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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受地面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武汉气温
从30℃骤降至10℃，伴随大风和降雨天气。很
多网友都在担忧：满城那些盛开的樱花，一场大
风和降雨后会不会都没了？

3 月 28 日，长江日报和九派新闻记者探访
了武汉大学、东湖樱花园、西北湖绿化广场、晴
川假日酒店、清凉寨、花博汇等热门赏樱地。风
雨之后，樱花树枝头仍缀满花朵，游客赏樱热情
不减。

记者多方采访得知，寒潮主要影响已经盛
开的樱花。武汉樱花具有“早樱—中樱—晚樱”
的接力机制，并非所有樱花都在同一时间盛开，
而是次第开放。而且同一棵樱花树上的花朵也
是次第开放的，同一棵树上不同位置的花苞因
光照等存在差异，开花时间有的相差数日。

据介绍，中樱的观赏期还可持续一周，晚樱
也会陆续开放，预计樱花花期将持续到 4 月中
下旬。

东湖樱花园
中樱开放晚樱初绽的叠景奇观

3月28日，记者探访东湖樱花园看到，园内
大面积粉白色中樱仍然绽放枝头，游客徜徉在
园内，一边欣赏“樱吹雪”的奇妙景观，一边与挂
在枝头的樱花合影，拍下今春的浪漫樱花照。

目前除大面积中樱外，晚樱也热情开放了，
东湖樱花园内呈现中樱开放、晚樱初绽的叠景
奇观。“关山”“松月”“普贤象”等晚樱品种渐次
舒展，溪畔垂枝樱似粉色瀑布倾泻，珍稀的“郁
金”樱花黄绿色花瓣清新雅致。

据园方介绍，近期雨水未对晚樱花势造成
影响，在往年的基础上，晚樱品种大量集中在五
重塔、樱花园西区、经心书院、华莲池、浔樱花涧
等区域，今年新引进80株早晚樱品种，园区赏樱
周期已延至30天以上，目前均为理想观花期。

西北湖绿化广场
樱花开得很好，没有让我失望

3 月 28 日，西北湖绿化广场高级工程师王
泽明向记者表示，在广场内400余株樱花树中，
仍有大量半开、未开的花苞。它们受到风雨的
影响不大，依旧会陆续开放。

王泽明表示，现在盛开的是中樱，预计仍能
维持观赏期7天左右。接下来，晚樱也会开始陆
续开放。“即使遭遇寒潮影响，游客至少还能看
半个月的樱花。”

一位从山东前来武汉赏樱的游客表示，她
特意来西北湖绿化广场赏樱，虽然是下雨天，外
面风很大，但依旧还有很多樱花可看，比预期的
美很多。“樱花开得很好，没有让我失望。”

晴川假日酒店
市民游客冒雨赏花拍照

汉阳的晴川假日酒店是武汉赏樱名片之
一，每年都稳稳接住樱花季的最后一棒，在3月
底4月初迎来盛花期。50多株樱花树几乎都是
老桩，高大而舒展，在江边栈道开出花海的架势。

3月28日，工作人员介绍，虽然经过一夜风
雨，樱花依旧“好着呢”。当天下午4时30分，仍
旧有很多市民游客冒雨前来赏花拍照，现场有
不少香港游客开心地拍照留念。

清凉寨
正值中樱晚樱最佳观赏期

在清凉寨景区，中华樱花傲然绽放在自己
的天地间。3月28日中午，来自中国香港、澳门
及印度尼西亚的上百名游客漫步在通天湖畔的
赏花栈道上，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盛放的樱花如
出水芙蓉般娇艳动人，粉白相间的花海与青山
碧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

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
清凉寨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樱花
资源闻名遐迩。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是
武汉十大赏樱胜地之一，目前正值中樱和晚樱
的最佳观赏期，预计花期将持续至4月中下旬。

该负责人表示，除了当天接待的港澳及外宾
团，已有来自湖北省内及河南等周边省份的多家
旅行社提前预订了周末的赏樱行程。随着清明
假期临近，景区将迎来新一轮赏樱客流高峰。

