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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冷靖华）5月2日，“武
汉春季购房节”热度不减。购房节上展示的
高品质住宅将架空层建设成“共享活动空
间”，吸引了众多购房人的关注和好奇。为
此，长江日报记者实地探访了购房节热门项
目——硚口区高品质住宅项目越秀·天悦文
华。

风雨连廊蜿蜒如绸带，串联起悬浮水
景会客厅、星空私宴厅、健身空间、儿童游乐
场……记者在越秀·天悦文华项目看到，曾
被视为“过渡空间”的架空层，已变身为集社
交、娱乐、康养于一体的“第二客厅”。

在半封闭式的儿童游乐区，专门配备了
双高洗手池。越秀·天悦文华项目营销负责
人余清鸿介绍，经调研发现，部分家长因卫
生问题不愿让孩子在公共游乐区玩耍。搭
配洗手池后，可以让小朋友在玩得开心的同
时保持卫生。

带小孙子进儿童游乐区玩耍的居民李
雨晴笑着说：“这里有篮球架、跳格子、滑梯，
都是小孩最喜欢玩的游乐设施，孩子来玩一
次后，天天闹着要再来。”

穿过水景庭院，茶香混合棋声飘来。老
年活动空间茶话馆内，茶艺台与书法区错落
分布。设计师指着临窗卡座说：“这里既能
看着孩子玩耍，又能与老友对弈，老年人也
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记者沿着覆盖整个小区的风雨连廊，来
到影音馆。余清鸿介绍，为了让业主在观看
电影中感受到震撼的视听体验，项目特意对
标专业影院，邀请专业工程师根据声波位

置，进行精准定位。同时，墙面做了分缝硬
包造型，配合照明及特殊的消音基层，达到
规范隔音标准。

项目现场还有一个近200平方米的浮水
会客厅，这里是一个通透空间，有着极佳的
观景视线，布置了度假躺椅、浅水池，防滑砖
步道。

在音乐厅，三角钢琴、吉他、小提琴等各
类乐器一应俱全。“学乐器的孩子都能来这
里练习。”余清鸿说。

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24小时开放的“健
身舱”。这里有跑步机、椭圆机、可调式哑铃
训练凳、腹肌训练器、单人综合训练器等多
种专业健身器材。

武汉市房地产业内专家分析，近年来，
老百姓对住房品质的需求不断提升，武汉住
宅正在从“功能容器”向“生活舞台”进化，不
少购房者也愿意为“有温度的公共空间”买
单。市场调查显示，目前带有特色公共空间
的项目，即便二手房溢价达到 18%，空置率
能控制在5%以内。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小区电动
自行车超1000辆，充电车棚仅两个，“飞
线充电”“上楼充电”时有发生。对此，东
西湖区金银湖街道园博社区在卧龙丽景
湾小区新建了6个充电车棚，在所有单
元安装梯控，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
行为，让居民充电既方便又安全。

5月2日，在东西湖区卧龙丽景湾小
区西门内，市民周先生来到电动自行车
棚，拔下充电插头，将电动自行车推出车
棚，骑行离开。

去年，在金银湖街道园博社区的指
导下，卧龙丽景湾小区建成6个电动自
行车充电棚，52个单元的电梯装上了防
电动自行车上楼的梯控。而在此前，电
动自行车充电难困扰着小区居民。

“低楼层的‘飞线充电’，高楼层的
‘上楼充电’，大家都不放心。”小区居民
王女士说，小区建成早，电动自行车棚只
有两个，分别建在小区两头。“车棚少、距
离远，小区大，电动自行车多，充电很麻
烦，也很不规范。”

“每周集中清查不规范充电行为，总
能查出不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向原
说，一边是抱怨充电不方便，一边是投诉
违规充电，根本原因在于没地方充电。

去年，全市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安
全充电工作，卧龙丽景湾小区新建充电
车棚事项加紧推进。早前，小区业委会
曾打算新建充电车棚，但因意见不统一
没有继续推进。这次，社区多方努力，统
一居民意见。

物业公司重新统计，发现小区有电
动自行车数量超1000辆，按此需求新建
车棚。车棚选址覆盖小区一二三期，让
所有居民受益。车棚建设资金来自小区
公共收益，扣除电费成本之后的充电收
入计入小区公共收益。

“从方案公示、投票表决到唱票通
过，只用了15天，7处选址通过6处。”园
博社区党委书记叶莉说，建充电车棚的
同时，梯控安装也在同步进行。去年年
底，6个充电车棚全部建成，52个单元的
电梯全部装上梯控。

