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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美文

遗失声明
本人孙利军名下编号为 H-246 的汉口饭

店旧城改建项目征收协议书（被征收房屋地址
为园林村18-19号1单元4层1室）遗失，现声
明该份协议作废。

边读研边创业，我的团队有300多人
上个月，作为一名武汉大学硕

士在读的青年创业者，我有幸领取
了奖学金。那一刻，我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能拿到这份奖学金，和我的创业经历密
不可分。这次获得 2 万元奖学金的硕士生
仅 12 名，而我是其中投身创业且已落地实
践的学生。

我的创业之路始于 2023 年读研期间。
从最初的“高端 PPT 定制”到后来发展为

“AI+平面设计”，我从零开始，不断学习改
进，一步步走到现在，实现了年入数百万元的
业绩，还受邀参加了北京大学全球青年企业
家2025新年之夜活动。

其实，我的创业想法多年前就已萌生。
读大二那年，20岁的我前往青海尕强和四川
凉山支教。同行的有清华大学硕士生、上海
交通大学博士生，我被他们身上昂扬向上的
精神深深吸引。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山区，我
不断磨砺自己，越发坚信人就得敢想敢做。
那时，我希望未来能靠自己闯出一条路。

大四保研到武大后有一段空闲时间，我
便奔赴北京、成都等多个城市实习。实习过
程中，我努力学习他人的经验，眼界逐渐开
阔。最终，结合自己的特长，我选定“高端
PPT定制”这个最适合自己的项目。

即便经过长时间考察和学习，我的创业
之路依旧坎坷。一年多来，我遭遇过因缺乏
法律思维被客户逃单，也面临过客户突然暴
增而业务忙不过来的难题。我开始不断吸取
教训、迭代商业模式，还结合AI技术推出了

“AI+平面设计”和创新创业服务，创业之路
慢慢步入正轨。如今，我已经拥有300余名
专职、兼职设计师和员工，新业务不断涌来。

在创业氛围浓厚的武汉，我结识了许多
优秀青年创业者。他们当中有投身 AI 创
业、跨境电商创业、自媒体创业、硬核科技创

业的，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我们彼此交流分
享，不仅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在创业之路上走
得更远。

对于未来，我还有更多小目标：我期待自己
在“AI+平面设计”领域作出成绩，引领行业变
革；我还想推进创新创业公益宣讲，拓展创新创
业服务，争取“覆盖”1万+同学，助力更多人找到
属于自己的道路。

我一直特别喜欢“厚积薄发”这个词。人
生本就充满坎坷，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或许我
们付出诸多努力，却未能成功或者成果并不显
著，但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的成长和知识无可替
代。所有积累都是为了能有朝一日破土而
出。我希望年轻人都能脚踏实地，在自己的道
路上默默积累，等待厚积薄发的那一刻。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王佳瑜

2024年12月底，网友@王佳瑜参加北京大学全球青年企业家2025新年之夜活动。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晨玮）
3月31日，武汉市文明办、武汉
市民政局联合发布《文明祭扫
倡议书》，向社会各界发出倡
议，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确保清
明祭扫文明有序、平安稳定。

倡议书中说，倡导市民文
明祭扫，摒弃陈规陋习，不搞封
建迷信活动。错峰祭扫，乘坐
公交地铁，不在高峰期驾车出
行。绿色祭扫，采用鲜花绿植，
不使用难降解祭品。平安祭
扫，注意森林防火，不烧纸钱、
燃放爆竹。节俭祭扫，杜绝铺
张浪费，不大操大办搞攀比。

长江日报记者探访武汉一
些公墓、陵园时了解到，近年
来，民政部门一直倡导绿色祭
扫、文明祭扫，家庭追思、鲜花
祭扫、丝带祭扫等已成为市民
祭扫的主流选择，文明祭扫新
风基本形成。

近日，趁着天气晴好，市民
罗先生和家人来到龙泉山孝恩
园给已故长辈扫墓。他说，如
今，园区环境优美、处处可见绿
树鲜花，家人在祭扫之余还可
踏青。记者在龙泉山孝恩园看
到，扫墓的市民几乎人手一束
鲜花。除了黄白两色的菊花，
康乃馨、雏菊也是不少市民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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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廖雨华 郝利
红）“去年扫墓时了解到节地生态安葬的政策后，我
们全家达成一致，让逝者如愿、家人安心。”3 月 31
日，汉阳区扁担山公墓园区举行公益生态环保安葬
仪式，市民宋先生和家人送别已故亲人。

