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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秦璟 通讯员邱颖琪）“寒梅怒放”是邓
冬梅社交媒体账号的名称。在短视频平台上，她常常分享修
鞋铺子的日常。她的丈夫出行不便，现在正在学习修鞋，手法
日益熟练。村民们拿来六七双鞋子找邓冬梅一家修，她在短
视频上配文“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

“其实，现在网购方便，很多人不需要修鞋了。村民们把家
里的好皮鞋拿来修，是相信我们，愿意支持我们。”邓冬梅说。

邓冬梅是江夏区乌龙泉街道新生活村村民、武汉市道德
模范孝老爱亲模范。11年前，邓冬梅的丈夫受伤。次年，她
的儿子生病。她修整一处废弃的小门面，做起修鞋生意，边修
鞋边照顾丈夫和儿子。家人病情好转后，她被推荐进入养老
机构当护理员，并带动身边近10名朋友在江夏区各地养老机

构就业。不少老人多次给她送锦旗致谢，还要给她捐款，均被
她婉拒。

去年，邓冬梅由于身体原因离开养老机构护理岗位，重新
开起修鞋铺子。这次，丈夫、儿子、闺密们成了她的后盾。

“刚生病的时候，我起不了床，曲红蕊、张华贵和刘姐每天
轮流来给我做饭。我吃不下东西，她们就带来馄饨，煮好了让
我慢慢吃。”邓冬梅说，在家休养的日子里，闺密们每天来家里
和她聊天，逗她开心。

因受伤几乎失去劳动能力的丈夫现在也学会了修鞋的手
艺。修鞋铺子的“业务”广泛——鞋子纽扣掉了可以添，下塘
穿的防水服漏了可以补，改裤长、换拉链，日常生活里的小修
小补这里几乎都能得到解决。

在家人和朋友支持下，邓冬梅的病情正在恢复中，已经能
和丈夫一起干活。正在上高中的儿子回家后学着给一家人做
饭，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短视频，很多人在评论区里点赞。“一
家人就要相互支撑，现在是他们来照顾我了。”邓冬梅说。

长江日报讯（记者宋磊 通讯员金婵 实习生黄晶晶）近
日，光谷八路九龙互通高架桥下，一幅崭新的红、蓝、黄三色路
面犹如绚烂的地毯，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大家不知道的
是，这幅色彩斑斓的路面是由去年秋天飘下的枯枝落叶“重
生”而来。

3.5公里外，东湖高新区资源循环利用中心内，一台钢铁
机器正“吞噬”着卡车倾倒的枯枝落叶。经过机械钢爪一抓一
放，枯枝落叶被传送带卷入“铁胃”。

正在排队卸货的江西景观建设集团负责人吕翔感慨地
说：“以前，我们得寻找荒地填埋刚修剪下的枝条。现在方便
多了，我们直接把它们送到这里就行了。”

长江日报记者走进生产车间后，武汉光谷生态园林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文凯迫不及待地介绍两条不同的生产
线：“这套设备能根据原料硬度自动调节粉碎强度，细碎木走

‘肥料通道’，粗颗粒进‘建材流水线’。”
在成品堆放区，一位技术人员捧起彩色颗粒详解奥秘：

“这些染色的碎木能达到建筑材料标准，透水率是传统透水砖
的1.5倍。”他现场演示泼水实验，水流瞬间渗入，地表未见丝
毫褪色。厂房外，更细的碎木堆成了几座“小山”，微微冒着白
雾。加入发酵菌粉后，大约一个月后，这些碎木就能转化为有
机肥料。

东湖高新区资源循环利用中心投产 3 个月以来，共产
出 200 吨肥料、140 立方米铺路料。这些产品已全部运用到
园林建设中，折合市场价值约 44.6 万元。如今，十余家园
林企业排着队送原料，连中药渣、厨余垃圾也被列入了转
化清单。

文凯算了一笔账，按照年处理量1.5万吨计算，中心每年
可创造经济效益262.18万元。

东湖高新区城管部门也算了一笔账，辖区每年伴生园林

绿化废弃物总量约1.3万吨，且逐年在增长。过去，传统填埋
方式不仅浪费，还易产生虫害。现在，“变废为宝”成为老百姓
脚下的风景，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00吨。

九龙互通高架桥下，碎木特有的弹性让园林工人老李
脚步轻快。他说：“等这些碎木慢慢降解，又能给土地添养
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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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我在武汉市东西湖区
图书馆里学习时，看到有读者在电

子检索屏上查找图书，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这里会不会有我翻译的书呢？”带着好奇与
期待，我快步上前输入书名。几秒钟后，清晰
的文字映入眼帘：“《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
事》，在馆，闵梦婷译。”那一刻，我的喜悦难以
言表。

《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是格莱迪
斯·麦克格雷的最后一部作品。她活到104岁
高龄，把自己一生的智慧都倾注在这本书中。

思绪飘回到那段拼搏的日子。想到
自己要把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我的自豪
感油然而生。那时，我只是在网上随手分
享翻译心得，没想到中信出版社编辑主动
邀请我参与试译。在众多竞争者中，我幸
运地赢得了这本书的翻译权。

