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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明眺生 通讯员孙姝
芦佩）5 月 13 日上午 10 时，汉阳树公园升起
16米高的升降车。一名园林工人手持刮刀，
小心清理着汉阳树分枝点处一块块腐烂的树
皮：“得先刮掉烂树皮，杀菌消毒，再抹两遍桐
油防腐。”树下，3根仿生支撑柱背面正悄悄

“攀”上黑色软管——武汉首套古树喷雾系统
正在精心布线。

长江日报记者抬头望去，汉阳树树冠枝
繁叶茂、遮天蔽日。“这些藏起来的水管是给
这棵古银杏树准备的‘淋浴装置’。”汉阳树公
园园长梅复传指着树干介绍说，“夏天最热时
启动，水雾能像空调一样给树叶降温，给古树
消暑。”

去年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让这棵历经
540多个春秋的古树“吃了苦头”——叶片焦
边、提前落叶。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专家
现场察看后心疼不已，建议安装喷雾系统，为
汉阳树搭建一道“清凉屏障”。

今年，公园方为汉阳树制定了“双保

险”护绿方案：在 20 米以下高度，安装隐蔽
性喷雾系统，给树叶“降温解暑”；在 20 米
以上区域，一架农林专用植保无人机喷洒
作业。

“这架无人机 5 月底就能投入使用。”
汉阳区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陈松林说，

“它不仅可以给古树喷水降温，还能喷施
叶面肥，有效防治病虫害，全方位呵护古
树健康。”

这棵位于钟家村闹市不远处凤凰巷 11
号的古银杏树，因其雄伟的身姿和悠久的历
史被命名为“汉阳树”，让人不禁联想到唐朝
崔颢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
洲”的意境。它高达28米，胸径1.5米，冠幅
21.8米，历经岁月洗礼依旧枝叶繁茂，见证了
武汉的沧桑巨变。

2023 年，汉阳树公园建成，汉阳树有了
“新家”，也引来更多人关注。每年秋天，许多
来到武汉的外地游客都会慕名而来欣赏这棵
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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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540多岁汉阳树安上“淋浴”
喷水降温还能喷肥防虫

园林工人给汉阳树安装喷雾系统。 王明凯 摄

5月13日，在汉正街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开展的2025
年硚口区“金融赋能 共促活力”政银企对接活动现场，个体户
张先生在政务专区拿起便民惠企信息“碰一下”小卡片，用手
机“碰一下”，经营主体如何填报年度报告、光盘行动、长江禁
渔等便民惠企信息跃入眼帘，让张先生直呼“太方便了”。

这张小卡片是硚口区市场监管局为方便经营主体更便捷
了解便民惠企信息专门设置的。硚口区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督
管理科科长黄嵘婷介绍，该卡片与支付宝“碰一下”功能对接，
可快捷地推广年报等便民惠企信息。

至此，硚口区经营市场主体又拥有了一条“生活化”了解
年报填写指南的便利途径。

“除了有提醒年报信息以外，还可以通过小程序内的便捷
按钮进入‘鄂汇办’，了解其他便民惠企信息。”张先生说。

支付宝服务商罗朋说：“手机‘碰一下’就可进行年报提醒
的功能目前率先在硚口区实行。”

“在硚口区试点后将在全市进行推广，以方便更多经营主
体在6月30日前完成上一年度年报。”武汉市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说。

笔者在手机设置里打开NFC，“碰一下”支付宝，屏幕上
立刻就会弹出填报年度报告操作指南，经营主体填报年度报
告的时间、范围、公示方式以及不履行年报公示义务的后果等
信息一目了然。信息中，还醒目地标注了“报年报不收费”等
提示语。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支付宝专区、银行专区、保险专区。支
付宝专区工作人员在引导企业积极履行年报义务。银行专
区，工作人员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介绍金融助企政策及贷
款申请绿色通道。保险专区，工作人员现场解读企业财产险、
责任险政策，展示针对性小微财产险等产品，提供“一对一”保
险方案咨询。

