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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关于江汉十桥PPP项目第1合同段工程

施工期间交通管理的登报说明

各位市民，我单位承建的江汉十桥PPP项目第1合同

段，古田一路（沿河大道至长云路段）道路排水工程正在实

施，但由于征地拆迁和项目融资问题，导致现场进度严重滞

后，古田一路（沿河大道至长云路段）道路排水工程施工期

间需要占道挖掘，道路施工期间，总体保持原双向四车道通

行，可满足附近交通通行的需求。占道挖掘施工时间从

2025年5月10日至2026年12月30日。

施工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湖北交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汉十桥PPP项目第1合同段项目部

2025年5月6日

遗失声明 湖北相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琼不慎遗失律
师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14201201711501616，流 水 号
11313092，遗失时间2025年5月11日，声明作废。

长江日报讯（记者夏奕 通讯员武龚萱）13日下午，“我
和我的派出所”分享研讨会在长江日报演播中心召开，来自
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及社会各界的200多名代表到场聆听，
其中包含百余名基层派出所所长。现场，来自基层的居民
代表、街道社区代表、民警代表与专家学者围坐，以“平安密
码就在家门口”为主题分享平安武汉建设经验，探讨基层治
理之策。

会上就“科技为‘派出所主防’提效”“矛盾纠纷化解
路在脚下”“社区禁毒——一场关于拯救的争夺战”“让寻找
从‘碰运气’变成‘有底气’”4个子主题分别展开讨论。曾
被本报“我和我的派出所”专栏采访过的居民代表及民警代
表讲述多个亲历故事，来自市公安局禁毒支队、110接警服
务平台民警代表介绍全市相关工作的最新进展，来自武汉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学者也分享他们对于构建新时代警
民关系的观察与思考。

“我和我的派出所”专栏去年11月启动，至今共刊发23
期图文报道及短视频作品。专栏以普通市民“第一人称”口
述方式，生动还原他们“上派出所”的真实故事，推出后引发
广泛社会反响。研讨会上，长江日报记者介绍了专栏采访
经历，分享了对人民群众与人民警察间“双向奔赴”珍贵情
感的深刻感悟。

“00”后民警冯海以“我和我梦中的派出所”为题讲了一
段诙谐风趣的脱口秀，勾勒出派出所警务工作场景的生动
画面。江岸区百步亭社区龙华庭党总支书记李娜现场倡议

“共筑平安防线、共守平安家园、共建平安城市”。
“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默默付出的可爱的人！我真

切感受到我们的城市里有无数人在为一个积极健康的环境
努力。我今后也要积极参与到禁毒宣传中，尽自己所能为
构建无毒社区出一份力，让我们的家园更加平安、美好。”会
后，居民代表张灿这样说。

“平安密码”就在家门口
百余派出所所长齐聚“听讲”

老人3天没出家门
“AI管家”预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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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气好，我也好！”“陕西的
朋友 Love 武汉，下次还来！”“考研成
功，传递好运”……这一句句看似简单

的话语，却像神秘的密码，藏在一辆武汉出租
车司机座椅背后的留言本上。

上月底，我叫车回家。车门开启，一股清
新淡雅的香味悠悠飘来，我紧绷的神经随之放
松下来。我环顾四周，只见车内的布置温馨而
雅致。

车窗上的把手上方勾着一个香囊，仪表台
面板上摆着几个小巧玲珑的摆件，鲜艳的色彩
为车厢增添了不少生机与活力。

司机座位的椅背后面挂了一个粉色的多
功能袋子，像个“百宝箱”。袋子的上方系着一
个平安结，下方是印着武汉地标的各式明信
片，黄鹤楼、东湖、武汉长江大桥……

袋子里还有一个装满缤纷糖果的盒子，
糖果上印着“一点一点去靠近梦想”“生命只
有走出来的精彩”等话语，看着就让人心情
愉悦。

我的目光很快落到座位上方的那本留言
本上，留言本的封面是“你好，路人甲”。一些
迫不及待的乘客就在封面上留言起来，“为生
活笑一个”“记得好好吃饭哦”……

我好奇地翻开留言本，里面写满了乘客的
留言，或潦草，或工整。

三位陕西的朋友写着“爱武汉！”其中一位
还写道：“刚好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可以
想象，这位叫“寇天逸”的同学肯定非常爱他
的妈妈，在武汉这座城市里，也不忘为妈妈送
上生日祝福。我接着翻看，更多的故事展现
在眼前。

