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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一日

翻看两张对比照片，我不禁
感慨时光太匆匆。

5月3日，我们一家三口从河南南阳来
武汉旅游。此前，我曾多次来汉。爸妈没
来过武汉，他们这些年总听说武汉发展得
很好。趁着这次“五一”假期，我带着他们
来感受武汉的魅力。

这两天，我们在武汉吃了好多碳水美
食和一些鱼、虾，一起逛了黄鹤楼、江汉关、
武汉大学、东湖等地标。爸妈特别喜欢江
汉关和附近的历史建筑。那些建筑“诉说”
着岁月的变迁，与现代建筑相得益彰、和谐
相融。

我们走在江边、湖边，看到绿树成荫，
一条条小路颇有野趣。爸妈看到这些场
景，产生了向往之情。虽然在武汉街头

“暴走”有些累，但他们脸上笑容不断，都
是发自内心的开心与满足。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两天走下来，爸妈
的体力竟然比我还好。有那么一瞬间，我
仿佛产生了身份“对调”的错觉——为了能
继续享受这段愉快的旅程，自己得打起十
二分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5月3日那天，当我
们来到光谷广场地铁站乘车时，似曾相识
的场景让我们心血来潮，在这里拍下了和
2001年在北京地铁站的同款照片。

和24年前一样，这张照片仍然是爸爸
掌镜，我一只手牵着妈妈，另一只手则比着
当年的同款手势。我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
对比，仿佛穿越了时空，看到了过去和现在
的不同：过去是爸妈带着我看世界，现在则
换成我带着他们了。

24 年过去了，爸妈逐渐衰老，而我作
为年轻人，假期机会难得，以后又能有几次
一家三口同游的机会呢？我一定要珍惜眼
前、抓紧时间。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Vangziyan

（整理：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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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Vangziyan和妈妈今年5月3日在武汉的合
影照（下图）与24年前在北京的合影照（上图）摆出同款
造型。

长江日报讯（记者冷靖华）5月4日，武汉春季购房节上逛
展的市民热情不减，多个展位前都有意向购房者围着详细
了解项目信息，不少人对高品质住宅的绿色节能特性感兴
趣。为此，长江日报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江汉区民权路附
近的绿色住宅项目——武汉·江城府。作为这次春季购房
节重点推荐的环保项目，武汉·江城府通过建筑科技、智能
系统与绿色设计的深度融合，为购房者呈现了一幅低碳生
活的立体图景。

记者走进样板间，首先感觉到的是凉爽。房间内光
线明亮、通风性能好，人的体感温度大约为 28℃。室内阳
台使用了超宽超大的玻璃提升推拉门，不仅增加了室内
的日照采光，还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客厅和餐厅观景视野
和业主体验感。

“建筑有一套‘绿肺’系统，就像家里装上了会呼吸的门

窗。”武汉·江城府项目工程师孙工介绍，项目外立面门窗选取
高端铝合金隔热断桥型材，具有良好的保温和隔绝噪声性
能。玻璃透光率满足绿色建筑节能标准，既能最大限度地引
入自然光，又能阻隔90%的紫外线。

“墙体穿上了‘透气保温棉衣’。”孙工介绍，墙体采用200
毫米—400毫米厚剪力墙结构，外墙内贴复合保温板，地面铺
设地暖保温板，形成三维保温体系。户内配置全热交换新风
系统，客厅和餐厅中央空调内置超能粒除菌模块，可主动净化
空气，从而提升品质；门窗采用多层密封工艺，配合入户门，整
体保温隔热性能优质，水密性可以达到6级（最高为6级），气
密性可达到8级（最高为8级）。“夏季高温时，室内温度可比室
外低3℃—5℃；冬季即使室外温度-2℃，室内也能保持8℃—
10℃温差。”

地下车库也十分绿色环保。工作人员介绍，地下车库采

用LED节能灯具，通过四档智能调控，结合车流量分时调节
亮度，深夜无人时段亮度为 25%，白天高峰时段保持 50%—
75%亮度，节假日全亮，一年可节电约20%。

此外，地下车库还采用了一氧化碳检测联动新风系统。
地下车库顶部每隔 15 米安装一个探测器，实时监测空气质
量。当一氧化碳浓度超标时，联动新风系统自动启动排风，10
分钟内完成空气置换。系统投入后，地下车库的一氧化碳浓
度值比传统车库下降40%左右。

业内专家认为，武汉夏季高温、冬季湿冷的气候特征使得
建筑能耗强度一直较高，绿色建筑的应用不仅关乎居住舒适
度，更直接影响城市能源安全。

近年来，武汉改善型购房群体对绿色节能住宅的要求越
来越高。绿色节能技术不仅成为房企差异化竞争的筹码，也
成为武汉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关键。