花博汇景区
雨水滋润晚樱会开得更好

花博汇景区，中樱随着风雨落了一部分，满
地是樱花花瓣。

工作人员介绍，景区盛放的是中樱，晚樱还
没有开放。风雨过后还能欣赏到部分中樱，晚
樱会迎来盛花期。“经过雨水的滋润，晚樱应该
会比往年开得更好。”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晋晓慧 范雅琴 九
派新闻记者曾怡婷 实习记者骆雯静 杜文添
通讯员赵丽 马晓晴 方崇阳 黄婷）

武汉樱花：我们正美着呢

武汉大学内游客赏樱热情不减。 九派新闻实习记者杜文添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肖清清 通讯员黄璜
谭莹）作为知音文化发源地，汉阳区将上新
一批高品质文旅项目。3月28日，汉阳区举
行文化创意城大会，汉阳造、月湖、莲花湖
等龟山脚下的文旅地标发布了重大更新进
展。

在知音文化发源地古琴台旁、月湖畔，
将打造一部沉浸式、数字化的古乐交响诗实
景舞台艺术作品。该项目名为《古乐交响
诗·千古知音》，将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
歌剧舞剧院等知名编剧导演共同打造，将创
新运用 5G+、MR/XR/VR 等虚拟空间数字

技术，重述伯牙子期“高山流水”旷世知音
情。同时，汉阳区将筹拍一部电影——以知
音文化为题材的电影《知音传奇》，让知音文
化基因走向世界银幕。当日，汉阳区、蔡甸
区、石首市、江苏省常州市、安徽省蚌埠市联
合成立知音文化联盟，共同扩大知音文化IP
传承。

在龟北片启动区，由武汉城建集团发布
更新进展。紧邻南岸嘴的龟山脚下将启动国
际文化创意园项目，把汉阳造文创园作为一
期，原汉阳特种汽车厂厂区作为二期，在工业
遗产保护建筑上全面更新文旅内容。2009年

投入运营的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由原鹦鹉
磁带厂改建而成，这里将引入影视、音乐、动
漫、体育、演艺剧场等文创产业基地，建设数
字公园、艺术博览中心、艺术家小镇、设计师
酒店、汉阳造工业博物馆等，有望成为继汉口
历史风貌区、武昌古城风貌区后武汉内环的
又一个文商旅地标。

位于钟家村商圈的大桥局A片也迎来改
造新机遇，将规划建设莲花湖旅游区，引入古
风民宿、艺术工坊、剧场餐饮等，打造烟火气
与文艺范交融的国潮文旅街区。

环武汉动物园文旅圈发布周边产业配套

规划，将新增AIGC动物星球、萌宠嘉年华、科
普教育园、“未来动物城”街区等文旅新项目。

当日，汉阳区与湖北省低空综合服务公
司签约低空经济综合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
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打造观光游览、应急
救援、智慧物流等低空应用场景。

同时，在龙阳湖建设低空飞行营地。计
划建设一个UAM城市空中交通示范中心和
一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起降场，开
设固定低空观光体验航线、城市空中交通航
线、低空经济研学教育基地、无人机飞手培训
基地，形成低空生态文旅长廊。

汉阳将上新一批高品质文旅项目

月湖为幕沉浸式演绎千古知音

三月，是武汉樱花争先恐
后绽放的时节，月湖公园里

赏樱的游客络绎不绝。每当看到人们
与粉白相间的樱花合影时，一股自豪感
便涌上心头——因为游客们拍照留影的
樱花就是我和我们团队志愿者当年种下
的！

说来，已经有十多年的时光了。每年
植树节，我们月湖公园市民园长团队的志
愿者都会参加由月湖风景区管理处组织的
栽种活动，其中不乏樱花树苗，有的甚至是
我们志愿者团队捐赠的樱花树苗。今年植
树节当然也不例外。