“2025 年 4 月 2 日考上研究生了！请把这
份好运传递下去”

“杨森and静怡，一起吃了小龙虾，要幸福
下去”

“你值得更好，更好”
……
我沉浸在这些陌生人的故事中，心中涌起

一股莫名的感动。在这小小的车厢里，我们虽
然素不相识，却能通过这些文字感受到彼此的
喜怒哀乐。我想象着，那些写下留言的乘客，
他们或是游客，或是归乡人，或是为了梦想努
力奋斗的学子，在这辆出租车上留下了自己的
足迹和心情。这本独特的留言本展示着这座
城市的细腻与包容，也在不经意间为无数乘客
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小丫丫

美文

“许警官24小时热线”
成了社区“110”

寻人“神器”帮走失老人
找到“回家的钥匙”

5月13日，“我和我的派出所”分享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共议“矛盾纠纷化解路在脚下”主题。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

司机座位的椅背后面挂了一个粉色的多功能袋子。

初夏时节，江滩微风轻拂，阳光灿烂，汉口江滩处处洋
溢着活力。骑行者如疾风般穿梭，尽情享受着风的拥抱；
跑步者步伐稳健，有的还挥动着网兜，追逐着彩蝶，欢快
的笑声在江滩上空回荡。繁茂的绿植与烂漫的小花将汉
口江滩装点得格外迷人。抬眼望去，对岸高楼林立，二桥
白色的拉索与绿树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
夏日美景图。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风姿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王锦婷）

温柔的风

派 出 所我和我的

■长江日报记者秦璟 通讯员兰子君

5 月 13 日，西北湖畔的德芭与彩虹书店窗边，48 岁的
曾刚正在勾勒一只金雕的羽毛。“这种猛禽一年前首次
现身武汉，是武汉第 465 个鸟类新物种。”他告诉长江日
报记者。

身为德芭与彩虹书店主理人和博物科学画插画师，曾刚
17年来先后为1000多个动植物画下“写实肖像”。如今，他
的画笔更是停不下来，“武汉现在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现新物
种，比我画画的速度还要快。”曾刚笑着说。

在电脑绘画软件的草稿箱里，曾刚的半成品画作有近百
幅，他现在每天要花10个小时创作。

2022年，被誉为“鸟中活化石”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中华秋沙鸭首次现身东湖。这种鸟对水质要求高，城市湿地
很难见到。新鸟类发现后，曾刚特地为其设计了一款金属徽
章。徽章上，中华秋沙鸭身上有鱼鳞一样的云纹，一雌一雄
在绿草地上相伴，背后是长白雪山。小小徽章展现中华秋沙

鸭春季飞到吉林长白山繁殖，秋季飞回长江流域等温暖地方
过冬的迁徙习惯。在今年的世界湿地日上，这枚徽章一推出
就受到众多自然爱好者欢迎。

每年的世界湿地日、世界地球日等节日，曾刚都会推出
若干款物种文创，每销售一个就为珍稀物种的保护工作捐赠
一笔钱，他已经累计捐出几万元。书店里，《武汉鸟类图鉴》
等书籍出到第二版，4年增加50多个物种，还在不断更新。

曾刚从相册里翻出一张中华鲟绘制过程图，图上标注
着一圈数据：腹部有13到17片骨板，鱼鳍上有50到54根鳍
条……比起绘画作品，这看起来更像是生物文献配图。“博
物绘画要精准呈现物种共性科学特征，一片鱼鳞都不能随
意多画。”曾刚说。

2008年，曾刚在出版工作中接触到博物插画，听闻国内
许多权威博物插画书都是外国人出版的，国内几乎是个空
白，他就走上了博物科学画创作这条路。

在创作“水中大熊猫”中华鲟的画像时，样本或照片都
很少。曾刚专门去专业机构找中华鲟样本，找中国科学院

水生所专家咨询，将一根根骨头、鱼鳍数出来后，他从鱼骨
开始画。

画图看不见鱼骨，为何要从骨头画起？曾刚说，掌握鱼
的身体构造，才能让鱼鳍像是从鱼身体里长出来的。参考大
量同类目鲟鱼特征，又经过不少专家建议和认可，花了一个
多月，这幅中华鲟“肖像”才逐渐定型。

