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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

长江日报讯（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蔡木
木）4月16日，“五一”假期前一天（4月30日）
火车票开售。在“去哪儿”平台上，北方地区
前往长三角地区、湖北、湖南、四川、重庆，长
三角多地前往北京、广州、福州、厦门、长沙、
青岛等地客流火爆，北京至武汉、北京至郑州
和洛阳、上海至福州、上海至长沙等线路票源
紧张，购票难度不低于春运。

在“去哪儿”平台上，从目的地来看，北方

沿海城市如青岛、威海、大连等因天气转暖迎
来看海热潮；北纬30度地区明媚春日，无锡、
杭州、舟山、绍兴、武汉、恩施、成都、重庆等城
市都将迎来赏春的旅客。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国内热门目的地
城市前十为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武汉、南
京、长沙、杭州、青岛、西安。

买票也要选择好的座位，好的座位不只
让旅途更舒适，还能观赏到更好的景色。在

“去哪儿”平台上，购买高铁车票时选择“靠
窗”座位的旅客预订量同比增长三成。例如，
湖南张吉怀高铁穿行于武陵源峰林绝壁间，
云雾缭绕如仙境，可观赏张家界奇峰怪石和
湘西苗寨风情；贵州贵广高铁穿越喀斯特峰
林和梯田；浙江杭黄高铁串联西湖、富春江、
千岛湖及徽州古村落。

随着火车票开售，国内机票预订即将进入
高峰，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可能有不同程度上

浮。“去哪儿”平台大数据显示，“五一”机票价格
目前仍然比较划算。如果是尚未确定出行计
划的旅客，建议预订“可免费退订”的酒店，假期
前两天再看看还有无可“捡漏”的低价机票。

此外，避开热门目的地，我国一南一北地
区旅客相对较少，机票价格也相对便宜。例
如北京至哈尔滨，5月1日早班机仍有四折左
右机票在售，北京、上海飞往三亚的机票折扣
在三折左右。

小小营业厅变身校园“杂货铺”
买菜自提点不仅是社区“菜篮子”，也

是校园“百宝箱”。“90后”多多买菜团长汪
丹便把站点开在江夏区的一所学校。

当学生还在睡梦中时，她和同事汪盈
已经在校门口等待送货卡车，准备一起卸
货、装货，再开车运进校园。

多多买菜自提点就开在她俩上班的校
内通信营业厅。随着一箱又一箱货物被整
理好，原本20平方米的房间被开辟出神奇
的空间：前端大厅摆着充满现代感的通信
器材，后端小房间是堆满日用品的货架。
汪丹在调试营业厅通信设备和电脑时，同
事汪盈趁着营业前的空隙把货品分门别

类，打包贴上取号码。每天，汪丹和汪盈都
要帮忙分拣400多件货物，一直忙到晚上9
时闭店都歇不了脚。

汪丹说，也曾萌生过“要不关掉团购
点”的念头。但学生们轮番恳请她继续做
团长，甚至提出每人补贴她们 1 元钱的方
案。不愿辜负孩子们的期盼，汪丹和汪盈
又重拾旧业，日复一日赶在清晨运货。

这座小自提点还帮助了近百名贫困
生。“他们主要负责分类和打包，一天工作
2 到 3 个小时就够了，收获一定的报酬，可
以趁午休时间来。”在汪丹看来，对于一些
手头比较拮据的学生而言，这笔可以趁下

课和午休时间赚取的兼职费，能贴补生活
费用。

最难忘是去年冬至，不少学生在多多
买菜上订了零食和小礼物，庆祝即将到来
的新年。受节日氛围的影响，汪丹和汪盈
也乐呵呵地帮忙取货：有学生现场拆开快
递，小心翼翼地仿佛在拆一件礼物；还有学
生跟她们分享网购的小零食，感谢她们平
时的关照……她俩虽忙得不亦乐乎，却乐
在其中。

那些排列整齐的包裹，那沓被小心核
对的清单，那满满一间房的货物，记录着一
批又一批青年学子最美好的校园时光。

流动小摊支起商圈“菜市场”