当年那些小小的樱花树苗，被种植
到月湖园区，如今已亭亭如盖，如烟如
云，成为游客打卡、留影的美丽风景线。
每年这个时节，都有朋友向我“咨询”武
汉哪里的樱花好看，除了武汉大学、东湖
等众所周知的赏樱点，我还会给他们推
荐月湖公园，来观赏的朋友总是满意而
归。前几天天气晴好时，有朋友从上海
和常州来汉，我和市民园长冯岚以及他
们一同赏樱，定格了他们在樱花树下的
快乐笑容。

“这些樱花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冯岚说。是啊，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我们把樱花当成自己的“宝宝”在照顾。每
次到种植的地方，都会去看一看它们的长
势，给它们培培土，发现异常情况立刻联系
园方救治……

下周我们还将在樱花树下举办活动，
为远方来的友朋、为我们最美武汉客厅演
绎最惊艳的樱花剧情。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太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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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这所有点“野”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设置的课程让我这个大学生眼睛都看直了。多

让孩子们接触户外运动，真的会让性格都开朗很多！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烟花绽放 点评《这所幼儿

园有点“野”：上课就巡山，七成时间在户外》
（整理：沈欣）

热评

故事

沐浴春光
静静地在自然中感受春天，摄于武昌江滩。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陈胜平

真想整个三月都住在樱花园里面。你方唱罢
我登场，争奇斗艳，如梦如霞，晴天娇艳，雨天落樱

缤纷，各美其美，每一个都不想错过。此刻，孩子眼中的《爱
丽丝梦游仙境》具象化了。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大武汉用户-3502

美图

一日

美文

游客徜徉在东湖樱花园。 大明 摄

西北湖广场大量樱花花朵在枝头绽放。
九派新闻实习记者骆雯静 摄

游客打卡花博汇景区赏樱点。 通讯员黄婷供图

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万建国 刘亭 尤满）
“车开鸟，下一站，胜利该楼活漏（车开了，下一站，胜利街六
合路）。”3月27日，来自广东番禺的刘鑫坐飞机回广东后，
发了一条微博，分享自己回武汉探亲的故事：搭乘313路公
交时，不仅有普通话报站，还有蕴含着武汉特色的方言播
报，让他倍感亲切。

刘鑫是位“60后”，祖籍武汉，12岁跟父母定居广东，虽
然已经不会讲武汉话，但他对武汉人把“六渡桥”说成“楼豆
桥”，以及老特（爸爸）、老俩（妈妈）、老亲爷（岳父）、老亲娘
（岳母）等方言有很深的印象。

3月 20 日，刘鑫回武汉探亲。飞机一落地，他就特别
兴奋，随处可见的樱花、热心快肠的司机、烟火味浓的街
道及许久未见的亲朋好友，激起了他对故乡的眷恋。待
在武汉的一个星期里，刘鑫和家人一起去了武大樱花
园、江汉路步行街、晴川阁和江汉关等景点。他看了樱
花，坐了游轮，品尝了美食，感觉武汉变化很大，特别是
改造后的沿江大道，和他记忆中的样貌完全是天壤之
别。

最令他激动的是 3 月 26 日，乘坐 313 路公交体验了
一趟“汉味”之旅，让他进一步找到了“家的感觉”。刘鑫
说，自己在其他城市坐公交时也听过普通话和本地方言
的双语播报，“坐在 313 路上，听见纯正地道的武汉方
言，就感觉像是和家人在说话一样舒服，韵味十足，一
下激起了我对故乡的所有情愫，难以忘怀”。在刘鑫
看来，公交车设置“普通话+武汉话”的双语播报模式，不
仅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成为宣传地方特色的一张
亮丽名片。

据了解，2016 年 6 月底，武汉公交 313 路（老汉口旅游
专线）正式上线“普通话+武汉话”的双语报站语音服务，
成为首条用武汉方言报站的公交线路，每天都吸引不少
市民游客打卡、体验。乘客都说：“车上的武汉话接地气，
听起来蛮舒服。”目前，武汉公交除了313路外，1路、402路
等也都设置了用武汉话报站并介绍沿街景点，此举既方
便了城市本地居民，也体现了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深受
好评。

广东游客点赞

武汉313路公交
“方言报站”好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