“他创作严谨，能把热爱做到这种程度，令人钦佩。”武汉
市观鸟协会会长颜军说。

翻开曾刚设计出版的武汉鸟类图鉴，每种鸟类介绍上方
都有个彩色的“密码圈”。在鸲姬鹟的“密码圈”里，记者能一
眼看出这是一种候鸟，会在 4、5 月和 9、10、11 月迁徙来汉。
这独特的“密码圈”是曾刚专门设计的，能让读者迅速了解鸟
类在武汉出现的频次、习性等。

2022年11月，《国际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在
武汉举办。大会前夕，曾刚手绘了103种极具代表性的武汉
本土湿地物种，出版《我和我的野生小伙伴》，至今仍是颇受
认可的武汉自然教育在地化读本。

“武汉几乎每月都会发现新物种，比我画画速度还要快”

博物插画师为上千野生“精灵”画肖像

长江日报讯（记者夏奕）“我们跳广场舞锻炼身体，
年轻人却嫌吵拉走音箱，那我们可不得依！”以“科技
为‘派出所主防’提效”为主题的讨论中，来自东湖高
新区当代国际花园社区的居民唐俐现场讲述当初社
区居民因广场舞噪声闹得不可开交的场景。

社区民警张文昌在调解中很快厘清几个问题：声
音多大算扰民？哪些场地可以跳广场舞？分贝多大怎
么测？一一磋商达成一致后，噪声监测仪装到了广场
舞场地边。民警与居民一起开发手机App，让社区民
警与物业管家可以随时实时查看广场舞场地噪声分贝
值，还能远程提醒降音量。

出租屋居民信息难登记，张文昌从社区周边 21
家房产中介引入数据，开发出租屋管理“中介云”软
件，让租户自助登记并及时收集信息，仅去年就登记
流动人口 2.6 万余人，推送各类信息 10 万条，化解纠
纷140多起。

“老人3天没出过门，系统弹窗预警后我们赶紧去
看，原来是拐杖凳坏了。”东湖高新区公安分局左岭派
出所民警董佩珏介绍社区“AI管家”预警异常情况、提
醒吃药等智能化设计，并将其运用到对社区186名高
龄老人的服务中。

市公安局科信支队民警鞠博晓介绍警务系统中的
“供应链”，派出所民警使用“5110服务平台”下单，就
能获取全警种、全天时、高权限的技术支持，大大提升
警情处置效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
陈浩然认为，在当前城市高度陌生化的背景下，居民和
居民不熟悉、居民和干部不熟悉，社区民警“守土有责、
主动走到居民当中去”是干好群众工作的“法宝”。而
当面对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多方主体的时候，运用好
数字技术，让科技为基层警务赋能，是推动基层实现共
同缔造良性局面的现代化警务工作“好解法”。

长江日报讯（记者夏奕）“4楼发现漏水告诉5楼，5楼发
现是楼上漏过来的就找6楼要说法，6楼住户难碰上，我在单
元楼门口守了 5 天才知道他也有苦衷，原来是 7 楼管道反
水！”以“矛盾纠纷化解路在脚下”为主题的这场讨论中，洪
山区公安分局卓刀泉街派出所民警许圣耀讲述了发生在关
西社区的一起耗时4年、殃及4层楼的漏水纠纷。

许圣耀联系社区、物业和居民开“三方会诊”，先通过7楼租
户找到业主修好管道，又协调物业为6楼免费换水管，最后还为
因漏水摔伤的5楼住户申请了适老化改造，装上防滑扶手。

“要想把矛盾掐灭在萌芽里，就得让老百姓随时能找到
我！”守护老旧社区的许圣耀把手机号发往各个业主群、网
格群，还印了500多张“许警官24小时热线”的公示牌贴在
社区主干道、商户门口、楼栋单元门上，他的电话成了社区

“110”，社区不少隐患得以及时排除。
江岸区公安分局塔子湖街派出所女警华丽用两个生动

的故事亮出女警靠着“倾听”和“女汉子”作风化解社区矛盾
的风采。江夏区公安分局金口街派出所民警方洪涛则分享
他如何率领麾下的13名“枫警娘子军”，靠着每个村里的“自
己人”解决“本村事”，成功避免和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300余起，且没有一起“发酵”的经验。

硚口区汉正街道万安社区书记魏娜讲述了汉正大厦过
去电动自行车停车难、充电难且消防隐患大的矛盾（详见长
江日报5月4日3版报道），在社区民警不懈努力后小区终于
建起安全、便捷的充电停车棚。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磊认为，基层派
出所对于矛盾纠纷化解采取“源头治理、多元治理、情感治
理”三个层面的工作方式，既解决矛盾纠纷化解“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也拉近基层民警密切联系群众“最后一米”的距
离。“他们在真正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他们的不懈工作
就是每个老百姓家门口的‘平安密码’。”