露天修鞋铺化身邻里“茶社”
晨光还未完全漫过老树的枝丫，位于

洪山区的一处多多买菜自提点已经出现了
两个忙碌的身影。58岁的辛海秀照例把几
筐还带着露水的青菜从拼多多货车上搬
下来，喊老伴邱海泉快点来帮忙。

老两口守着三平方米的铺面，左边是
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修鞋摊，右边是码得齐
整的时令蔬菜和水果。早上7时，辛海秀就
开始忙着取菜和整理，一直忙到晚上9时才
收摊。来取鞋的王婶常打趣：“您这改行卖
菜，倒比从前还忙活。”

当初多多买菜社区团购站点招标，辛
海秀没有信心能干好，“我这手只会钉鞋
掌，哪能用得来智能手机？”邱海泉劝她道，

“一边开修鞋摊一边帮居民买菜不挺好，还

能帮不少出行不便的邻居订菜。”这一干，
便是近6年，辛海秀从未休息一天。

这一片有70多幢居民楼，大多数都是
中老年人。如今，他们的修鞋摊已成为社
区枢纽，每天要负责上百份多多买菜订
单。曾经担心自己做不好的辛海秀，能熟
练运营 200 多人的微信团购群，设定 AI 机
器人为居民定时推送特价蔬果。

“红富士苹果、鸡蛋、新鲜绿叶子菜最
受欢迎，用团购买也很划得来。”谈起居民
们的买菜需求，辛海秀如数家珍。她记得
李奶奶有关节炎不能吃寒凉，会等晚归的
上班族来取订的熟食，帮不会用智能机的
苏奶奶每天下单……

邱海泉一天也难得空闲。上午，他要赶

在午饭前把老年居民买的菜送上门，下午，
他要给下班回来的居民送货。家住附近的
王奶奶和沈爹爹腿脚不方便，房子没有电
梯，儿女又不同住，邱海泉每天爬楼给他们
送新鲜果蔬。在附近工作的林女士，家里养
了只宠物猫，经常需要买猫砂，邱海泉担心
她提不动，总是帮忙送上楼。

不管什么时候路过铺面，这里总是热
闹的：取菜的老人们坐在修鞋凳上歇脚，看
辛海秀用锉刀打磨鞋跟，铁锤敲击声里夹
着家长里短。这双修补过千百双鞋的手，
如今正维系着更细密温暖的东西——是高
楼缝隙里渐渐稀薄的烟火气，是旧街巷中
每日可口的饭菜，是人与人之间最熨帖的
温度。

从城市社区到偏僻小区，社区团购的
触角不断延伸。即便是在武汉最具商业气
息的汉正街，多多买菜仍肩负着周边居民
的生活需求。

天还没擦亮，汉正街的青石板已响起
车轮滚过的吱呀声。56岁的张淑珍推着流
动摆摊车，缓缓地移动着——一边是陪伴
了她十多年的冰柜，一边是她刚进货的副
食，中间的几个筐子准备摆放多多买菜货
物——这是她全部的家当，也是她和12岁
女儿的经济来源。

摆好冰柜，支起遮阳伞，码齐散装饮
料，当清晨阳光照亮整片批发市场时，卡车
也把沾着晨露的莴苣、西红柿等果蔬准时

送到，张淑珍又忙碌起来，按照清单一一核
对货物。

张淑珍说，自己曾和丈夫一起经营报
刊亭。后来，丈夫意外去世，街道和社区工
作人员特意为她申请了流动摊位名额，加
上每个月当多多买菜团长的收入，自己能
照顾好正在读书的女儿。

小小的流动自提点不仅是社区为她
提 供 的“ 便 利 ”，也 是 周 边 住 户 的“ 便
利”。汉正街有如同繁星般大大小小的店
铺，不少由外地来汉的个体户经营，张淑
珍的驿站是早出晚归的他们买菜的主要
渠道。

