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换新电表后，走字会快吗”“怀疑
燃气表不准，申请检测的流程是怎样
的”……近日，在“5.20”世界计量日到来
之际，江岸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江岸区供电
公司、武汉燃气集团江北分公司、武汉水
务集团江岸营业所走进江岸区百步亭现
代城社区，开展计量宣传服务走进居民小
区活动，现场解答居民民用“三表”咨询，
为居民们送上了一堂生动实用的民生计
量知识课。

民用“三表”——水表、电表、燃气表
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活动现场，各部门
工作人员设立民用“三表”使用、咨询服务
点，向居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普及计量
相关知识，教居民们用好民用“三表”。

“请问，我感觉到家里新装的电表转
得快，是怎么回事呀”“有人兜售能让水表
走慢的强力磁铁，是真的吗”……针对一
些居民心中的疑问，现场工作人员细心作
答：有些市民感觉新装的电表比原来的表

“走得快”，其实这并非新装的电表不准，
新装的电表灵敏度高，计量准确，给人造
成新电表“走得快”的错觉；用户家中水表
内部的机芯和指针均为塑料和不锈钢，对
磁铁不会有任何反应，强力磁铁让水表走
慢纯属误导，市民切勿受骗上当。

“当你闻到燃气气味或怀疑有燃气泄
漏时，应立即打开所有门窗，让燃气散发
出去并关闭燃气总阀。”活动中，武汉燃气
集团江北分公司工作人员为居民讲解安

全用气指南，江岸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利用手机重量标准化特性，现场办理“手
机变砝码”，向群众曝光作弊秤套路，传授
防诈小技巧。

怀疑家里民用“三表”计量不准怎么
办？江岸区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相关负责
人表示，居民不要擅自拆装，应与水、电、
气服务单位取得联系，由专业人员进行初
步检查和判断后，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
请进行检定。

居民刘女士说：“计量进社区，把服务
送到了家门口，教会了我们很多实用知
识，还给我的手机贴上了精准克数，以后
买菜更放心了。”

(李爱华 李庆)

计量守护民用“三表”
2025年世界计量日的主

题是“计量顺时代之需，应民
生之盼”。民用“三表”——
水表、电表、燃气表，存在于
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如
同无声的“管家”，默默记录
着每一户家庭的资源消耗。

而计量工作，正是保障这些“管家”可靠运行的关键力
量，它不仅关乎经济秩序，更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深刻
呼应着民生所盼。

从民生角度来看，民用“三表”的精准计量是公平消费
的前提。一旦水表、电表计量失准，居民可能面临不合理
的水费、电费支出，经济利益受损；燃气表如果出现计量偏
差，不仅费用计算不准确，还可能因燃气泄漏等潜在风险
威胁生命安全。计量守护民用“三表”，就是守护消费者的
品质生活和生命安全。只有确保民用“三表”计量精准，才
能让居民在水电燃气消费中明明白白，提升生活的安全感

与幸福感。
在经济领域，准确地计量为能源管理和成本核算提供

了可靠依据。对供水、供电、供气企业而言，精准的“三表”
计量有助于合理规划资源供应，优化运营成本，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

从宏观层面看，精确的计量数据能为政府部门制定能
源政策、推动节能减排提供有力支撑，促进资源的合理配
置和可持续利用，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计量守护民用“三表”，是一项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工
程。武汉市场监管部门积极行动，通过强化计量监管，严
厉打击破坏计量器具、篡改计量数据等违法行为，全力维
护市场秩序；同时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居民水电气计量不准
确、收费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问题线索，加强居民水电
气“三表”的计量管理，规范价格收费行为，切实保障广大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让我们以精准计量为笔，勾勒水电气“三表”的精准轨
迹，共同绘就民生幸福、经济繁荣的美好画卷。 （惠风）

民生计量宣讲进社区

现场教居民用好民用“三表”

东湖发布四季游线
长江日报讯（记者晋晓慧 通讯员马

戎 崔冬婉 钟珊）春赏樱、夏逐浪、秋追风、
冬观鸟，5 月 19 日，东湖风景区管委会联合
武汉文旅集团东湖文旅公司推出四季特色
文旅活动，打造全年“自然+人文+潮玩”于
一体文旅活动新体验，邀游客共赏东湖四
时之美——

春赏樱，水陆空全景沉浸，漫步浪漫樱
花季。东湖梅花拉开武汉赏花序幕，樱花、
牡丹、杜鹃相继登场，武汉植物园春季郁金
香、马鞍山油菜花海同步盛放。相约春天赏
樱花，520 亩东湖樱花园，万余株早中晚樱
接力绽放。樱花联名汉马呈现山水赛道之
美。“水陆空”多维度赏樱游线，串联湖畔各
大美景。

