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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筑基
从“最大城中湖”到生态治理样本

清晨6时的华侨城生态湿地
公园，观鸟爱好者老陈架起长焦
镜头，绿头鸭从芦苇丛中探出脑
袋的画面被瞬间定格。“从鸬鹚到
红嘴鸥，再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青头潜鸭的出现，东湖成了
鸟类的‘五星级驿站’。”他翻动着
观测笔记，语气中透着自豪。不
远处，东湖碧波下的苦草随波轻
摆——这些看似平静的湖面下，
藏着东湖重获新生的密码。

通过“大湖+名湖+城中湖”
综合治理，东湖统筹推进大东湖
流域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持续推
进流域河湖长制、水环境综合治
理攻坚、幸福河湖共同缔造行动
等措施，构建“水岸同治、湖塘并
治、流域共治”机制，水质创40年
最优纪录，获评“全国示范河湖”

“长江经济带最美湖泊”“湖北省
幸福河湖”称号。“东湖示范河湖智
慧平台”荣获中国测绘学会2024年
度优秀测绘工程金奖。全长 105
公里的环湖绿道被联合国人居署
列为“改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示范
项目”，成为市民游客静享慢生活
的诗意空间。2022年《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中外专

家盛赞这种“城湖共生”模式：“在
千万级人口城市中心，保留生态
湿地，这是中国智慧。”

东湖的生态治理，是文旅高
质量发展的基石。如东湖风景区
管委会负责人所言：“我们要让市
民共享生态红利，让游客看见武
汉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正是
因为这一双双饱含深情的眼睛、
一次次潜入山湖中的点滴耕耘，
东湖正在破解生态保护与城市发
展的课题，绿水青山在此正变成
金山银山——

优良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东
湖得以滋润万千动植物，以 130
余公里湖岸轮廓，蜿蜒出独具特
色的城市湿地景观，构成武汉别
具一格的“湖城”天际线，105 公
里东湖绿道链接肌体，13个植物
专类园四季绽放，数百种珍稀鸟
类遨游湖山，吸引无数海内外游
客慕名而来，在此寻山望水，触
摸自然。2024 年，东湖绿道累计
接待游客破亿人次，2025 年 1 月
1 日—5 月 10 日，东湖风景区共
接待游客13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3.5%，景区接待量、热度均创历
史新高。

智慧赋能
当数字文明激活东湖千年基因

东湖的文化表达，既植根楚
韵，又拥抱科技。

“妈妈快看！樱花在手机里
开花了！”东湖樱花园内，8岁的朵
朵举着手机欢呼。她所体验的正
是东湖与阿里团队打造的“东湖
樱花元宇宙”项目，通过扫描二维
码即可进入樱花元宇宙，使用方
向触控按键即可畅游园中，虚拟
世界中，樱园的美瞬息万变。

传统历史嫁接现代科技焕
发新生。湖北省博物馆内，利用
光影体验和声光电技术打造的

《遇见楚庄王》数字全息剧重现
战国车马征战场景，让海内外游
客惊叹“科技让历史在眼前复
活”；磨山楚天台上，青铜编钟奏
响楚乐，LED 巨幕同步将楚式漆
器纹样解构为流动的色彩长河；
听涛景区屈原纪念馆前，瑰丽楚
辞化身可互动的光影大秀，如同
星光洒在林间步道上；落雁湿地
科普馆中，裸眼 VR 沉浸影院带
游客“上天入水”走入东湖湿地
的四季……东湖的文化表达，正
以可触、可感的方式，架起传统

与现代的桥梁。
智慧服务渗透旅程中的每

个细节。东湖风景区引进全球
独角兽企业黑芝麻智能，并与华
为等知名企业签订数字文旅战
略合作协议，亿航无人驾驶载人
飞行器、无人驾驶智能游艇先后
上线。40公里智慧体育跑道，只
需线上注册便可体验运动打卡、
视频下载、累积里程、积分兑换
礼品和补给等多样运动服务，吸
引世界各地跑友前来用脚步丈
量东湖，被评为2024中国体育旅
游精品项目。

“AI 大模型+数字人”在旅
游 公 共 服 务 中 开 启 了 应 用 场
景。在楚城入口，北京游客张
先 生 向 AI 导 游“ 小 东 ”提 问 ：

“附近有哪些文化体验项目？”
“小东”立即响应：推荐楚天台
编钟乐舞表演、楚城码头乘游
船，还可体验 L4 级自动驾驶的

“楚城轻舟”。此刻，湖面上三
艘“楚城轻舟”智能游船正自动
驾驶，鸥鸟与游客共舞，鱼儿逐
浪畅游。

全域融合
人民乐园城湖共生的幸福注解

2025 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
建东湖世界级旅游休闲度假区。东湖风景
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快干实干，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努力将东湖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旅游目的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

