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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会“跑”的公厕开进沙湖公园
游客多卫生间不够用？移动公

厕安排上！
5月1日，我起了个大早去沙湖公园C区逛

世界花园大会。刚走到公园附近，就被路边一
辆车吸引住目光。这辆车外观和大巴车没什
么两样，但车身“移动环保公共卫生间”几个大
字格外醒目，出于好奇，我走近细看，发现一位
穿着工作马甲的师傅正在车旁忙碌。

“师傅，这是移动公厕吗？”我好奇地问
道。师傅笑着回答：“是啊，我们是武昌区厕所
管理站的。”交谈中得知他姓秦，既是司机也是
管理员。“‘五一’前我们就来踩过点了。”秦师
傅说，“知道这里游客多，特意把车开过来的。”

我走进车内，只见里面设施一应俱全，有5
个独立的小卫生间，每个隔间都配有洗手池和
洗手液；空调送出徐徐凉风，让人倍感舒适。
空间大小也恰到好处。

今年世界花园大会适逢“五一”假期，客流

量大。我看到不少家庭带着老人小孩来参观花
展，“方便”问题确实很重要。这时秦师傅告诉
我：“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就到岗，把车停好后，
仔细检查各个厕位，确保安全和卫生。”他们一
直要忙到下午客流量高峰期结束才收工。

谈话间，不断有游客前来移动公厕方便。
我还注意到，一位穿黑衣服的工作人员始终保
持着高效的工作状态：他手持工具，每当一位
游客离开，就立即上前清扫楼梯，动作麻利又
认真。

看着这一幕，我和秦师傅越聊越投机，“武
汉旅游越来越火，咱们的服务也要跟上啊。”秦
师傅的话让我深有同感。是啊，这辆看似普通
的移动公厕，实实在在解决了每个人最急迫的
需求。城市的美好，不正体现在这些细微处的
贴心服务上吗？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木兰山人
（整理：戴容）

一日

移动环保公共卫生间。

（上接第一版）
工地南侧，一台特殊的塔式起重机格外引人注目。这台由中建

三局自主研发的“顶加节穿心塔式起重机”正在完成一次精彩的“空
中芭蕾”——在液压系统驱动下，重达20吨的新节段从中心通道垂
直升起，与原有塔身精准对接。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仅耗时90分钟，
就完成了传统工艺需要4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这可是我们的‘镇场之宝’，全国仅有2台投入使用。”有着8年
超高层施工经验的塔吊司机吴昌胜，谈起技术创新时一脸兴奋。“这
台塔吊融合了5G技术，以前地面位置的情况我们在高处是看不清楚
的，现在通过大屏，从吊物的位置到起吊的各个环节，我们都能实时
监测，大大降低了操作风险。”

在地下室施工区域，防水作业班组长齐晶正带着团队进行最后的
地坪施工。齐晶告诉记者，为了抢在梅雨季前完成地下室封顶，他们
曾创下72小时完成5000平方米防水施工的纪录。

如今，项目地下室已经封顶，砌体、地坪、腻子和机电管综等工序
全面穿插施工。室外管网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正在逐步成型，有
的绿化带已种下第一批苗木。地面上，1号科研塔楼以每5天一层的
速度向上生长，2号厂房钢结构吊装日均完成80吨。项目采用智慧
工地管理系统，实现了进度、质量、安全的数字化管控。

科研总部占地约118亩，为确保项目尽早投用，采用了整体开发
建设模式，这需要在狭小空间里集中大量设备、物资、车辆和工人，记
者在现场看到，工地井然有序、整洁美观。

“我们在项目启动时就制定了打造标杆项目的目标，通过数字化
项目管理系统，合理调配工序和现场物资、设备、工人数量，实现了作
业面最大化，加快了建设进度。”中建三局城市投资运营公司武汉新
城项目指挥部指挥长周瑞明告诉记者。

“未来，这里将诞生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周瑞明指着施工图纸上
的洁净实验室区域说。为满足科研需求，这些实验室的抗震等级、洁
净度、电磁屏蔽等指标都远超普通建筑标准。比如，核心实验区的楼
板振动控制要达到微米级，相当于刮大风时，楼内的精密仪器都感觉
不到丝毫晃动。

高标准建设汉江国家实验室，是湖北打造以“1家国家实验室+8
个大科学装置+10家湖北实验室+163个国家级创新平台+525家新
型研发机构”为主体的科技力量矩阵，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高地的重要支撑。

（刊载于5月2日《经济日报》3版）

中国光谷崛起“国之重器”

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衡 蒋立
青）这个“五一”假期，全国多地游
客以自驾的方式奔赴武汉。5月2
日，长江日报记者探访市内多个
景区停车场和路边停车位发现，
外地车辆超过本地车辆，部分热
门景区外地车辆占七成。

当天中午，记者驾车从汉阳
方向前往黄鹤楼，驶离长江大桥
匝道行至武汉市第三医院附近
时，黄鹤楼公园周边的多条道路
开始变得拥堵。

记者发现，首义路、体育路、
楚善街沿线路边停车位几乎停满
了悬挂外地车牌的车辆。而一些
对外免费开放的政府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的停车场，外地车辆不在
少数。