仪式在柔和的乐曲声中开启。礼仪人员列队上
前，司仪诵读悼文并颂扬节地生态安葬理念，全体人
员向逝者行鞠躬礼，4位逝者在亲人的祝福中长眠
于雪松树下。

今年是扁担山公墓推行生态葬的第17年，园区
树葬区已累计安葬1079名逝者。生态葬主要是将
骨灰装入可降解容器中或直接埋入土中，以少占土
地或不留标识的方式安葬。

逝者家属们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用
这一形式送别是亲人生前的心愿，既尊重逝者，又符
合环保理念。

汉阳区社会福利院院长杨连贵介绍，此前，区社
会福利院有28位老人生前选择树葬。每年春节、清
明节期间，院里会组织职工来祭扫。

据了解，根据《汉阳区节地生态安葬奖励政策》，
在武汉市内经营性公墓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逝者家
属，符合奖励条件的，每例奖励2000元。汉阳区节
地生态安葬奖励政策实施两年来，已有近50位逝者
家属申领奖补资金。

3月27日，龙泉山孝恩园也举行了集体公益生
态安葬仪式，8位逝者与花草为伴，回归自然。该陵
园相关负责人介绍，生态葬形式多样，有树葬、草坪
葬等，使用的是可降解骨灰盒，埋入土中3至6个月
便可自行降解。该陵园推出了同一家族可“一树多
葬”政策，已有20多个家庭选择“一树多葬”，最多有
6人被安葬在同一棵树下。该陵园自1997年推行生
态葬以来，市民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让生命回归自然

多家公墓举行生态葬

3月29日，龙泉山孝恩园内，市民捧着鲜花前
往墓区祭扫。 长江日报记者刘晨玮 摄

蛇山春韵
春日，蛇山之巅，玉兰花于枝头悄然舒

展，小鸟翩然而至，穿梭于烂漫花间。鸟的清
脆啼鸣与花的静谧相互交织，谱写出一曲动
人的自然乐章。我幸运地邂逅这一幕，及时
按下快门，定格这份美好。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晓晓000

最近在短袖衫和棉袄之间反复
切换，我都有点凌乱了。现在，气温

终于回升了，我要用美美的心情迎接阳光明
媚的4月。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开心就好 点
评《倒春寒结束，气温飙到30℃》

（长江日报记者张颖惠整理）

热评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嘉 通讯员邹永宁）4
月 1 日，武汉市 2025 年体育中考现场测试开
始。长江日报记者探访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
心学校考点了解到，当天约1600名考生进行足
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50 米跑等项目测
试。“我20多分钟就考完了，拿到了满分，挺轻
松。”来自南湖中学的考生王梓铭笑着说。

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考点操场
上，同时进行50米跑和足球项目测试。室内场
馆中，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测试也在各
自区域有条不紊地进行。选择足球项目的考生
要带球绕过5根杆后射门，男生用时在12.4秒
内、女生用时在18.5秒内可获得满分；选择排球
项目的考生要在40秒内垫球，达到32个可获得
满分；羽毛球项目测试现场，发球机连续发球
20个，考生将球击至对面场地有效区域内，打
进14个可获得满分；乒乓球项目测试现场，发
球机连续发球30个，考生有效击打24个可获得
满分。

记者在考点感受到，考生入场检录、测试的
过程流畅、快捷，处处都有科技“帮忙”。50米
跑项目测试中，一组学生跑完后，成绩立即自动
出现在场边电子显示屏上。排球项目测试区域
上方设有感应标志杆，考生垫球高度超过标志
杆才能计数，地面立着的电子显示屏实时自动
计数。

武昌区教育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中心党支

部书记杨玲介绍，今年体育中考全面推行“智能
设备+云端管理”模式，采用AI人脸识别、电子
测距、无线传感等技术。现场测试全程人脸识
别核验，考生在每一个环节都通过“刷脸”完成
身份验证；所有项目都能自动采集数据，确保评

