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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雁健康养生片落雁健康养生片

鼓架文旅景区片鼓架文旅景区片

吹笛生态休闲片吹笛生态休闲片

磨山桥梁文创体验片磨山桥梁文创体验片

长江日报讯（记者金涛 汪文汉 通讯员杨
慧）东湖又将添新景区！全国知名文旅公司阿
那亚来汉，与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携手，探索资
源变资产的新路径。近日，长江日报记者获悉，
双方合作打造的东湖鼓架景区首期示范区，将
于今年国庆前夕正式亮相。

鼓架景区地处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东南
部，紧邻严西湖，囊括鼓架、滨湖、建强3个自然
村，鼓架山是其核心。此地历史底蕴深厚，楚庄
王曾在此击鼓号令、大败叛军，因而得名。如
今，鼓架山森林覆盖率高，山下道路蜿蜒、田野
葱郁，村口老槐树饱经沧桑，湖边老屋古朴有
致，自然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可转化为可持续资
产。”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自然资源局负责人指
着规划图介绍。作为自然资源部试点项目，鼓
架山将通过对山林田水湖开展集中整治，提升
生态价值，吸引生态文旅产业，融入大东湖风景
游赏体系。首期150亩示范区计划国庆前夕开
放。

“原先农田周边的荒草地将整治为极具审
美的田园休憩。市民能在稻田边品味咖啡、聆
听音乐，在山水间享受阅读之乐。”武汉阿那亚
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信心满满。她表示，
阿那亚将引入见山本院文创书店等知名品牌入
驻东湖，在不改变鼓架片区基本农田使用的前

提下，营造策展式田园、野奢餐饮、先锋农创、高
端宿集等生活场景。

规划显示，鼓架片区将依托鼓架山、长山丰
富的山林资源，打造郊野游憩区。通过林地生
态修复，引入生态经济，建设山谷音乐厅、马术
场等配套设施，发展山野旅游、运动休闲项目。
同时，建设中央文化轴，打造中央绿廊文化带，
推动文化创意与交流；沿严西湖岸线，打造雁栖
游憩区，开展水域生态修复，建设湿地公园与滨
水文化设施。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自然资源局负责人透
露，该区新设平台公司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实施
鼓架景区城中村综合改造。用“一级土地储备

出让收入”平衡“项目总投资”，引入阿那亚等知
名企业开发经营土地和自然资源资产，获取二
次收益，提升土地价值，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投
资，实现项目资金投资正循环。该方案已获自
然资源部函复的试点方案。

目前，东湖鼓架景区加快建设中。随着“十
一”开放进入倒计时，“东湖 + 阿那亚”组合有
望成为武汉文旅新IP。

据了解，阿那亚文旅社区已经面向全国布
局，目前在河北北戴河、海南三亚、广州九龙湖
等地打造多个独具特色的度假社区。其中，北
戴河阿那亚项目2024年入选《时代周刊》全球
最佳旅行目的地。

咖啡馆长在稻田边 书店开进山水间
生态资源在东湖鼓架山“变现”

长江日报讯（记者樊友寒）4月8日上午11
时，“阅见长江 读懂家乡”主题访谈在武汉中
心书城和光剧场举行，鲁迅文学奖得主胡学
文、张执浩，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蔡家园到场，三
位围绕武汉城市印象、作家在全民阅读中的推
动作用等话题展开对谈。

“每次写到武汉这两个字，心里都暖洋洋
的。”胡学文是河北人，访谈中他分享了与武
汉的文学渊源。20世纪90年代，刚开始写小
说的他四处投稿。每每收到退稿，他就再寄
一遍，要是连退稿都没有，他就重新抄写一
遍再寄。当时，胡学文订了几本刊物，其中
就有出版地为武汉的《长江文艺》，同时他也
向该期刊投了稿。收到回信时，他原以为又
是退稿，没想到附了编辑的一封信：“这个小
说我看了，觉得挺不错，结尾需要改改。”