黄嵘婷介绍，汉正街是硚口区的特色街区，联合区金融
办、银行、保险公司、支付宝服务商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让
惠企政策直达产业一线，让企业享受更便捷、更精准的金融
服务。

据悉，当天，硚口区市场监管局向经营主体发放了500余
张便民惠企信息“碰一下”小卡片。

（唐煜 刘安然）

年报增信 服务同行

武汉经营主体年报质效双提升
近日从武汉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今

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深入开展以
“年报增信、服务同行”为主题的“经营
主体年报服务月”活动，实现年报质效
双提升。

据了解，为提升年报惠企便民实
效，武汉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提升经营主
体获得感，不断提升年报服务水平，最
大限度利企便民，开辟具有武汉特色的
年报新路径。

以“三集中”提升政策服务水平。
集中推送年报政策法规，依托官网、微
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推送年
报政策法规，确保政策“找得到、看得
懂、用得上”。集中设立年报服务窗口，
在政务大厅、街道办、基层所设立“年报
服务绿色通道”，配备专人“一对一”指

导，覆盖年报服务“最后一公里”。集中
举办年报主题培训，全市 16 个区局和
各市场监管所分批次开展年报专题培
训班，提升基层人员年报服务能力和经
营主体主动年报意识。

以“三创新”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创新线上组合宣传，通过官方网站、微
信公众号、抖音、今日头条等多渠道，向
未年报主体发送年报提醒短信 169 万
余条，并宣传年报操作指南、防骗提示
等，延伸网络传播链条，形成良好互动
氛围。创新线下全面覆盖，在商超、社
区、农贸市场等人流密集区，在产业园
区、孵化器、写字楼等重点区域开展“七
进上门服务”，开展全方位立体化年报
宣传。创新数字精准赋能，依托智慧化
综合监管平台，推行“自动分类+精准提

醒+分类指导”，动态建立分时段年报企
业清单，提升宣传服务针对性和有效
性。

以“三提升”确保年报惠企成效。
提升年报便利化水平，以企业数据填报

“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推动税务、
社保、海关等多部门数据“一个入口、一
次报送”，切实解决企业年报数据多头
重复填报问题。提升年报智慧化水平，
推广移动年报小程序，方便个体工商户
随时随地进行年报，增加年报内容关联
带出功能。提升年报规范化水平，持续
做好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年报工作，推动
大型企业做好逾期未支付中小企业款
项信息公示工作，将有关内容纳入抽查
范围，实施抽查工作常态化。

（唐煜 陈燕兵）

手机“碰一下”就知道

经营主体年报新增“支付宝”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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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有时间去看看！”“哇，
好想去拍照。”当我晒出一组照片

后，评论区瞬间热闹起来。我热情地回复：
“这里人少景美，可以随便拍。”我的思绪一
下子回到5月6日。

那天上午，我带孩子在汉江湾花海拍
照游玩后，看时间还早，就去了硚口区图书
馆。给孩子挑好绘本，我在一楼靠窗的位
子坐下。不经意间，我被窗外一条巷子的
景象吸引——墙上都是色彩斑斓的涂鸦，
瞬间勾起我的好奇心。

下午4时许，孩子看完绘本，我和他直
奔图书馆大门左边的巷子。这里叫德必·
古田坊文化创意园，让我们仿佛进入一个
梦幻的涂鸦世界。

最令我惊喜的是，这些作品不仅能看，
还能“玩”。“成功上岸”的“岸”字少了一竖，
只要往前面一站，正好补全这关键一笔；

“山河辽阔，人间值得”特意少写了“人”字，
站在那儿时，我们的身影自然填补了空缺。

还有几处作品深得我心：“做你自己，
爱你的人自然爱你”温暖治愈；被两面墙分
开的红色爱心上写着“转角遇到爱”，仿佛
在暗示着浪漫的邂逅；叠色设计的“每天都
要快乐”中的“每天都要”4个字是深沉的
黑色，“快乐”两个字则是俏皮的粉色，就像
在提醒我们生活需要那一抹亮色。

