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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进出超2万人次的菜市场免费停车1小时
“马路现场会”打通局部“肠梗阻”

■长江日报记者夏奕 通讯员张建勇 李佳

汉阳这家菜市场最近“升级”了！不仅提
供 120 个停车位且停车 1 小时免费，之前在市
场外的街边小摊也都搬进了既能遮风挡雨又
不再占道的专门区域，同时市场周边两条道路
也将迎来大幅度的改造优化，局部“肠梗阻”现
象即将成为过去。22 日下午，第 8 场“马路现
场会”在汉阳区麒麟路路边举行，各方代表围
坐交流他们对正在进行改造升级的汉桥生鲜
市场周边道路的需求与期待。

改造前，买菜卖菜车难停人难行

汉阳区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李长春
首先介绍了汉桥生鲜市场外两条路的基本情
况。升级改造前，市场每天都吸引2万至3万人
次买菜卖菜，不少摊主占据麒麟路东侧的人行道
和非机动车道共用空间摆摊，导致麒麟路南向北
方向最右侧机动车道常被临时停放的机动车或
非机动车占据，道路通行能力下降。仅今年以
来，汉阳交警已收到该路段交通堵塞报警60余
次、违停投诉20余次，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而
市场南侧的汉桥横路西段路面，每天上午都被百
余个卖菜摊点占据，早晚高峰时连行人通过这条
路都十分困难，更别提行车，多年来汉桥横路一
直处于“肠梗阻”状态。

武汉公交三公司九车队队长朱华治表示，市
场门前的公交站点目前涉及7条营运公交线路，公
交车进出站点时不得不出现“翘头摆尾”状态，既影
响其他车辆通行，也存在上下客安全隐患。

武汉市汉桥中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何
小琴也提出，经营户的送货车卸货大多临时占道
停放在麒麟路路边，因为人行道被摊点占据，进
出货的通道也不太顺畅。不少拖着小车来买菜
的居民也频频向市场管理方吐槽：麒麟路路面砖

块不平坦、汉桥横路弯道和坡道多、摊主兜售和
市民买菜都只顾菜不顾路，小推车轧脚和电动车
撞到人的情况都时有发生。

改造后，摆摊不占道停车位充足

针对种种不便，今年汉阳区五里墩街道联合
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及市场管理方对汉桥生鲜市
场提出了系列改造升级方案。“马路现场会”上他
们也对目前的改造情况一一作了介绍。

汉阳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科科
长李行德表示，区城管部门在今年3月起对麒麟
路进行人行道拆除重建、架空管线整治等方面的
改造，优化人行道路面材质，增设非机动车停车
位，用硬质护栏将人行道和非机动车停车位隔
开，同时增派执法人员加强巡查和管控力度，防
止“马路市场”反弹，优化市场门前秩序和环境。

汉阳区住房与城市更新局市政工程建设管
理科副科长潘勋介绍汉桥横路的改造思路，未来
将打通汉桥横路、麒麟路至工行培训学校路段的

“断头路”，优化周边小区居民进出绕行路线，同
时把汉桥横路西段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用

隔离护栏隔开，实现人车分流，同时增补路口所
需路灯、修缮排水系统，增加无障碍坡道等。

何小琴介绍了给摊主们的便利：目前市场北
侧区域已经建成了可容纳 120 多个经营户的
5000 平方米临时市场规范区，原来在市场外两
条路上摆摊的摊主们基本已经全部被引入。施
工期间，汉桥横路上的38户经营户可以免租40
天，摆摊提篮卖菜的摊主们每天收取2至8元不
等的卫生费。升级后的停车场有100多个停车
位，且在区交管部门建议下将免费停车时长延长
至1小时，为买菜居民提供更多便利。

汉阳区交通大队五中队（秩序管理）中队长
姚闯介绍了麒麟路改造后的通行规划：麒麟路东
侧机动车车道将进行“瘦身”，设非机动车行车
道，并与机动车道隔离，拓宽公交车停车区并设
计后绕式非机动车道，保证非机动车通行与公交
车进站互不干扰。

单行线走向将收集居民意见

对于改造后的汉桥横路西段的单行线通行
方向，姚闯现场给出了两套方案：因这条路最窄

处仅有4米宽，无法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因此
这条长约 180 米且必须单向通行的道路仅有

“西向东”和“东向西”两个选项，现场来自市场
和周边的居民、社区代表都对两套方案给出各
自意见。

市场门店业主金磊表示，目前店内上下货
车辆每天进出 4 至 5 趟，考虑到麒麟路车流量
较大，他更希望汉桥横路改造后由西向东单向
通行，可以方便地指引客户将车开进停车场，
车辆出停车场时可从汉桥路离开，这样通行更
为高效。

兆麟锦桦豪庭小区的业主施凯也建议未
来汉桥横路西段改为西向东通行，这样上下
班就不会给家门口的市场通行增加压力。不
过五麟里社区书记、居委会主任李萌萌也带来
其他居民的不同意见：从出行角度来说东向西
通行更方便，因为麒麟路与汉阳大道路口是
个设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而汉桥路汉阳大
道路口则仅允许机动车“右进右出”，通行不
如麒麟路路口便捷。李萌萌表示，街道和社
区还将持续收集居民意见，给未来改造提供
建议。