胡学文连夜把稿子改好，第二天邮寄出
去。最终，这篇小说在《长江文艺》发表，年底还
获得了《长江文艺》方圆文学奖奖金3000元，当
时他的月工资是800多元。从此，他几乎每年
都要在《长江文艺》发表一篇中篇小说。“我对武
汉有感情，我觉得武汉有生机、有生气、有活力，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热气腾腾。”胡学文说。
张执浩 1984 年到武汉读大学，此后基本

在武汉生活。最近，他与武汉出版社签了一本
新书《我陪江水走过一程》。“这本书可以全面
呈现我在这座城市40年的情感和生活经历。”
张执浩说。

张执浩建议，读者应尽可能地回归纸质阅
读。他认为纸质读物散发了一种特别的气味，在
手机或电脑上读一篇小说和拿着纸质书籍阅读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哪怕一年只读一本书，选
一本对人生有某种启蒙意义的书，反复读、认真
读。”张执浩说，读者要静下心来，回归初心，同时
作家也要大胆地走出去，和读者倾心交谈。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能拿起一
本书来看一看确实是不容易的，甚至是很奢
侈的。”蔡家园分享，他正在适应并尝试在碎
片化时间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比
如，他会利用每天开车上下班的40分钟听书，
坚持一段时间发现效果特别好。“让我想起欧
阳修说过的三上读书法，马上、枕上、厕上。
他非常善于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像蜜蜂
采蜜一样，不断地吸取阅读的营养。”他说。

4月8日，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主办、武
汉出版集团总承办的“阅见长江·读懂家
乡”——2025 年“书香武汉・全民读书月”集
中发布暨“书香中国万里行・武汉站”启动仪
式在武汉中心书城外广场举办，胡学文、张执
浩、蔡家园、徐鲁、王芸等一批著名作家参与
启动仪式。一场引领全民阅读风尚的文化盛
事在这个春天与江城读者相约。

“书香武汉·全民读书月”活动自2012年
发起，为武汉市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参与
人数多、政府支持力度大、市民群众受惠多的
综合性公共文化活动品牌之一，先后获评教
育部“特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
目”，入选中宣部“2022—2023 年全民阅读优
秀项目”推介。十四载接力，推动武汉市全民
阅读工作深入开展。

好书推荐 60本精品图书等您来翻阅

“我们倡议，每一位市民都积极参与到读
书活动之中……”活动现场，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武汉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徐鲁向全市
发出阅读倡议，并代表武汉市全民阅读促进
会向市民荐书。为引导市民读好书，武汉市
全民阅读促进会每年向全社会推荐优秀图
书。在广泛筛选全国优秀图书的基础上，邀请
各界专家优中选优，今年向市民推荐《习近平
经济文选》第一卷、《凡人琐事：我的回忆》

《听漏》《问源：长江源探秘》《诗词中国》《长
江的孩子名家原创系列·第三辑》等60种精品
图书。

在启动仪式现场，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王利明向武汉市授予“书香中国
万里行・武汉站”旗帜。

“书香中国万里行”是由中国新闻出版传
媒集团和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组织的大型
活动，旨在打造书香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王
利明表示，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于2013年
在武汉成立，此次再度回汉举办“书香中国万
里行・武汉站”活动，将聚焦武汉书香建设的
基层经验与阅读典型，进一步彰显“书香武

汉”文化名片，展现武汉的独特魅力。
据悉，“书香中国万里行”巡回采访活动

自2014年4月于北京启动首站后，足迹已遍布
近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50余个城市
和地区，累计行程超30万公里。此次是“书香
中国万里行”首次走进武汉。

活动现场，湖北大学中外学生合唱武汉
民谣《汉阳门花园》，带领现场观众一起走进
长江边的汉阳门花园，聆听千万武汉人共同
的乡音。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小学的同学们
合唱《璀璨冒险人》，开启“护苗2025·绿书签”
行动，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护航青少年
的健康阅读。

当天，2024年度“最受市民喜爱的阅读空
间”和“全民阅读优秀案例”揭晓。

七大主题板块读书活动贯穿全年

“书香武汉·全民读书月”举办时间以4月
为主，贯穿全年，全年将开展万余场全民阅读
活动，让书香武汉四季绽放。

读书月活动分为重点主题活动、城区特
色活动和一般主题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全城联
动撒播阅读种子。全年重点读书活动围绕