13时30分，记者步行进入黄
鹤楼公园东门地面停车场，这个
停车场此时显示“车位已满”。记
者通过统计车牌号发现，这个能
容纳 80 辆车的停车场，此刻共停
放了 56 辆外地车辆，占比七成。
而在场外排队准备进入的30辆车
中，外地车有23辆。

13时40分，河北唐山游客杨
建伟驾车离开，江西丰城的范先
生驾驶赣 C 牌照轿车进入该停
车场。

带着一家人来汉旅游的范先
生说，他们登完黄鹤楼后，准备去
打卡东湖、武大、省博物馆及汉口
历史文化风貌区，“武汉现在热度

很高，我们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
很值得游玩”。

武汉旅联东湖物业公司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黄鹤楼公园共有
450 多个停车位，截至 2 日 14 时，
当天已先后停泊车辆 1116 辆，外
地车占了多数，排名靠前的是河
南、江西、湖南等省份的车辆，也
有北京、浙江、广东等地的车辆。

15时15分，记者在汉阳湖北
文旅·武汉冰雪中心停车场看到，
来自省内的车辆占据一定比例。
潜江的钟先生夫妇带着两个儿子
一早从家里出发，中午抵达武汉，

“他们从来没有滑过雪，这次带他
们过来体验一下”。

同样以冰雪吸引游客的黄陂
甘露山国际滑雪场，停车场里的
近1600辆车中，外地车占了18%。

17时10分，蔡甸花博汇景区
停车场内，停泊着外地车辆 1100
辆，约占停车总数的三成，来自河
南信阳的游客陈盼是冲着沉浸式
夜游“知音花月夜”项目第二次来
到这里的。

主打草原风情的黄陂木兰草
原景区 9 个停车场共有近万个停
车位，外地车辆占比近七成，其中
以河南、湖南、江西、安徽的车辆
为主。

记者在东湖、江岸咸安坊、巴
公房子等热门景区停车场及周边
道路探访发现，外地车辆也占了
不小的比例。

全国多地游客自驾奔赴武汉

多家景区停车场外地车辆占七成

▲湖北剧
院停车场停满
了外地车辆。

长江日报
记者张衡 摄

长江日报讯 5月2日，武汉黄
鹤楼连续两次发布“温馨提示”，
截至当日下午3时，游客预约量已
达 到 日 最 大 承 载 量 的 90% ，即
45000 人，按照有关规定，当日停
止售票。“五一”假期第二天，武汉
重点景区人气火爆，再度迎来旅
游人气高峰。

黄鹤楼是外地游客到访武汉
的“风向标”。数据显示，前来黄
鹤楼游玩的外省游客占到80%以
上。2日上午8时30分，黄鹤楼公
园东门入园处已经排起了长队，
工作人员引导游客验票入园，以
方便疏散客流。从杭州来的游客
何女士，上午 10 时带着孩子来到
黄鹤楼，“一路走来，园区内有各
种演出互动，还有志愿者服务，人
虽然很多，但是秩序井然”。

打卡黄鹤楼不仅仅是登楼望
江，玩法的多样化引来游客点
赞。当日上午10时30分，在黄鹤
楼主楼广场前，春晚同款《凤舞九
天》演出开启，15位身着华丽服饰
的舞者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
舞，他们舞姿灵动优雅仿佛凤凰
展翅高飞。“哇，太美了！”游客们
纷纷发出赞叹声。

文博场馆一票难求。数据显
示，全省博物馆“五一”假期前两
天接待观众 82.7 万人次，其中湖
北省博物馆接待5.7万人次，延续
了“一票难求”的盛况。

夜游拉长消费链条。今年
“五一”假期恰逢“烟火武汉，遇见
知音——2025武汉长江旅游季”，

“长江甲板声浪派对”和江景灯光
秀让夜游的群众流连忘返，使穿
城而过的“景观带”变成繁荣热闹
的“经济带”。

多家景区焕新场景引得人气

爆棚。
白天，走进玫瑰、马鞭草等万

亩花海中，随便一站就是大片，宠
物露营、桑葚采摘、花海虾宴带来
无限乐趣。晚上，七彩祥云、马尾
瀑布等数十种烟花在夜空绽放，
还有非遗火壶、火裙舞等火秀盛
会燃情上演……在蔡甸花博汇景
区，以“新花卉、新烟花、新火秀、
新表演”的花样玩法引来游客量
爆发增长，“五一”假期前两天吸
引了超3.5万人次游玩打卡。

从知名艺人领衔献声的仙人
掌音乐节到大型神话主题演艺，
从汉婚展演到在冰雪里撒欢……
木兰故里也不断焕新文旅场景，
引爆超燃人气。据初步统计，“五
一”假期前两天，黄陂区入陂车辆
超百万车（次），接纳人流超500万
人次，同比增长近20%。