接下来，园博社区计划继续做居民
工作，推进新建第七个车棚，做到小区电
动自行车全覆盖。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维纳）“五一”假期是婚礼举办的高
峰期，长江日报记者注意到，不少年轻人选择将婚礼喜糖换
成“柴米油盐酱醋茶”，既实用又有生活寓意。

记者在社交平台看到，不少新人晒出精致的实用版喜
糖，虽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经过用心包装，也不失一
份浪漫。有网友形容，这是“菜篮子”版爱情喜糖。

近日，从江苏嫁到武汉的姑娘杨晓丽就向记者分享了
她的实用版喜糖。杨晓丽告诉记者，她一直喜欢传统的中
式婚礼，选择伴手礼时，她就想到用“柴米油盐酱醋茶”代替
普通糖果。“之前我们去参加婚礼，看到不少人拿到喜糖后，
直接将包装一拆，拿走了喜糖，丢掉了盒子，我们想让大家
把我们的伴手礼带回家。”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东西，
更是大家每天为生活而奔波的七件事，俗称“开门七件
事”。在杨晓丽看来，“柴米油盐酱醋茶”虽然平淡，但也是
最真实的爱情滋味。

一盒火柴、一小袋大米、一瓶香油、盐、酱油和香醋，还
有一小罐茶叶，这就凑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除此之外，
杨晓丽还另外加入了两颗糖。“希望生活不管有多困难，无
论有多少酸苦辣，都希望我们能从中获得一丝甜，都能记得
结婚的美好。”再配上精致的礼盒和卡片，杨晓丽的实用版
婚礼喜糖就凑成了一份十全十美的礼物。“希望收到伴手礼
的亲朋好友，都能收获十分的美好。”杨晓丽说。

婚礼结束后，不少亲友向她反馈，这是他们收到的最有
趣的“喜糖”。很多朋友后来出门露营，都直接拿着他们的
这套“喜糖”作为露营食材用品。

采访中，杨晓丽也提醒，实用版“喜糖”不宜贪多。她在
采购“柴米油盐酱醋茶”时，控制了重量，每样不能超过100
克，“要不然太重了，大家不好带回家”。

“武汉春季购房节”热度不减

高品质住宅配备“全龄共享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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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大厅在交付后，将变成业主的共享生活空间。 长江日报记者冷靖华 摄

新人婚礼喜糖
换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

（上接第一版）

新发现展现长江文明高度

自2013年起，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围绕“长
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开展持续性考古工
作。

项目负责人孙卓介绍，这十多年的考古
发现颇为丰富——

在杨家湾，一组气势恢宏的石构遗迹破
土而出，其规模之巨、结构之精，为长江流域
夏商遗址所仅见。这些沉默的巨石像一座文
明的灯塔，不仅昭示着盘龙城作为长江中游
中心的显赫地位，更以其建造所需的人力物
力，证明了 3000 多年前先民们的智慧与力
量。

小嘴地点的发现同样令人振奋。一处完
整的铸铜作坊遗址重现天日，从制范、浇铸到
冶炼、修整，青铜器的诞生历程在此完整呈
现。这是夏商时期都城之外首次发现的铸铜
作坊，印证了盘龙城已掌握当时最先进的青

铜礼器铸造技术，也拓宽了对商代资源流通
网络的认识。

考古团队通过水下钻探与湖底沉积物分
析，揭开了盘龙城水域环境的变迁之谜。研
究表明，商代遗址周边水域较现今低5米至7
米，原聚落部分如今已沉睡于湖水之下。这
一发现首次系统揭示了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
水位演变规律，为长江水文历史研究提供了
关键性实证。

这些发现共同构建起长江文明演进的
关键证据链：盘龙城并非简单的文化“接受
者”，而是参与塑造早期中国文明格局的重
要力量。其宫城制度、青铜技术、水陆交通
体系展现出的文明高度，标志着长江流域在
夏商时期已形成与黄河文明并驾齐驱的区
域文明中心。盘龙城的石构宫殿与青铜作
坊，如同打开长江文明“黑匣子”的两把钥
匙，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
明形成历程。

遗址保护让3500年历史活在当下

这座距今3500年的瑰宝之城出土的大量
文物，基本被收藏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它们
述说着长江文明的故事。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宣传策划部负责人宋若虹介绍了这座大遗址
公园的未来蓝图。“作为武汉唯一的大遗址公
园，我们一直在探索文物保护与公众体验的
最佳平衡点。”在公园整体规划中，未来游客
可以沿着湖畔步道漫步至遗址核心区，途中
将经过杨家湾石器遗迹展示区，让公众能够
近距离观摩真实的考古现场。“这不是简单的
参观动线调整。”宋若虹强调，“而是要让文物
真正‘活起来’，让市民在移步换景中感受
3500年的历史脉动。”