“特别策划”“阅读长江文明”“阅读科技创新”
“阅读传统文化”“阅读金色年华”“阅读城市
风尚”“阅读乡村振兴”七大主题板块开展，以
长江文明为脉络，通过走读城市方式，策划推
出“阅见长江·读懂家乡”阅读打卡活动、院士
科普大讲堂等29项重点主题活动，为广大市
民献上一份墨韵书香的文化盛宴。

同时，全市各区结合实际特点，推进“一
区一品”活动，预计读书月期间全市将开展各
类全民阅读活动千余场。

武汉出版集团将推出《武汉文脉》首批成
果发布、著名央视主持人董倩新书发布、阅读
金色年华、“作家进校园 名师读名篇”青少
年阅读、第九届“淘书节”等重磅活动百余场，
武汉新华书店将开展3—7折优惠购书活动。

（叶飞艳）

东湖新添景区示意图

国庆节来鼓架景区
享受田园生活

首期示范区

面积：150亩

开放时间：国庆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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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书香武汉·全民读书月”启动

“书香中国万里行”首次落地武汉

三位作家分享阅读故事

在碎片化时间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

制图：陈昌

长江日报讯（记者宋
磊 通讯员叶琳 实习生黄
晶晶）“没想到这么快就可
以施工接电了，地里的小苗
正等着‘喝水’呢！”日前，在
东湖高新区龙泉供电所，村
民陈义胜来到这里，对供电
网格员连声道谢。他申请
农业灌溉泵站接电，只花了
两天时间就拿到了用电报
装方案，这得益于国网武汉
供电公司最新研发的“农电
惠民智能体”。

日前，陈义胜找到供电
网格员徐静，报装接电。徐
静在电脑上打开“农电惠民
智能体”平台，输入接电地
点，几分钟后，平台给出报
装地址附近可接电设备的
最优方案。“您看，这里是10
千伏龙61凤莲线凤莲大道
环网柜，可以接电，距离您
需 要 的 接 电 点 只 有 200
米。”徐静随即请陈义胜在

“网上国网”提交预约勘察
申请，并组织人员现场勘
察。

当天下午，经现场勘察
证实方案可行后，徐静将电
脑生成的接电方案送至上
级部门审查，次日便将审查
合格的接电方案交给了陈
义胜。

国网武汉东新供电公
司数字化专员罗耀东告诉
长江日报记者，农村用户报
装接电业务时，需先由供电
人员出具接电方案。农村
地区地广人稀，接电点分
散，需要供电人员实地踏
勘，如找到的接电点距离用
户端过远，或负载较大，或
没有接电空位，都只能重新
寻找。如此，制定接电方案
往往需8个左右工作日，耗时费力，且还需要用户
到现场确认方案。

为解决这一痛点问题，国网武汉供电公司于
2024年底研发出“农电惠民智能体”这一智能化
平台，于近期在全市农网推广。“如同为电网请了
一位‘AI线路接电工程师’，让供电人员和用户不
跑路、少跑路，自动生成最优接电方案。”

“AI线路接电工程师”如何做到神速？罗耀
东打开“农电惠民智能体”平台，只见全市地图
上，农网线路走向与分布，环网柜、开闭所、地下
管廊等供电设施定位一目了然。他介绍，2023
年，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启动相关技术研发，耗时8
个月，通过人工摸排，汇总了全市电网具体情况
和数据，形成“电网一张图”。基于它，技术人员
进一步研发自动化数据分析程序，搭载人工智能
算法，能根据用户接电点位，快速决策出距离最
优、负荷最稳、接电可行的最佳接电方案。“发展
乡村产业，时间就是效益，现在，用户3天内就可
以拿到接电方案，能更早一点用上电。”