夏逐浪，汉派夏日狂欢，音浪与水浪共
舞。东湖将推出系列亲水活动，凌波门进入
全年最佳观赏日出季。不但有“武汉东湖全
民龙舟赛”“东湖听涛端午文化节”等传统活
动，还有“跳东湖”、“东湖杯帆船邀请赛”、“东
湖沙滩落日派对”、武汉欢乐谷“太空奇缘城
市音乐派对”、“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夏
浪狂欢节”及东湖冰雪大世界主题乐园、东湖
欢乐丛林暑期夜游等青年文化 IP，形成“传
统+潮流”活动矩阵。

秋追风，骑行低碳慢生活，解锁湖山斑斓
季。东湖将推出“祝福祖国 追梦东湖”国庆
活动、“武汉东湖沙滩二次元海岛嘉年华”等
特色项目，还以“骑行”为脉络，邀游客在山水
间体验“慢骑行”与亲子互动。

冬观鸟，来一场生态奇遇，邂逅候鸟翩跹
季。红嘴鸥嬉戏、鸬鹚栖居、大雁齐飞，东湖
将主打“东湖游船邂逅西伯利亚海鸥”体验，
推出游船观鸥、湿地科普、暖冬茶会等组合产
品，并举办“环东湖·丽人18女子10公里精英
赛”“环东湖智慧跑”等主题赛事。

湖北省博物馆沉浸式戏剧《遇见楚庄
王》、磨山楚天台编钟乐舞表演等文化演艺还
将全年常态化举办。

为提升游客体验，东湖同步升级“游东
湖”智慧服务体系，通过微信、支付宝双端小
程序，整合景区资源，打通游前、游中、游后全
链路服务，让游客轻松玩转东湖四季。

文化目的地 编钟会唱歌古城有故事
“黄鹤楼前凤凰的金翅差点戳到我手机屏幕

上！”2025年央视春晚武汉分会场8分钟短片《星
汉耀江城》播出后，网友的这句调侃引发热议。这
场视觉盛宴中，编钟奏响千年楚音，虎座鸟架鼓、
黄鹤楼等文化符号交相辉映，让全国观众第一次
如此直观地感受到楚文化的震撼。

春晚效应迅速发酵。春节期间，湖北省博物
馆每天开馆前，门口就排起了千米长队。几个月
之后，曾侯乙编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而湖北省
博物馆筹备已久的VR项目《穿越青铜纪》也应运
而生。游客戴上VR头盔，就可亲历“三千越甲可
吞吴”的壮烈场景。曾侯乙的宫殿中，编钟奏响千
年音律，音波在空中荡漾开。这些引人入胜且易
于理解的互动体验，让观众从文物的“旁观者”，变
为历史的“参与者”。

与此同时，新晋“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盘
龙城遗址博物院也迎来参观高峰。这座被誉为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源”的遗址，向游客展示着
武汉3500年的建城史。有位内蒙古游客告诉长
江日报记者，盘龙城遗址让他大为震撼，也是第一

次知道武汉的历史底蕴如此深厚。
5月5日下午，音乐剧《日落大道》剧组来黄鹤

楼打卡，主创们站在“天下江山第一楼”匾额前，听
讲解员讲历史典故，瞬间被圈粉。登上五楼，他们
举起手机狂拍，以长江为背景合影。今年春节期
间，黄鹤楼单日客流突破2.8万人次，年轻游客占
比达到65%，改变了以往以中老年为主的客群结
构。武汉市文旅局抓住这一机遇，推出“登名楼
观名博”荆楚文化之旅线路。这条线路将省博、黄
鹤楼、晴川阁等文化地标有机串联。“我们不是简
单地把景点串起来，而是通过沉浸式剧游、非遗手
作、美食体验，让游客触摸到文化的肌理。”相关负
责人解释。

在盘龙城遗址保护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博物院5年来参观人数翻了3倍，官微下的留言来
自五湖四海。在刚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日”，湖
北省博物馆获得2025年度“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
馆”，5月持续上新文化旗舰店、“剑器长虹”越王
勾践剑文创展等，通过多元化的文创产品，让馆藏
国宝以生动实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

春天目的地 全城化身“中国春天博物馆”
“这哪里是赏樱？分明是闯进了盛唐的诗画

里！”3月，杭州游客林琳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发
出惊叹。她眼前绯云般绽放的樱花中，身着唐装
的“杜甫”正吟诵着“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樱
花邮局的楚文化印章前，年轻人排队将编钟、越王
勾践剑的纹样拓印在明信片上；夜幕下的黄鹤楼，
开启“樱花司夜使”主题巡游，书法、茶艺、古筝演
出齐齐营造浪漫，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赏花韵、
听花音、点花妆……一抬头便是“烟花三月”的盛
世画卷。