塔子湖街道华康社区居民胡诗贤说，守护在基层的社
区民警就是平安的守护者。

长江日报讯（记者夏奕）“非常感谢每一个帮过我们的
派出所，感谢每一个好心人！”在“让寻找从‘碰运气’变成

‘有底气’”专题研讨中，曾在“我和我的派出所”专栏中讲述
自身经历（详见长江日报3月9日8版报道）的市民苏艳萍
来到现场，讲述86岁老人暴走30多小时后在4个派出所帮
助下终被寻回的故事。

青山区公安分局红卫派出所民警胡永鹏详细讲述帮居
民找回被盗助残车的全过程，除了第一时间破案、抓贼、追
回已被销赃的车，他和“胡永鹏工作室”的徒弟们还认真清
洗、保养后才将助残车送还。“必须为群众多想一步、多做一
步，给群众解难题，等不得、慢不得也推不得，态度才是最大
的诀窍。”

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常青花园派出所民警胡志红带着一
把装有定位芯片的“回家的钥匙”来到现场，这个寻人“神
器”不仅帮常青花园社区迷失老人回家，更通过网络宣传被
全国人民知晓。作为一名网红民警，胡志红为全国22个省
份的136名老人家属快递了“回家的钥匙”，并建起“回家的
钥匙”微信服务群，为使用者答疑解惑，提供辅导。

武昌区公安分局“黄鹤卫士”联防联控队员王汉分享了
今年“五一”黄鹤楼公园里广东游客钟女士与2岁儿子走散
的寻找过程，数万人的公园里“黄鹤卫士”仅用了15分钟就
把孩子送回母亲身旁，这样快速精准寻找的背后，“底气”全
来自科学的联勤联动机制。

武汉市公安局情指中心110报警服务台民警常晓晴介
绍，目前全市平均每年接到寻人寻物类报警大约300万起，
每年武汉公安帮助超5000名迷失老人平安归家。近年来，
在公安机关组织和培训指导下，黄鹤卫士、东湖义警、长江
义警、东西湖义警、青山义警等“编外”队伍守护在“第一现
场”，大大降低突发事件的损害，震慑各类不法活动，尽显群
防群治能量。

听完这场研讨的居民代表黄齐龙表示，有这么多好民
警和群防力量在身边，感觉这个城市更安全，也更温暖了。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地库已报装了126个新能源
充电桩，电表已经装到了 12 楼，再报装充电桩，要多花
4000 余元从 13 楼牵电缆至地库。近日，国网武汉供电
公司汉口供电中心硚口供电服务站对融侨锦江小区进
行充电桩电表延伸改造，车主可从地库配电室就近取电，
省下不少钱。

5月7日，融侨锦江小区地库7栋单元出入口旁挂着4块
延伸电表。供电工作人员正在例行检查。“每块延伸电表最
多可以接12块充电桩电表。”

早前，融侨锦江小区的新能源车车主面临充电桩报装难
的问题。车主周先生说，以往，充电桩电表装在楼栋电井内，
通过电缆与地库内的充电桩连接。如果一楼电井内电表装
满，新报装的充电桩电表就得装在二楼电井，二楼电井满了
就装三楼电井，依次往上。“电缆每米100元，报装越晚，电表
装得越高，电缆线越长、越贵。”

“已报装126个充电桩，有的电表已经装到了12楼。”小
区物业经理陈昆说，去年，有位业主报装充电桩，发现电缆线
从13楼铺到地库太贵，就此作罢。今年3月，国家电网硚口

供电服务站主动提出电表延伸改造。经小区业委会、物业、
供电服务站三方协商，首批对地库7栋单元出入口周边进行
改造。

国家电网硚口供电服务站站长刘丹说，延伸电表从地库
配电室接电，车主报装充电桩电表可就近从延伸电表接线。

“有了延伸电表，省了4000元。”周先生高兴地说。
长江日报记者从国家电网武汉供电公司了解到，武汉市

从2023年开始集中进行电表延伸改造工作，首年改造了百
余个小区。改造须满足小区有地库、配电室在地库、用电容
量足够、满足用电安全、物业同意等条件。车主可直接向供
电公司申请改造，现场勘查符合条件，即可进行改造。改造
用时15个工作日。

电表延伸改造后，报装充电桩省了不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