判精准高效；测试全程摄像，考生能实时查看自
己的成绩，实现了体育中考“即测、即存、即传”。

考场上，考生们大多脸上带着笑容，轻松自
信。“我平时就喜欢打乒乓球，每周都要跟同学
打一两个小时。所以，乒乓球项目对我来说挺

简单，不需要特别加练。”南湖中学九年级（6）班
学生徐烨彬说，“虽然今天我是第一个上场的考
生，但我发挥稳定，‘打中’了25个，顺利拿到满
分。”南湖中学学生韩宇钊说，他在排球项目测
试中垫球33个，也拿到满分。

根据武汉市体育中考政策，今年体育中考
满分为50分。其中，平时考核为15分，现场测
试为35分。现场测试设三类项目：第一类项目
满分为10分，第二类项目满分为10分，第三类
项目满分为15分。第一类项目为男生1000米
跑/女生800米跑、200米游泳（不限泳姿）、4分
钟跳绳（三选一），第二类项目为坐位体前屈、立
定跳远、1分钟跳绳、50米跑、25米游泳（不限泳
姿）（五选一），第三类项目为足球、篮球、排球、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武术、体操（八选一）。每
名考生必须参加全部三类项目的考试，可在上
述各类项目中各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作为测试
项目。

“体育在中考中是达标性学科，既包括现场
测试这种终结性评价，又包括初中3年的过程
性评价。”杨玲说，体育中考的目的是促进学校
开齐、上好体育课，引导学生日常积极锻炼身
体，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磨炼意志。

据悉，武汉市体育中考现场测试将陆续在
各区指定学校集中进行。4月18日，全市近10
万名初三毕业生将完成全部测试。

武汉体育中考现场测试开始

首批考生自信上场实时查看成绩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让志愿服务成为城市风尚
建设“志愿者之城”

志愿精神

设计/刘岩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长江日报讯（记者史强）近期走红网络的
“蒜鸟”遇上咖啡会怎样？28岁的武汉姑娘汪
慧玲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蒜鸟咖啡店，
试营业3天日均卖出70杯咖啡。小店成为南来
北往的旅客了解武汉方言文化的打卡点。

4月1日上午9时，长江日报记者来到位于
金墩街的蒜鸟咖啡店，只见打卡拍照、买咖啡的
顾客络绎不绝，其中很多是旅客。

蒜鸟咖啡店位于路边空地，面积不到10平
方米，两边都是酒店。每天有大量旅客往返此
处。小店门口摆放着一个粉色蒜鸟造型，头上
系着一个红色蝴蝶结，憨态可掬。店内的墙壁
上则悬挂着多款蒜鸟玩偶，供人打卡拍照。

店主汪慧玲今年28岁，原先在酒店工作。
去年10月，她萌生开咖啡店的想法，但朋友们
提醒有风险，她因此一直很犹豫。

今年春节期间，“蒜鸟”走红网络。汪慧玲
受到启发，决定开一家蒜鸟咖啡店。经过多地
考察，她最后选择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开店。

汪慧玲花十多天设计了蒜鸟造型，把它作
为小店的“形象代言人”。她还根据时令精心设
计了围绕小店的花墙。

3月29日，蒜鸟咖啡店开始试营业，生意火
爆程度让汪慧玲感到吃惊。“我已经做好前半个
月没生意的准备。”她说，试营业3天来，日均卖
出70杯咖啡。

汪慧玲说，顾客当中很多是外地游客或者
途经武汉的旅客。他们来这里打卡拍照，会问

“蒜鸟”“搞么事”等武汉方言的意思。“有时候，
对于一个词语，我要解释几遍。”

记者采访时，来自湖北省天门市的游客熊
女士慕名到店打卡。她说，她是听朋友介绍后
专门过来的。“过年后，我总是在网上看到‘蒜
鸟’。这次途经武汉，在火车站附近就能看到

‘蒜鸟’，我觉得很有意思。回去后，我会喊朋友
过来打卡并品尝咖啡。”

汉口火车站附近新开小店

武汉姑娘每天卖出“蒜鸟”咖啡70杯

右图：蒜鸟咖啡店店主汪慧玲拿着自己制
作的咖啡。 长江日报记者史强 摄

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考点内，考生参加乒乓球项目测试。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