在白马服饰广场卖女装的郭女士是张

淑珍的老客户，每个周末，她一双住校读书
的子女都会回家吃饭，免不了下单预定一
批新鲜食材；经营皮鞋批发生意的王先生
偶尔会延长关店时间，每到这个时候，他都
要提前打电话拜托张淑珍等等他，他还要
来取今天做晚饭的菜……张淑珍很喜欢这
份工作——既不额外占用她太多时间，又
能带来额外的收入，还能反哺帮助过她的
街道。

汉正街的市声依旧鼎沸，在街口，每天
都有辆载着人间烟火的推车，它的主人正
把生活的重量码成整齐的货品，在与邻里
的笑谈间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雷心蕊）

在家门口“创业”！多多买菜团长一张清单连起邻里情

张淑珍（左）把鸡蛋递给匆匆来取菜的快递小哥。 肖僖 摄

4月11日，当第一缕

阳光透过云层，多多买菜

的配送车已穿过大街小

巷，满载着沾露的青菜、带

霜的瓜果，把属于春天的

鲜嫩气息送往社区每个角

落。在社区团购自提点，

团长们利落地分拣着，那

些码放整齐的货篮里，番

茄的红、芹菜的翠、柑橘的

金，将生活的新鲜气息传

递至万户千家。

过去5年，多多买菜

在全国社区商业服务设施

的基础上建立 200 多万

个密集的驿站自提点，在

解决生鲜“最后一公里”的

配送难题时，也通过多元

经营模式让社区商业更具

烟火气息。

如今，开在武汉大街

小巷的多多买菜团购自提

点，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货

物中转站，罗列着货品的

清单，记录着居民那些“柴

米油盐”的家常。团购的

取货模式正成为街坊邻居

交流的契机，促进着当代

“邻里情”。

清晨，多多买菜团长辛海秀正在整理刚送来的蔬果。 肖僖 摄

汪盈（左）为前来取货的学生打包。 肖僖 摄

武汉位居“五一”热门旅游目的地
多条铁路票源紧张

长江日报讯 从日落时分唱到明月高悬，
从风从三镇来唱到恋上东西湖，从台上弦歌
不断唱到观众合唱共舞……4月14日晚，浪
漫美妙的一幕幕在东西湖区梧桐雨中广场上
演。“乐会大武汉 花漾东西湖”武汉音乐地图
走进东西湖区音乐会的举行，让数百名听众
在歌声中共度美好春日时光，也由此开启
2025年度“武汉音乐地图”全城热唱的旅途。

作为以武汉、原创、音乐为关键词的全新
文化IP，武汉音乐地图已在几年间积累了大
量优秀作品。本次音乐会开场，人气青年歌
手朱雅琼将《武汉三镇》娓娓唱来。这首歌由
谢怡作词、刘翔作曲，曾获评2024年度武汉
音乐地图原创优秀歌曲。它把热干面、豆皮
的香浓与码头、老街、古寺名楼的风情交融在
一起，合成一阵从三镇吹来的微风。音乐会
上，音乐家和歌手还带来了风格多元的武汉
主题歌曲。青年歌手肖可欣的一曲《黄鹤人
生》由姜浩作词、欧阳江岸作曲，唱不尽对梦
想的坚守。武汉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余伟走下
舞台，在由张静作词、余伟作曲的《解放大道》
中，活力满满地与听众一起回顾这条路、这座
城的变迁。青年女高音歌唱家蒋文娟则压轴
登场，献唱由雷子明作词、王原平作曲的《美
丽武汉》，让听众听得依依不舍。

多年来，东西湖区创作了大批优质音乐
作品，除了为武汉喝彩的众多歌曲，还充满创
意地将湖北大鼓、湖北小曲、宋词韵律融入创
作中。当这些作品一一呈现在舞台上时，听
众不仅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能看到一
批年轻、锐意的青年文艺工作者。

廖雨薇、叶柳心演唱的《黄鹤之舞》，由黄
炎、王雅琦作词，黄炎作曲，以黄鹤楼为主题，
唱大武汉气派。崔余意演唱的民谣《临空港
遇见》，由李旗作词、作曲，则在青春与爱情的