位于黄陂区甘露山文创城的
甘露山国际滑雪场，尽管室外气温
已近30℃，但这座华中地区规模最
大的室内滑雪场依然保持着-6℃
的低温，让游客体验“反季节”冰雪
运动的魅力。两天近10万人次奔
涌而来，尽情在冰雪世界里撒欢。
令人意外的是，不少游客赶来这里
还因为“与雪无关”。

甘露山国际滑雪场“五一”期
间开展系列“与雪无关”的活动：
踩高跷、变脸喷火，甘露有戏民俗
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民俗文化
脉搏；小丑巡游、沙滩烧烤音乐
会，踩着沙子蹦迪，让游客感受一
场浪漫的沙滩聚会……“反季节
经济”成为今年黄陂“五一”文旅
市场的一抹亮色。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李婷
李亦中 通讯员鄂文旅 武文旅

（参与采写：周佳玲）

假期第二天

武汉旅游
再登人气高峰

▲

游客在
甘露山国际滑
雪场体验“反
季节”冰雪运
动的魅力。

▲ 花博汇
景区激情上演
烟花秀。

■长江日报记者张维纳 通讯员彭湘君

几天前，武汉快递小哥徐龙荣获“全国劳动
模范”荣誉称号。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数量已达8400万人。作为其中的一员，徐龙
为何能获这一殊荣？5月2日，长江日报记者决
定跟着徐龙体验送快递。

早上7时，武汉邮政分公司金家墩揽投部，
徐龙正在搬运包裹，同事罗时俊一见到他就问：

“你怎么又来了？”
“前几天去北京领奖，都是同事帮忙顶班。

回来后，我得多上两天班，让他们休息一下。”徐
龙说，“五一”假期，他每天都会来上班。

这几天，不断有媒体记者发信息问徐龙：
“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后，你还送快递吗？”

“送，肯定送。”徐龙从北京领奖回来，在邮
政系统干了 30 多年的母亲跟他说了一句话：

“要记住你的初心，把快递员的工作继续干好。”
一大早，记者跟着徐龙卸车、分拣、投送。

在他工作的江岸区上海路揽投部刚休息半小时
后，徐龙叫上了记者：“走，去白马商城送货。”出
发前，徐龙还特意带上了一瓶矿泉水。

白马商城是武汉一家服装市场。64岁的老杜和37岁的儿子杜
丁在商城附近开了一家快递点，商户们的服装包裹都会集中送到他
们这里。

徐龙开车来到白马商城门口，老杜拉着推车已经在门口等候徐
龙。“爹爹，喝瓶水。”记者这才意识到，这瓶水是带给老杜的。

“夏天他常给我带酸梅汤，春秋冬季常给我带水。”老杜提起徐龙
说，“小伙啥都好。”

徐龙具体好在哪儿？杜丁接过了话茬：“有时候我不在，他都会
帮我爸把货拉到快递站。”杜丁说，他们这儿都是大件包裹，轻则二三
十斤，重则五六十斤，每次都有三四十个包裹，但徐龙不怕累，每次都
帮着卸货、运货。“他把很多本不属于自己的工作都干了。”

“热心快肠”是同事们对徐龙的评价。“谁家里有事了，徐龙总是
第一个顶上去。”同事童文国说，大家也愿意请徐龙帮忙，把货交给
他，最放心。

在快递站点，记者看到了一本“徐龙疑难信件复活投递处理登记
簿”，记录着由他接收和投送的各种疑难信件，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已
收”，他也被大家称为“死信拯救者”。

“按照邮政的正常投递规则，信件投递3次失败，可以原路退回，
但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不会轻易退回一封信，我会尽可能通过社区、
派出所、民政局等去查收件人。”徐龙说，这件事一开始只有他一个人
做，到后来发展成整个团队都在做。

多年前，徐龙所在的站点收到一封寄往“硚口区站邻村5号2楼”
的义务兵信函，但该地早已拆迁，查无此地。徐龙利用空闲时间走访
周边社区，逐户询问邻里街坊，后来得知，收件人已经住进了养老
院。徐龙蹬着自行车就前往养老院，收到邮件的老人连声道谢：“幸
好碰到像你这么认真负责的快递员！”

据统计，徐龙从业16年，他驾驶邮车累计行程超过30万公里，投
递各类报刊邮件近50万件，从未发生过遗失和延误情况。

下午2时，装着2吨货物的邮政车来到站点，同事们站在传送带
旁有序分工，有人负责卸货、有人负责翻面、有人负责分流。同事张
超说，这是徐龙创新的工作方法——网格化分拣法。此前，货来了，
大家都只在传送带上找自己负责的区域包裹，最后，很多包裹都要重
新分拣。后来，徐龙提出从“单人作战”到“团队协作”，大家有序分
工，“比之前提速了半小时”。张超说，之前他们下午3时才能出门送
快递，现在下午2时30分就出发了。

一位来自河北的中学老师在给徐龙的信中写道：您让我看到一
位劳动者对职业的敬畏与热爱，这份对生活、工作的热爱，正是教育
孩子们最鲜活的教材，您的故事证明平凡岗位也能成就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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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龙在运送快递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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