据了解，“农电惠民智能体”还有“人工智能小
助手”功能，如同一个知识宝库。农网用户如有电
费电价、农机使用、作物栽培等疑问，都可以在基
层供电所内，由供电网格员借助小助手迅速给出
准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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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奖得主胡学文（左二）、张执浩（右二），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蔡家园（右一）做客全民
阅读大讲堂。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克取 实习生王昱麟 通
讯员武小青）“到账 90 元。”4 月 6 日晚 8 时，在黎
黄陂路青春市集，来自上海的小叶在马甜羽的珠
宝小摊上挑了一条粉白绿配色的樱花手绳。小
叶将樱花手绳戴在腕上，对着灯光反复欣赏，爱
不释手。

“把武汉的樱花带回上海，也是特别的纪念！”
临别前，小叶还加了马甜羽的微信，说想持续关注
她的新作品。

马甜羽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下简
称“地大”），今年23岁，是Tropic热土宝藏工作室
主理人。她还有两名合伙人，都是地大的在校
生。3名“00后”从校内摆摊起步，现在武汉全城

“巡摆”，2024年营收达50万元。
马甜羽在黎黄陂路青春市集摆摊将近一

年，手绳只是她业务版图中的一小块拼图。小
摊上，既有地质原石“小样”，也有原创设计的各
类珠宝饰品，还有“100种常见宝石相框”等文创
产品……丰富精致的产品令人频频驻足。

马甜羽注意到，来黎黄陂路消费的人群中，有
不少是外地游客，这类人群希望能带些武汉的特
色回去——这给了她编织樱花手绳的灵感。“好
看，有特色，有需求，很有‘爆款’潜力，另一方面也
可以加强他们对武汉这座城市的认同感。”

回到工作室，马甜羽与珠宝设计师王芃商量
设计方案。她考虑到，一款城市特色产品不能太
贵，同时要有记忆点，最好还能DIY，“打造一款百
来元的樱花手绳突然冲进脑子，让我一下子就兴
奋起来”。

对于颜色选择，马甜羽与王芃很讲究。粉色
的花、金色的丝、湖绿色的绳，马甜羽将武汉大学

“樱顶”的颜色复刻到一条手绳上。
3月，樱花陆续绽放，他们的樱花手绳也随之

上市，纯手工编织的饰品数量并不多，基本是上架
就“秒空”。“每件首饰都是移动的武汉明信片。”合
伙人韩月打开手机相册，展示顾客返图：青海茶卡
盐湖的星空下，樱花手绳与藏式银镯叠戴；深圳梧
桐山的杜鹃花海中，系着樱花手绳的手腕正举起
单反相机。“有位青岛客人买了2条手绳，说是要
送给每年一起‘追樱’的朋友。”

清明假期3天，他们卖出了70余件原创珠宝
首饰，流水有两万余元。

现在，他们又在“整新活”——准备出售简易
版樱花手绳编织材料包，此前刚刚录完编织教
程。“编绳是中国传统技艺，想让大家身临其境地
体验一把，‘将樱花编进手绳、把武汉戴在手上’的
过程，非常治愈。”马甜羽笑着说。

樱花编进手绳里

校园摆摊起步
“00后”创业年收50万元

见山本院文创书店效果图见山本院文创书店效果图。。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图书馆北馆
尚佳城市书房
楚才韬奋书院
东西湖区长墩堤社区养娃有方·城市

家庭书房
新洲区双柳街湖滨社区农家书屋

湖北经心书院
蔡甸区新华书店（知音书房）
空悠悠书局
上海三联·READWAY武汉店
聚贤书局

被誉为“武汉最美景观书房”的楚才韬奋书院内，市民游客在安静地阅读。

2024年度最受市民喜爱的阅读空间

青山区图书馆“馆店融合”创新案例
武汉市新华书店“作家进校园 名师

读名篇”
武汉地铁集团“书香地铁 阅见武汉”
光谷书房“阅向未来”系列品牌公益

阅读
黄陂区“木兰读书季”
洪山区“倍阅”高校大学生红色共读

新洲区章林小学“好书有约 师生共
读”

武汉市委党校“阅读新时代 书香润
征程”

武汉市育才小学“数字赋能，让阅读
自然发生”

东西湖区“毛毛虫阅读小站”志愿服
务

2024年度全民阅读优秀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