家长，还有缺席孩子
成长的我。”

这场调解折射出关南派出所女子社区警务
团队的“智慧警务”密码。

李梦琪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冷处
理五步法”“认知重构案例库”；而“家校共育流
程图”上的12个关键接触点，更是被李璐牢牢地
记在心里。她们把心理学实验室搬进了社区，
让教育学的理论在街头巷尾生根。

系统治理：破局“高空抛物”背后的民生考题
2023 年 5 月，光谷关南社区一家卤虾店的

服务员杜女士发现，自己的车顶被几个瓷盘
砸了！社区民警宋珊调取监控时发现，这不
仅是简单的治安案件，更是城市治理难题的
集中爆发——商户占道经营挤压生存空间，
居民刘先生因噪音失眠引发情绪崩溃，形成

“占道经营—居民投诉—矛盾激化”的恶性循
环。

“执法不能止于惩戒，更要治愈病灶。”宋珊

的警务日志里，这句话被着重圈出。她联动
城管、消防、社区组成“夜间会诊团”：给商户
划定“经营红线图”，为油烟管道装上“消音
器”；同时化身“职业中介”，帮刚失业的刘先
生对接公益岗位。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
展。

可被砸车辆的赔偿金额达不成统一，宋珊
捕捉到双方都有军旅经历的细节，通过“战友
情”的共情，最终让赔偿金额向中间靠拢，双方

达成了和解。
当所有人以为故事画上句号时，宋珊的“警

务温度”仍在延续，她得知刘先生家人意外去
世，主动上门协助处理丧葬事宜、对接法律援
助、开展心理疏导。

结案不是终点，而是社区治理的新起点，在
关南派出所女子警务团队社区民警的细致、耐
心治理下，辖区商圈不仅留住了烟火气，更打造
出一个“商圈共治样本”。

破冰攻坚：七年“僵尸车”困局的破题之道
在光谷佳园路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

辆烧毁七年的僵尸车曾是社区治理的大难题：
车主郑先生（化名）与物业的拉锯战，让120户居
民少了一个难得的公共车位，更是经常成为邻
里矛盾的导火索。在一次民情民意收集座谈会
上，居民将这台僵尸车的去留，摆在关南派出所
的面前！

2024年2月，关南派出所副所长黄惠芬和社
区民警叶苗上门解决问题，迎接她的是郑先生
的冷脸：“车在小区失火了，物业不赔钱，我就不

挪车，你们警察管得了吗？”
自2017年自燃后，郑先生坚持索要赔偿，致

使报废车辆占据公共空间七年。物业认为索赔
金额没有依据，让他先把停车费交了，双方都不
让步。

黄惠芬和叶苗用了3个月时间，演绎了教科
书级的矛盾化解：叶苗六次登门倾听诉求，将车
主的“委屈清单”转化为“权益实现路径图”；物
价鉴定科、消防救援大队、车管所，她们一一上
门；当郑先生担心“认亏就是认输”时，一份详尽

的《止损收益对比分析表》让他豁然开朗。最
终，这起跨越七年的积案，通过关南派出所两位
女民警的锲而不舍，最终在编织的“法律+情理”
之网中温柔落地。

“她们像解连环锁一样拆解矛盾。”业委会
主任感叹。从冬日僵局到初夏圆满，被挪走的
不仅仅是一台僵尸车，更是堵在居民心里七年
的石头，被释放的也不只是停车位，更是基层治
理的良性生态。

枫桥新篇：巾帼力量的治理启示

（本版撰文/张敏 徐天羿 蒋晶晶 摄影/周继昌）

2025年3月2日，关南派出所民警李梦琪在所内心理咨询
室为居民李先生做心理疏导。

2025年3月4日，关南派出所副所长黄惠芬带领女子警务
团队成员叶苗、李梦琪深入辖区关南社区，走街串巷“唠”家常，
警社共治“话”平安。

2025年2月28日，关南派出所女子警务团队成员开展入
户走访工作，将警务前置，让矛盾问题解决在社区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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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樱花园开园 早樱正处最佳观赏期

游客争拍塔映花海经典画面

左图：3月6日，众多市民和游客在东湖樱花园里赏樱拍照。右图：一名女游客穿着粉红色衣服与早樱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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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江汉路逛街时看见过一头卖
糖葫芦的“黄油小熊”吗？那就是我。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人，平时
不太敢跟陌生人过多接触。几个月前，我决定
超越自我，开始尝试穿着“黄油小熊”玩偶服在
江汉路附近摆摊卖糖葫芦。很神奇的是，穿上
玩偶服的我似乎拥有了某种超能力，变得活泼
和大胆了一些。每当我在街头摆出造型，都会
吸引不少小朋友过来合影，还赢得行人的喝彩
声。这时，哪怕他们不买糖葫芦，我都很开心。

我的朋友有时候会为我记录一些珍贵的瞬
间，再发到社交平台上，引来许多网友为我加油。

上周末，寒潮来了，武汉气温骤降。夜
晚，江汉路上真的很冷，但我收获了接二连三
的惊喜。一位小姐姐贴心地给我送来“暖宝
宝”和一个毛绒黄油小熊公仔发夹。她说，她
在网上看到过我卖糖葫芦的视频，这样做是
想给我一点鼓励。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人给我
送礼物，太意外了。

晚10时许，我扛着糖葫芦往回走，突然
被经常路过的一家店的女店主喊住。这位阿
姨热情地送给我一顿晚餐并加了一个鸡腿。
接过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
才好。阿姨笑着对我说：“你一定要自信。”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刚才发生的
事，内心涌起一股股暖流。这时，我看到一位
环卫阿姨正在扫地，于是把剩余的糖葫芦全
部送给了她。我跟她说：“您把这些带回去给
自己的孩子吃。”听到这句话，她笑得好开心。

原来，爱和被爱都可以如此快乐。我想说，
谢谢大家对我的善意，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尊
重。我会好好努力，也会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巴拉古

美丽芬芳玉兰花，游客拍照都爱它。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温暖

摄于黄鹤楼公园
（长江日报记者张颖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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