就在此时，鼓架山下，东湖鼓架国际新
景区新社区正在孕育。这片东湖之滨的沃
土，正是东湖风景区与阿那亚集团不期而
遇、双向奔赴、强强联合打造的省级重点项
目，发挥东湖风景区的生态、游憩价值，主
打生态、文化、品质三重定位，汇集艺术中
心、美术馆、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文创
商业、湿地公园等多种文旅复合业态，引入
文化、戏剧、电影、音乐等丰富的文化艺术
内容，将形成生态友好、文化创意、美学休
闲等多功能复合的宜居宜游国际滨湖新空
间。

优化发展格局、创新产品体系、完善
服务功能、坚持守正创新，世界级目标的
实现需要系统创新。东湖风景区管委会
负责人勾勒出发展蓝图：接下来将加快推

动重点项目建设，把“东湖+阿那亚”的组
合培育成为东湖鼓架国际新景区新社区，
形成东湖文旅发展新的增长极；以亿航无
人驾驶载人航空器为载体，东湖绿道将试
点打造国内首个“元宇宙+低空飞行”城
市文旅融合项目；实施智慧东湖“一网统
管”，打造云上东湖小程序，助推景区数字
化转型；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通过构
建立体交通体系、实施内外有效衔接、完
善水上交通体系等措施，实现客流均衡，
快达慢游；景中村改造则采用“绣花功
夫”，既保留村落肌理，又植入文创空间，
实现“移步换景、全域皆游”。

从凌波门日出的千人合唱，到鼓架山
下在建的东湖鼓架国际新景区新社区，东
湖以文化为魂、生态为基、创新为笔，激发
文旅发展驱动力、提升文旅新质生产力、扩
大文旅融合影响力，在山水间书写着“世界
级旅游休闲度假区”的宏大叙事，更以开放
包容的姿态，诠释着世界名湖、人民乐园的
深层内涵——在这里，世界看见了一座城
市如何以湖为砚、以绿为墨，书写人与自然
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诗行。

清晨6时的凌波门栈桥，晨雾未散，人
潮已至。来自广州的大学生陈欣拖着行李
箱挤进人群，耳机里循环播放的“日出歌
单”与现场电子琴声重叠。当第一缕阳光
跃出湖面，民谣吉他声与浪花轻和，千余人
用方言合唱，不同地域的声线在山水间交
织成诗。

以 105 公里东湖绿道为主轴，东湖持
续上新凌波门日出音乐会、国潮文化节、
湖山音乐会等年轻化文旅产品，“来武汉、
游东湖，逛绿道、品文化”成为城市经典旅
游线路。东湖绿道建成以来接待游客总
量成功破亿，东湖凌波门成为人气打卡
地。2025 武汉马拉松邂逅东湖樱花季，
1.5 万名汉马选手逐梦最美山水赛道，名
湖、名赛、名场面交织成新时代东湖的春日
交响曲。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东湖累计
接待的 181.8 万人次游客中，中青年群体
是出行主力军，东湖美景、特色活动吸引
大量年轻人慕名而来，从游客年龄构成来
看，23—45 岁年龄段游客最多，占比为

48.93%；其次为 17—22 岁年龄段游客，占
比 39.91%，整体游客群体覆盖全年龄层。
孩子们在湖畔各大乐园里欢笑着奔跑嬉
戏；杉美术馆内，观展人坐在当代艺术装
置前低声讨论文化与生活；而窗外的梧桐
小径上，银发夫妇牵着手数地上斑驳的光
影……

全民共享的背后，是东湖人的默默守
护，守安全、优品质、疏交通。在梨园警务
站设立节假日交通综合管理联席调度指挥
部，假日期间，市、区两级公安、文旅等多部
门每日前往指挥部联勤指挥，动态调整优
化管控措施。“五一”前夕，东湖绿道磨北转
盘拓宽改造工程完工，极大提升车辆及游
客通行效率。4 条定制公交专线助力游客
从四面八方便捷抵达东湖，地铁高峰时段
运力最大上线列车数由23列增加至27列，
最小行车间隔由 6.3 分钟缩短至 5.3 分钟。
景区内电瓶车、游船、定制公交运营时间至
晚10时30分，最大运力保障游客疏散。服
务保障精准发力，为游客带来快达慢游的
游玩体验。

未来蓝图
东湖打造世界级旅游休闲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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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平方公里的东

湖，如一粒翡翠镶嵌于武

汉城中心，既是千年楚文

化的鲜活载体，亦是现代

都市的生态绿心。

2025 年，开局即高

开。春节假期 184.2 万

人次游客相聚东湖，共享

“楚韵狂欢”盛宴。樱花

季，东湖风景区共接待游

客约600万人次，东湖樱

花园更是以超高热度位

居清明假期同程旅行平

台数据清明假期赏花目

的地 TOP 1。“五一”假

期，这里以181.8万人次

游客接待量、百度地图全

国重点景区客流指数第

二的成绩，交出了一份“诗

与远方”的国际化答卷。

东湖山水形胜、人文相映，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

2025环东湖智慧跑鸣枪开跑，八方跑友共享山水赛道。

东湖水清岸绿，数百种珍稀鸟类遨游湖山。 杨书勤 摄

智能游船泛舟东湖之上，文旅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姜霜月 摄

“日+夜”新玩法，为游客带来东湖新体验。 景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