小家伙一看到这些涂鸦就兴奋不已。
他平时爱画画，对这些色彩鲜艳的图案毫
无抵抗力。他这儿瞧瞧、那儿摸摸，眼中满
是好奇和喜爱。我赶忙用手机抓拍，虽然

“小模特”不太配合，总是动来动去，但反而
拍出了许多生动自然的照片。

我们沿着巷子慢慢走，涂鸦越来越多，
令人目不暇接。只可惜光线开始变暗，否
则我能拍出更多美照。虽然网上也有人分
享，但大多拍摄的是空荡荡的墙面。我觉
得自己拍的照片因为有孩子的身影显得很
特别。涂鸦墙的位置都比较高，小朋友够
不着，建议大人去拍会更出片。

如果你也想去打卡，记得选一个晴
天。站在那些缺笔少画的涂鸦前，你会发
现自己成了它们的一部分。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闪闪发光ZYL

网友@闪闪发光ZYL的孩子在涂鸦墙前留影。

（整理：戴容）

一池睡莲始盛开，千娇百媚入画来。初夏时节，池中
睡莲竞相绽放，柔美娇艳、楚楚动人，为城市增添了一道
别样的风景。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181***422

睡莲之美

长江日报讯（记者樊友寒 通讯员夏晨）
“让汉剧‘破圈’触达更多年轻一代。”5 月
13 日，武汉汉剧院复排的青春版汉剧《王
昭君》在武汉剧院上演，为 2025 武汉“戏码
头”戏曲艺术展演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部取材于“昭君出塞”历史典故的新编
汉剧，由一级演员耿丽亚领衔主演，易超、
吕品等青年演员联袂呈现，以青春阵容和
创新演绎再现了那段跨越千年的民族团
结佳话。

此次复排的青春版汉剧《王昭君》在保
留经典内核的基础上，对剧本进行了紧凑流
畅的改编，舞台画面精致唯美，更贴近年轻
观众的审美需求。剧中，王昭君的形象被赋
予新的时代内涵。她不再是传统戏曲中“悲
怨美人”的化身，成了一位“刚柔并济、大仁
大义”的和平使者。面对画工毛延寿的陷
害，她坚守正直清高；面对匈奴和亲的使命，
她毅然舍小爱成大义。全剧通过“拒贿画
工”“自请出塞”“望荒冢”等经典场次，展现
了王昭君从深宫少女到民族团结象征的心
路历程。

该剧领衔主演耿丽亚是湖北省戏剧家

协会会员。她师从汉剧表演艺术家陶菊蓉、
胡和颜，嗓音清脆婉转，表演细腻传神，擅长
以细节刻画人物内心。此次，她以甜美秀丽
的扮相和清脆婉转的唱腔把王昭君的柔美
与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她从青衣转行花
旦，在《花木兰》中突破性别界限，以英姿飒
爽的演绎颠覆观众对传统花旦的认知；在

《谢瑶环》中移植京剧经典，展现跨剧种融合
创新能力。她主演的汉派方言喜剧《黄鹤楼
上看翻船》、汉剧版《唐诗宋词》等作品以轻
松幽默的方式弘扬传统文化，深受年轻观众
喜爱。

武汉汉剧院相关负责人说：“青春版
《王昭君》的推出，是我们推动汉剧传承的
重要实践。我们希望通过青春化的演绎，
让更多年轻人爱上汉剧，并理解传统文化
的时代价值。”

据悉，2025武汉“戏码头”戏曲艺术展演
期间，武汉京剧院的新编历史京剧《东方氏》
将于5月16日在武汉剧院上演。这是该剧升
级打磨后首次回归剧场，继续向观众展示东
方月和王伯当“愿做太平英雄将，一扫狼烟为
苍生”的崇高理想。

青春版《王昭君》上演 让年轻人爱上汉剧

青春版汉剧《王昭君》剧照。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克取 实习生王昱
麟 通讯员邹珍妮）5月14日上午，34岁的徐
阳来到汉阳区七里庙外卖配送站点试岗，
脸上难掩喜悦。“周一咨询，周二面试，周三
上岗，我在家门口就把工作搞定了。”他兴
奋地说。