长江日报讯（记者金文兵）5月1日，鱼类科研工作者王新
越开展鱼类资源调查时，在府河流域孝感段发现被称作“长江
三剑客”之一的极危物种——鳤（guǎn）。

这尾鳤体长36厘米、体重290克，属于非常健康的个体。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实施后，这是我第三次与它们偶遇。”

发现该物种“三顾府河”的王新越十分激动地说，“2022年6月
17日，我在府河流域孝感段发现一尾鳤，这是我与鳤鱼在府
河水域的第一次邂逅。2024 年 3 月 12 日，我又发现第二尾
鳤，这令我更加关注府河水域的生物多样性情况了。”

鳤与鯮（zōng）、鳡（gǎn）同为江中的掠食性鱼类，身材
均修长优美，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长江三剑客”。鳤鱼曾广泛
分布于长江及其以南的江河湖泊中，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经济
鱼类之一。湖北省是鳤鱼的主产区之一。

由于被过度捕捞，加上繁殖艰难，20世纪末，肉质鲜美的
鳤鱼野外种群大幅减少。因此，鳤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
极度濒危物种，曾一度被认为区域性灭绝。

王新越说：“近两年，一些钓鱼爱好者垂钓获得鳤鱼并
拍摄短视频记录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鳤鱼数量有所
回升。”

此外，去年以来，鳤鱼在武汉市新洲区举水河内两次被
发现。

近年来，长江武汉段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质稳定保持二
类，多年未见的鳤鱼回归武汉水域并频繁“刷脸”。“这说明长
江大保护和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初显成效，已经利好这些珍稀、
特有鱼类。预计它们出现的频率将越来越高。”王新越表示。

被称作“长江三剑客”之一

极危物种鳤鱼又现府河流域

5月1日在府河流域孝感段被发现的鳤鱼。 王新越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商佩）晚上10时30分，位于江汉区淮海
路的一家网球馆内热闹依旧。“我以前下班想打球，总找不到
搭子；现在随时能来，太方便了！”白领小张刚结束一场夜间训
练。今年以来，武汉多家24小时智能网球馆在各大商圈附近
悄然兴起，成为市民深夜运动的新选择。

5月3日晚9时许，长江日报记者走进位于江岸区中山大
道的一家智能网球馆。馆内灯火通明，场地被分隔成独立格
子间，面积小于标准网球场。李女士身着轻便运动装，正全神
贯注地与自助发球机“过招”。她站在电子屏前，手指轻点选
择中线、正手、反手、全场随机等发球模式，还依据自身状况精
准设定发球频率、速度和旋转程度。设定完毕，发球机“嗡嗡”
启动，一只只网球接连飞出。

李女士平时在金融工作中被报表和会议“填满”。“打
网球不仅锻炼了身体，更让我从工作中暂时解脱出来，放
松一下。”她感慨道，“以前，我想打球，时间总是对不上，不
是加班就是场地被约满。现在有了 24 小时网球馆，我早上
7 时能来，晚上 10 时也能来，锻炼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控，自
由多了。”

该网球馆工作人员介绍，场馆24小时营业，上午10时至
晚10时有专业教练和店员值守；在其他时段，会员只需通过
小程序扫码即可轻松入场。“球拍、网球等装备一应俱全，顾客
随时都能畅快地开打。顾客若遇到问题，后台人员随时待命，
第一时间提供帮助。顾客在晚10时至次日上午9时错峰来打
球，场地费打折。”

记者了解到，深夜来打球的人群还真不少。除了像李女
士这样的上班族，还有很多大学生和健身爱好者。“大学生白
天课程安排紧凑，只能利用晚上时间运动；健身爱好者则看重
场馆的便利性和灵活性，能依据自身时间灵活安排锻炼。”工
作人员说。

新手晓晓是大三学生，第一次来体验的她预约了一小
时室内发球机练习。教练仅用 5 分钟就为她简单讲解了正
手、反手打球姿势和站位要点。随后，她便迫不及待地上
手训练。“自己打球也不觉得尴尬，体验感很棒。”晓晓开心
地说。

谈及室内发球机与传统网球训练的区别，该网球馆负责
人说：“学员学习打网球前期，可以先上几节课学动作，之后通
过发球机巩固动作。尤其遇到恶劣天气或高温天气，室内场
地优势尽显，可开展诸多针对性训练。一些不会打网球的顾
客则把这里当作有氧运动场所来释放压力。”

24小时智能网球馆悄然兴起
深夜可与自助发球机“过招”

一家智能网球馆内，发球机可自助发球（左图），电子屏上可选择发球模式（右图）。 长江日报记者商佩 摄

夏季能隔热，室温比室外低5℃
武汉购房节上绿色节能住宅受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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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 牢记七个“严禁”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讲文明 树新风

严禁采用私拉电线、乱装插座
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
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电动自行车充电要远离易燃
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
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

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
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
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
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

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
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
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
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
灾。

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自
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
火灾风险。

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
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
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