那段日子里，我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做翻
译。翻译并非易事，书籍原文是英文，所以我
会反复琢磨每个词句，直至找到贴合中文语
境的表达，以便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有
时候，我还会请朋友帮忙润色，朋友的建议总
能让我豁然开朗。

经过三四个月努力，我于2023年8月完
成了翻译。出版社的老师又和我一起反复打
磨，这本书最终在2024年10月成功出版。这
是我的第二本译作，它的诞生让我满心骄傲。

收到编辑寄来的样书，我迫不及待地与
妈妈、朋友分享。她们翻阅着书籍，脸上洋溢
着笑容，还夸赞我“你真棒”，让我的心被满满
的幸福感填满。

翻译是我一直以来的兴趣和爱好。这份
热爱让我加入了武汉作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协
会，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学习、共同进步，
也更加坚定了我走在这条路上的决心。虽然
我知道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从未放弃。

如果你恰巧走进图书馆，不妨找找我的
译作，或许它能给你带来一丝启发和思考，就
像它曾经激励过我一样。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闵梦婷

家人和闺密是她的后盾

市道德模范邓冬梅开起修鞋铺子

长江日报讯（记者邓小龙）3月10日上午11时许，住在
武汉市江汉区汉兴街道常青二垸小区74栋2单元一楼的阮
金成走出家门，给小区“花园客厅”的花箱浇了一些水，并
整理了一下枝叶。

“你们这里布置得干净漂亮，一点都不像30多年的老
旧小区。”今年春节期间，阮金成多次听到来访的亲友夸赞
自己所住小区新改建的“花园客厅”。然而，就在一年前，
同一区域用泡沫箱或用旧木板“圈地”种菜带来的脏乱和
异味曾让不少人叫苦不迭，引发居民多次投诉。

长江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常青二垸小区看到，该小区70
栋至74栋门前区域都建有材质统一、形状和大小各异的花
箱，花箱内品种繁多的植物错落有致。阮金成家门前的植
物红黄绿相间，一眼看去整齐有序。不远处的一片空地
上，小区一群居民正悠闲地在挂有“花园客厅”标识的长廊
里聊天。

“一年多以前，这里是居民投诉的焦点。”常二社区书
记华青介绍，2023年下半年起，常青二垸小区部分一楼居
民把泡沫箱或破旧花盆摆在门口种植花卉，还有居民用
旧木板“圈地”种菜。随意堆放的杂物、施肥带来的异味
使刚完成老旧小区改造的整洁环境又被破坏，公共空间
杂乱无章。多名居民在武汉市民热线上的投诉留言被转
到社区。

收到居民诉求后，常二社区先后召开十余次“家长里
短”议事会，商讨解决方案。“能不能以疏代堵，让大家都来
享受种植的乐趣？”讨论多次后，大家统一意见，最终决定
打造小区“花园客厅”。

方向定了，还需引入专业外援来助力实施。在江汉区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协调下，2024年3月起，武汉轻工大学相
关专业学生多次利用课余时间来到该小区，针对居民需
求、空间布局等，为70栋至74栋区域设计“一户一策”专属
改造方案。此后，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工作人员制作花
箱，区园林局工作人员为居民添置部分植物。

历时约半年，“花园客厅”最终建成，居民们的诉求有了
回应。王顺先、宋文安等退休居民在常青二垸小区住了30
多年。如今，只要不下雨，他们就会相约下楼，在“花园客厅”
里散步、聊天。她们说：“住了30多年的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给我们居民带来的幸福感是实实在在的。”

该案例是2024年度武汉市群众诉求办理优秀案例中社
会基层治理类中的案例之一。据了解，这类聚焦社区治理
的诉求总量较大，此次展示的还包括“华侨城社区组织民主
协调化解邻里矛盾”“长江新区华发峰尚小区筹建活动中心
点亮居民缤纷生活”等。

议事会协商十余次 大学生定制方案

小区“花园客厅”破解圈地种菜困扰

步调一致
一群人在江边步伐一致，手中的风筝缓缓升空、随风起舞。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陈胜平摄于武昌江滩

（整理：戴容）

染色碎木已用于光谷八路九龙互通高架桥下的地面铺设。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3月10日下午，常青二垸小区居民给“花园客厅”花箱里的植物浇水。 长江日报记者邓小龙 摄

追光的人
落日熔金洒长江，粼粼波光似梦床。帆板之上小少年，逐

浪前行如飞鸟。风撩动他们发梢，点亮青春的航道。跃动帆
梦的翅膀，追逐希望的光芒。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清风竹影

长江日报讯（记者邓小龙）小区居民“圈地”种菜，社区组织多方联动
打造“花园客厅”；小区周边学校扎堆形成堵点，交管部门综合整治“打通”
出行通道；社区食堂因经营不善关停，街道深入走访调研，让老人们重新
吃上“爱心餐”……长江日报记者近日获悉，2024年度武汉市群众诉求办
理优秀案例公布。即日起，这些优秀案例将通过武汉市民热线公众号、长
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武汉城市留言板公众号等多个平台陆续展示。