两天前，徐阳到桥西家门口就业服务驿
站咨询，工作人员为他推荐了外卖配送片区
经理一职。若试岗顺利，一周后他将正式入
职，负责管理汉阳区6个外卖配送站点，底薪
可达8000元。

桥西家门口就业服务驿站在江汉二桥街
道桥西社区居委会旁边，面积约50平方米，

今年3月25日开始运营。该驿站内，咨询服
务区、岗位交流洽谈区、公共服务自助区、面
试区等区域划分清晰、一应俱全。

徐阳说，他是武汉人，家住王家湾附近。
他原本打算到各种招聘会上投递简历，买菜
途中意外看到桥西家门口就业服务驿站，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进门咨询。

2016年至2020年，徐阳做外卖员，一路
做到片区经理，管理汉口、汉阳两个片区的外
卖配送。2023 年，他辞职。现在，他想干回
老本行。

“这个岗位是两天前发布的，需要实时处
理骑手调配、监控配送时效和客户满意度等

核心指标，徐阳的匹配度超过90%。”驿站工
作人员章武说。

“有时人找工作难，有时工作‘找’人难。”
驿站站长李欢表示，驿站就是要当好“红
娘”，促成双方对接。据介绍，驿站实时对接
4万个商家，涵盖物流配送、家政服务、技术
维修、智能制造等领域，岗位库持续更新。
除了辖区企业的用工信息外，这里还有全省
联网的招聘公共网上的岗位信息。运营一
个多月来，已有 50 余名附近居民通过驿站
成功就业。

“作为汉阳区首家由街道主导的就业服
务驿站，我们驿站的优势就是和居民靠得

近。”桥西社区党委书记肖丽娜表示。
对于桥西社区居民来说，变化不仅于

此。“现在，零工需求也有人及时接了。”5
月初，居民李奶奶家中购买了一台冰箱，
需要自行搬运上楼。头疼之际，她在网格
群中发了一条信息：“有没有人可以搬运
冰箱？”章武看到后，在系统后台找到此前
登记时注明“可接搬运工作”的两名求职
者。经过对接，这一单在半小时内就促成
了。

两名搬运工获得200元报酬，而李奶奶
的需求也得到解决。她说：“这个驿站的响应
速度比网上下单还快。”

桥西社区有个“家门口就业服务驿站”

一个多月50余人在这里找到工作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海锋 通讯员盛晓
姣 肖阳）“这实在是太方便了！”5月13日，旅
客周先生看着手机上的改签确认短信，忍不
住感叹道。当天的航班延误后，他使用东航
武汉公司创新推出的“隔离区内自助改签”服
务，在手机操作就完成了改签，连托运的两件
行李都“聪明”地跳转到了新的航班。

过去，航班延误办理改签手续是个麻烦
事：旅客拖着行李出隔离区、排队办理手续、
再重新接受安检，至少需要40分钟。现在，
东航武汉公司依托数字化服务项目，创新推
出“隔离区内自助改签”服务，让这个耗时费
力的过程在指尖上就能完成。

“航班延误时，旅客可通过东航 App、
小程序或直接扫描登机口附近的二维码，
最快 30 秒即可办好自助改签。”东航武汉
公司地面服务部值机运行经理刘婷说，整
个过程中，旅客不用出隔离区，无须二次
安检。

目前，东航武汉公司正用科技赋能助力

旅客高效出行。近日，东航武汉公司智能机
上的遗留物品处置系统也已完成升级。5月
12日，东航某航班落地后，乘务组在客舱内
发现旅客张先生遗留的白色手提包，立即通
过新版智能机上的遗留物品处置系统拍照上
传至云端平台。与此同时，张先生通过东航
App“行李无忧”模块提交失物登记，系统通

过 AI 智能比对，迅速锁定了特征匹配的工
单。经现场核对手提包内物品清单及身份信
息无误后，东航工作人员将失物通过快递还
给张先生。

据了解，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是该服务项
目的首批试点站点之一，全国东航各大基地
将陆续予以应用。

旅客手机上改签航班
托运的行李自动“跟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