百转千回中折射出一座新城的律动。
东西湖区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在舞台

上一字排开，执鼓板、亮唱腔，一曲由胡运琦、
姚丽玲创作的湖北大鼓《鹤翔临空心向党》令
人眼前一亮，非遗艺术的传统魅力与新时代
的赤子情怀、青春之声相碰撞，引得听众纷纷
鼓掌。有听众说：“没想到，年轻人也爱唱大
鼓，既地道又有新意。”万飞笔下的《水调歌
头·金银湖》则将宋词古韵融入绿水青山，在

杜佳懿的歌声中，湖北艺博歌舞团将舞裙化
作摇曳的湖水，令大家沉醉其中。

这台融合歌唱与曲艺、传统与青春、深情
与自豪的音乐会吸引了数百名听众前来共
赏。日落时分，树影被蓝调的天空勾勒成画，
听众与家人一起前来，或在露营椅上拍摄，或
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随着音乐会的进行，按
捺不住的孩子们渐渐聚集到台前，认真地捧
着小脸蛋，随着歌声摇头晃脑甚至翩翩起

舞。青年唢呐演奏家齐高峰表演《百鸟朝凤》
时，唢呐声越是嘹亮，听众的掌声、喝彩声就
越是热情；余伟来到舞台下，孩子们立刻将他
团团围住，欢呼雀跃。而当演员们共同唱起

《我和我的祖国》，听众更是亮起手机灯光，一
边轻声合唱，一边将“星星点点”连成灯海。
音乐会结束时，一对母子赶紧走到台前，焦急
地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没听够。”

（万旭明）

左图：音乐会现场，歌手正在演唱。

武汉音乐地图年度首演唱响东西湖
“你们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没听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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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你要相信我，住进巴公
房子才对得起你的这次武汉之

行。”表弟在武汉大学读书，他在电话那头
对我说。我盯着网友拍的巴公房子穹顶红
砖照片，一咬牙预订了房间——毕竟，谁能
拒绝住在这栋百年历史建筑里呢？

做攻略时，我了解到巴公房子大有来
头。这家酒店位于游客到武汉必打卡的汉
口黎黄陂路，见证过19世纪汉口成为中国最
大茶叶集散地、万里茶道起点的兴盛，被列
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去年底更
以修旧如旧的方式华丽变身高端酒店。

酒店外立面全新亮相，清水红砖色泽沉稳，圆形穹顶
造型灵动，雕花门廊上点缀着灰白砖石，古典韵味十足。
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工作人员提供了3款卧室香薰
和6种枕头类型供我选择，服务真的很贴心。推开房门，我
像闯进了老电影。大理石花砖、雕花拱形门、水晶吊灯……
每一处细节都散发着独有的味道，让我感觉宛如重返
100年前的大汉口，沉浸感十足。最妙的是卧室阳台，它
被游客称作“天然取景框”的C位，正对着酒店特意保留
的俄式门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当我推开雕花木窗时，楼下的大学生一边用手机拍照一
边说道：“别动，这个构图绝了！”快门声此起彼伏，我也成了他
们镜头里的风景。江风裹着老砖墙的茶木香味拂过发梢，我
竟然觉得自己正与这栋老建筑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讲一件有意思的事：我在网上刷到了网友晒出的巴公房
子照片，配文为“不来巴公房子拍上两张等于白来武汉”。拉
近照片一瞧，你猜怎么着？竟然有我在二楼阳台上打电话的
身影！原来，不经意间，我也成了他们镜头里的风景。

离开酒店那天，我看见穿汉服的姑娘在门口跳舞，不少
年轻人和铜门牌合影。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碰撞出奇妙的反
应。我这才明白武汉的巧妙之处——没让历史沉睡在玻璃
罩里，而是把老建筑变成“会讲故事的容器”。就像酒店为
我提供的6种枕头类型，每个类型都在诉说：“过去与现在，
在这里可以兼得。”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秦璐

（长江日报记者王锦婷整理）

网友@秦璐在巴公房子二楼阳台上
看风景时留影。

故事

右图：听众拍摄音乐会欢快的场面。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