宋若虹还特地提到对宫殿基址的保护展
示，中国很多遗址是土遗址，相对于石头很难
保存，盘龙城的保护展示，做了基址底部的部

分，最开始用的传统的夯土方法，可是武汉潮
湿多雨的环境，一个季度基址就垮了，后来他
们又和遗产保护公司一起研发出GRC新配
方泥垛墙，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结合
3D打印技术，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泥人胡”
利用泥塑工艺，展示出木骨泥墙、夯土筑造等
建筑工艺细节，兼具科学与美感，解决了土遗
址保护的展示难题，这一创新模式随后被二
里头、屈家岭、良渚等遗址公园纷纷借鉴。

随着传统文化热度的提升，盘龙城遗址的
参观人数逐年上升，从2020年的30.5万人次跃
升至2024年的94.6万人次，这颗武汉明珠正在
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90后”曾辉就是盘龙城
遗址的忠实粉丝，从2019年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举办庞贝出土文物特展开始，他参加了许多场
活动，他说，“这几年明显感觉到这里的活动越
来越受欢迎，经常活动一公布就约满了”。

据介绍，自1954年洪水冲刷现世以来，盘
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尚不足 2%。这座沉睡
地下的商代都市，仍保留着太多未解之谜——
它的完整规模、城市布局、文明程度，都在等
待后人继续探索。每一铲土的揭开，都可能
改写我们对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认识。

盘龙城：中国双大河文明的枢纽

盘龙城十年新发现
2013—2014年

发现杨家
湾 17 号墓，出
土绿松石镶金
饰件、铜带鋬
觚形器、兽面
纹大型青铜饰
件 等 重 要 文
物。

2015年

在杨家湾
岗地西北坡发
现了南北两端
有条状分布石
块的大面积黄
土层。在小王
家 嘴 发 现 29
座早期遗迹单
位，其中墓葬
21 座、灰坑 8
座。

2016年

杨家湾北
坡 的 解 剖 发
掘，进一步发
现“带状”石头
堆积和“黄土
带”，其展现的
形状和结构不
似城垣遗迹。

2017年

发现小嘴
3 号 墓 ，出 土
商代前期最大
的有领玉璧等
重要文物。

进行了重
点勘探、布设
长探沟，进一
步从层位上证
明石头堆积属
于商代前期，
并在坡地不同
高程的位置发
现东、西排列
的石头分布。

对石头堆
积进行了首次
大面积的揭露
式发掘，基本
掌握石头堆积
的 分 布 和 结
构，堆积的人
工性质明确，
可能属于一处
大型的建筑类
遗迹。

发现石块
在杨家湾北坡
较多区域或成
片 或 垒 砌 成
坎，分布范围
极大，与建筑
和祭祀活动有
更大关系。

进一步认
识盘龙城南部
王家嘴地点的
聚落布局与结
构，探索盘龙
城聚落早期的
文化面貌和性
质，积累遗址
地貌景观及环
境考古相关资
料。

进一步发
掘杨家湾北坡
西部，揭露出
一处规模较大
呈东西向直线
分布的石砌遗
存，是北部聚
落晚期核心区
的一处大型石
构工程。

在王家嘴
地点发现商代
前期高等级居
址区，并探索
盘龙城遗址二
里头文化时期
遗存。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2024年

“勇当支点建设主力军”

劳模先锋吹响建功立业集结号
武汉职工大思政课

劳模工匠说

2025年湖北省暨武汉市双“百千万”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仪式现场。 张晨玉 摄

从生产一线走上人民大会堂领奖台，全国劳动模范、宝武集
团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硅钢部热处理首席操作胡惊雷用28年的坚
守诠释了新时代奋斗者的使命与担当。掌声响起的那一刻，他胸
中澎湃的不仅是个人荣誉，更是一线产业工人的集体荣光。

支点建设，需先锋引领；时代答卷，靠实干书写。这群将“精
益求精”融入血脉的劳模工匠，正在用奋斗与创新谱写新时代的
劳动者之歌，呼唤着全社会共同投身建功立业的伟大实践。

看！焊花飞溅处绽放着工匠精神，数据洪流中奔涌着创新
智慧，钢筋铁骨间挺起的是担当脊梁……全市百万产业大军正
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百炼成钢”的坚韧品格和“功成
不必在我”的奉献情怀，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上勇当排头兵。