据悉，20个优秀案例涉及社会基层治理、公共服务、交通管理、生活
保障、市场监管等五类，其中包括建设老旧小区“花园客厅”、建设小区居
民活动中心、专项整治提升地铁无障碍出行环境、物业降费为群众生活减
负提质等案例。

优秀办理案例的主要特点包括主动作为、工作创新、暖民心、惠民生、顺民
意等，从各方面代表了基层经办单位在提升社会矛盾纠纷、提高预防化解能
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

“看似简单的群众诉求背后牵动的是‘大民生’。”武汉市民热线相关
负责人介绍，“民有所呼，我必有应”一直是烙印在武汉城市发展脉络中的
承诺。近年来，武汉市民热线坚持听民声、畅民意、解民忧、纾民困，成为
不断推动我市社会基层治理精细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总客服”。

据统计，2024年，武汉市民热线受理群众诉求730万件，电话接通率
99.04%，按时办结率99.77%，群众满意率96.46%。

群众反映的这些事情
他们都办好了

看着菜市场里的小龙虾，我垂涎欲滴。不过，还
是先忍一忍，等大量上市再去好好享用。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日日有好运 点评《提前上市，
25元/斤起！想吃再等一个月》

社区基层治理类

1.华侨城社区组织民主协商化解邻里矛盾
2.江汉区常二社区打造“花园客厅”破解“圈地种

菜”困扰
3.长江新区华发峰尚小区筹建活动中心点亮居

民缤纷生活
4.硚口区韩家墩街道云鹤社区为居民重开老年食堂
5.汉阳区琴断口街道真心服务助孤僻女子融入

社会
6.洪山区洪山街道乐见城社区新建停车棚
7.东湖高新区公益诉讼督促整治擅自拆改承重

结构

公共服务类

8.武汉地铁集团集中专项整治提升无障碍出行
环境

9.青山区城管局为“武汉最美林荫路”竖起崭新
的“身份证”

10.武汉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务工人员劳动仲
裁“定制方案”

11.武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为退休老人办理不动

产权证书

交通管理类

12.江岸区交通大队“组合拳”打通古德寺周边交
通堵点

13.江岸区精准协同施治缓解黄孝河路交通堵点

生活保障类

14.蔡甸区永安街道为九旬老人安排居家服务
15.武昌区白沙洲街道为高层居民“用水难”纾困
16.佛祖岭街道金谷明珠园小区电改居民出资降

七成

市场监管类

17.新洲区发展和改革局协调物业降费为群众生
活减负提质

18.长江新区阳逻街道督办培训机构退费40余
万元

19.黄陂区协调解决合同纠纷为抖音用户退费4
万余元

20.江夏区为160多名学员办理“转课”挽回预存
培训费损失

链接>>> 2024年度武汉市群众诉求办理优秀案例

长江日报讯（九派新闻记者曾怡婷 通讯员陈声超）据武
汉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凯分析，3月11日午后，武汉最高气
温将直冲25℃，适宜市民和游客赏樱。不过，受冷空气影响，
3月11日夜间至15日，武汉将有一次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
过程。3月16日至17日，武汉天气将转晴，迎来樱花最佳观
赏期。

3月10日，解放公园相关负责人向九派新闻记者介绍，该
公园上周六和上周日分别接待市民和游客5.3万人次、3.5万
人次，大家赏花、喂鸽子、在草地上露营休闲。

袁凯告诉九派新闻记者，从气候学上讲，武汉常年平均入
春时间为3月5日。今年3月11日夜间至15日，武汉地区气
温将下降，具体入春日期要视降温和回暖情况而定。

据中国天气网，入春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行业
标准《气候季节划分》规定，基于当年气温序列计算5天滑动
平均气温，构成滑动平均气温序列。当滑动平均气温序列连
续5天大于等于10℃，以其所对应的当年气温序列中第一个
大于等于10℃的日期作为春季起始日。如果初次判断的起
始日比常年偏早30天以上，则需进行起始日的二次判断。

袁凯表示，武汉春季气温是在一次次天气过程中螺旋式
上升的。实际上，在今年2月底和3月初的升温过程中，武汉
差一点就迈进入春“门槛”。不过，后续一轮猛烈的降雨、降温
过程又将这座城市吹回冬天。

另据湖北省气象服务中心最新发布的樱花预报，预计武
汉大学中樱将在3月13日至14日陆续开放，3月20日前后进
入最佳观赏期，盛花期将持续5至7天；预计今年3月气温比
往年略偏高，整个花期将持续到3月底。

东湖樱花园中樱初花期比武汉大学的晚3至4天，最佳观
赏期为3月下旬。由于东湖樱
花园樱花品种较多，园内整个
花期将持续到4月上旬。

今日武汉气温直冲25℃
武汉大学中樱13日起陆续开放

落叶枯枝去哪了？
铺成了彩色路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