马路现场会

马路现场会现场。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孙笑天）4月22日上午，来
自江苏的百岁新四军老战士丁位西在八路军武
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参观，看到抗战胜利的内容
时，他激动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丁位西 1925 年出生于江苏泗阳，1944 年 6
月成为新四军战士，后被派到新四军四师卫生学
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第四后方医院任医务
员。丁位西先后参加过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孟
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他和其他医
务人员一起，从战场上抢救下成千上万名伤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江苏从事医疗卫生工
作，1987年离休。

参观时，丁位西穿着一身新四军军装，胸前
挂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等
3枚纪念章。他坐在轮椅上仔细地看展出，看到
白求恩的照片时，他举起双手点赞；听到新四军
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的事迹时，参加过彭雪枫追悼
会的他陷入了回忆。

参观接近尾声，丁位西看到展出的“中国抗
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内容时，他突然拉着陪同
的纪念馆馆长周静的手，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这让老人的家属和现场工作人员都很意外。

“1945年，我们抗日战争胜利了！”丁位西拉
着周静的手说，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
是他人生中最激动的时刻，现在都很激动，但又
不敢太激动，年纪太大了。女儿丁玲华介绍，父
亲身体很好，没有基础病，但不能久站，需要坐轮
椅。

当天，丁位西还参观了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
纪念馆。他上一次来武汉是在1988年。“我是从
武汉医学院毕业的，所以对武汉有很深的感情。”
1955年至1958年，丁位西曾在武汉医学院学习。
近几年，老人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再来一次武汉，
看一看母校，看一看曾经挑土筑堤的东湖，看一
看新四军第一个军部诞生地——汉口新四军军
部旧址。

丁位西向纪念馆赠送了自己的书法作品，寄
语纪念馆做好红色基因传承工作，让年轻人记
得，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用血肉换来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受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原武汉医学院）和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
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邀请和协助，丁位西开启了
这次武汉之行。

看到抗战胜利的展览

百岁抗日老战士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公益广告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22日上午，新四军老战士丁位西在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前留影。 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
晓彤）近日，一场名为“合
唱之夜”的音乐会在俄罗
斯莫斯科巴什梅特中心
音乐厅上演。随着一曲
悠扬的《茉莉花》，幕布缓
缓拉开，在一众俄罗斯合
唱演员的围绕下，一张年
轻的中国面孔令观众印
象深刻。

他是华中师范大学
毕业生、现莫斯科柴可夫
斯基音乐学院博士生徐
偲，担任这场音乐会的指
挥。参演的莫斯科柴可
夫斯基音乐学院室内合
唱团是俄罗斯最著名的
合唱团之一，很多团员
在国际合唱指挥大赛中
获奖。这是该合唱团首
次用中文演唱《茉莉花》

《小河淌水》等中国经典
作品，也是首次与中国指
挥家合作整场音乐会。

音乐时而悠扬，时而
奔放，台下120多个座位
座无虚席。

作为音乐会策划人
的徐偲介绍，这场音乐会
是自己和同学周舟的博
士 阶 段 的 一 个 考 核 作
品。去年 12 月，他们向
导师、俄罗斯柴可夫斯基
音乐学院教授亚历山大·
索洛维耶夫提出，想办一
场中俄文化交融的音乐
会，得到教授的赞扬与支
持。

在徐偲看来，中俄两
国的不少经典歌曲有相
通之处，比如都爱用歌声
丈量土地。俄罗斯民歌
常以河流、白桦、风雪为
意象，中国民歌则爱咏叹
山川、明月、骏马。两国
民歌都擅用“螺旋上升”
的乐句，像伏特加与白酒，入口凛冽，后劲绵
长。因此，他选择的是主题相近又具有本国代
表性、脍炙人口的名曲。

音乐会曲目表上有6首中文歌曲，包括脍
炙人口的《小河淌水》《茉莉花》和具有中华民
族风情的《八骏赞》《嘎哦丽泰》等。在上半
场，徐偲将拉赫马尼诺夫的《圣咏》与《茉莉
花》进行二度创作，一个如圣咏般沉郁厚重，一
个似吴语低吟般灵动清透，两种曲调形成戏剧
张力，让听众感受不同文明的碰撞。下半场，
他以《小河淌水》的月光意境为转折，渐入《八
骏赞》的万马奔腾，象征两朵茉莉花在伏尔加
河与长江上同时绽放。

让俄罗斯团队演唱中国歌曲，不容易，但也
没有想象中的难。

徐偲用俄语的西里尔字母对所有歌词进行
注音，并为每首歌曲写了一段俄语介绍，阐述其
故事背景和情感基调。比如《小河淌水》中的

“月亮出来亮汪汪”，他告诉团员们，就像“西伯
利亚的极夜后第一缕晨光”。

“他们都非常厉害，5次彩排，就能将6首中
文歌完整演绎，完成度很高，我是站在了巨人的
肩膀上。”徐偲说，同事们非常喜欢中文，常常在
下班后和他一起探讨歌词，“这本身也是一种文
化的交融。”

“特别感动，我的内心都在颤抖，中国歌曲
太好听了。”音乐会结束后，有观众这样说。

徐偲今年 29 岁，2020 年从华中师范大学
合唱指挥系毕业后，前往白俄罗斯国立音乐
学院合唱指挥专业读硕士，2023 年考入俄罗
斯最好的音乐学院——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
乐学院读博士，师从亚历山大·索洛维耶夫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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