勇立潮头，创新要在最前沿

在全国劳动模范、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
新强的办公室里，一块镶嵌着螺丝钉的透明亚克力板静静陈
列在书柜显眼处。一颗价值3美元的螺丝钉，曾是华工科技发
展路上的“绊脚石”。

“它时刻提醒我们，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必须靠自己
干出来！”马新强的话语掷地有声。

26年来，华工科技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在光电子
信息领域持续深耕。高速率光芯片、硅光芯片、高功率光纤激
光器、汽车制造中的高质高精激光加工技术……这支“国家
队”用一项项突破改变着全球光电子信息产业的版图。即使
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企业连续五年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
15%，净利润增长18%，海外销售收入增长32%。

创新的星火，正在武汉这片热土上形成燎原之势。在中
国一冶高新技术产业园，一台白色关节机器人正精准地垒砌
砖块，砌筑精度可控制在正负1毫米的标准内。这是大国工匠
培育对象、中国一冶砌筑工吴春桥团队历时三年研发的焦炉
砌筑机器人，也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杰作。

“我们工人搞创新，就是要让技术从生产线里长出来。”吴
春桥的团队历经上百次算法迭代，最终让机械臂“学会”抓取

异型砖。如今，这项凝聚着产业工人智慧的技术已申报了6项
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PC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
一项软著作权登记，其中两项发明专利已获授权。

从学徒到工匠，吴春桥说，他的进步得益于一次次技能比
武。“在比赛中，我看到了前沿技术，继而学习吸收、消化成为
自己的东西。”

不畏艰苦，闯难关敢拼敢冲锋

从“一带一路”重点工程中俄同江铁路大桥，到海拔4000多
米无人区新建高原铁路怒江桥；从世界最高桥塔常泰长江大
桥，到世界第一座强涌潮海湾最长高速铁路杭州湾跨海公铁大
桥……全国劳动模范、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工程
测量工高级技师秦环兵带领团队在爬冰卧雪、攀山越岭、踏潮

搏浪中实现了桥梁测绘零误差、精度毫米级控制的奇迹。
“跨越天堑、超越自我”，这不仅是企业精神，更是根植于

内心的工匠信仰。秦环兵说：“测量仪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承
载着千万人的安全；坐标点上的每一处定位，都关系着百年工
程的质量。”34年来，秦环兵扎根桥梁施工一线，参与21座国
内外重要桥梁的建设，取得56项发明创新成果和专利，在世界
级桥梁建造中展示武汉力量。

“让家乡的荒山变成金山，让旧街白茶成为致富茶。”这是
全国劳动模范、武汉大雾山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总监胡
全波坚守了15年的信念。当年，他响应号召返乡创业，将武汉
市新洲区旧街石咀村、姚河村等村2850亩贫瘠的荒坡改造成
有机茶园。如今，1200万株茶树在这片曾经的石漠化土地上
茁壮成长，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

创业路上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胡全波带领乡亲们
开荒种茶，用双手在石头缝里刨出希望。他说，乡村振兴不是
等来的，而是一锹一镐干出来的，“每当看到茶农们脸上的笑
容，就觉得所有的艰辛都值得”。

扎根江城，建功立业当先锋

今年，外卖配送员张宝剑被授予“湖北五一劳动奖章”，把
荣誉挂在胸前，他打心底里认为：真正的幸福，是把个人成长
融入城市发展。

张宝剑是辽宁葫芦岛人，2019年来到武汉，成为一名外卖
骑手。

去年，他在“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中斩获好名次，在武汉
市“工友杯”第二届“武有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获得优秀
奖，服务技能进一步提升。凭借勤学苦练，他成为片区公认的

“活地图”“新单王”。
从一名普通钳工成长为中船集团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首席技师，全国劳动模范周虎认为，练就绝技在于不断地
比、学、赶、超。“钳工是一门精细活儿，要精益求精。”扎根一
线，他总是抓住一切提升的机会，向老师傅学，向同行学，向技
术难题学。

“支点不是等来的，是千万双手托举起来的！”当劳模精神
化作社会共情，当个人奋斗汇入时代浪潮，这场建功立业的集
结号，正召唤更多同行者。

今年3月，由省、市总工会主办的2025年湖北省暨武汉市
双“百千万”劳动和技能竞赛火热启动，目前，全市工会组织正
围绕基础设施升级、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三大领
域展开劳动和技能竞赛，职工参与热情高涨。

武汉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劳动和技能竞赛通过“全
域动员、全链覆盖、全员参与”的竞赛机制，推动形成“比学赶
超、创新突破”的浓厚氛围，助力重点工程、重点产业、重点企业
提速增效，让个人奋斗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为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文：贺鹏 刘进军 范万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