武汉的“春光雄心”重塑着城市气质。昙华林
历史街区变身“樱花人文小镇”、江汉路书店的露
台上，飘落着粉色花瓣雨，音乐人在西北湖樱花树

下开起音乐会，引发全场大合唱。春天的武汉，浪
漫文艺又摩登。这里的创意餐厅，水磨石地板、木
质手扶梯保留原貌，休憩天井精致小巧。

数据印证着这场“场景创新”的成功。“这不再
是简单的赏花，而是以樱花为媒介的城市文化总动
员。”业内人士评价，“当别处还在卖门票时，武汉已
经把整座城市变成可触摸的‘中国春天博物馆’。”

“让每片花瓣讲述长江文明的故事”——这不
仅是文旅规划的蓝图，更是武汉的生动实践。从
单纯的赏花胜地到文化IP的崛起，樱花季超300
场主题活动、汉马消费总效应接近3亿元、“蒜鸟”
文创销售量突破10万只……数据火热的背后，见
证着武汉“春天文化”的蜕变。

青春目的地 长江边上的城市狂欢
“五一”假期，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启动“2025长

江旅游季·长江甲板声浪派对”。“古琴号”化身江上
热力引擎，甲板成巨型舞台，游客们尽情享受“流动
的音乐节”。长假过后，长江旅游季热度依旧，“古琴
号”持续上新国潮盛宴，将“派对的夏天”延续下去。

来自全球的年轻人频频用脚步深入城市。长
江大桥追落日的浪漫、江边“一棵孤独的树”、框住
了长江二桥的藤蔓洞穴、烟雨中的鹦鹉洲长江大
桥、杨泗港长江大桥的桥下空间等，在年轻人的镜
头和分享中火爆全网。

领一束栀子花插在瓶子里、别在头发上，已成
为武汉人迎接夏天的新仪式感。中国旅游日当
天，武汉文旅官宣：“武汉送你10万朵栀子花”活动
又来了。从5月24日到6月22日，江汉路的栀子

花市集，武汉与长沙、南昌、岳阳四地的“交换周末
旅游计划”，邀请年轻游客“互相串门”。

科技赋能下，长江文化传播半径不断拓展。
AR导览、数字光影秀等技术，让游客在游江时感
受到“孤帆远影碧空尽”的诗意和奇幻。数据显
示，随着2025长江旅游季开启，武汉酒店在“五一”
假期期间预订率达九成以上，“两江游览”项目收
入同比增长16.5%，印证着这场青春叙事的成功。

如今，站在黄鹤楼上远眺，但见长江奔涌，千
年文脉与青春活力在此交汇。用“元宇宙编钟”让
历史可触碰，用“樱花音乐会”让春天可感知，用盛
大的“江上派对”让长江可互动。正如一位网友所
言：“武汉让世界看见——这里不仅是‘通衢’，更
有长江文化之‘魂’。”

长江日报讯（记者黄
丽娟 通讯员张大伟）当端
午节撞上“六一”，截至 5
月 16 日，武汉酒店端午假
期订单量同比增长 17%，
主要客源地为上海、北京、
长沙、广州和南昌。武汉
出行热门目的地为南昌、
长沙、南京、上海和成都。

5 月 20 日，携程正式
发布2025年端午假期出游
趋势预测报告。在“五一”
假期释放了一波旅游热潮
后，时长三天的端午假期
以本地游和周边游为主。
微度假、避暑和民俗体验
主题相结合的旅游方式受
到越来越多旅客的青睐。
携程数据显示，2025 年端
午假期国内周边游预订量
同比增长 23%，市场整体
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由于今年端午节“撞
期”“六一”儿童节，亲子出
游比例大幅攀升。携程平
台上，亲子家庭旅游订单
占比达 35%，国内亲子酒
店 搜 索 热 度 同 比 上 升
45%。相较“五一”假期，在
端午节前往武汉、济南、西
安、南京、长沙等热门目的
地 ，酒 店 均 价 花 费 可 省
20%~30%不等，为游客提
供了更具性价比的住宿选
择。

初夏适宜的温度为室
外音乐节、演唱会提供了
天然优势。端午节期间，
各种主题的音乐节、演唱会扎堆。由跨城观
演挖掘出宝藏旅游小城成了当下年轻人的又
一乐趣。今年端午期间，酒店热度上升榜的
前三分别为晋城、德州、常州，三地热度成倍
飙升的背后分别是“摇滚编年史”演唱会、新
青年音乐节和张杰常州演唱会的拉动效应。
端午作为传统节日，民俗体验游依旧是今年
的不二之选。携程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端
午民俗体验游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50%。游
客热衷于参与各地的赛龙舟、包粽子、佩香囊
等传统活动，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全球网友：总要去趟武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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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徐璐

“武汉什么时候成了旅游城
市？”2025年“五一”假期，上海白领
周远在“长江荣耀号”的过桥仪式
上，被身后举着手机连拍几十张照
片的东北阿姨说得会心一笑。他
想起自己这次选择武汉旅行的初
衷，来自手机里2025年央视春晚武
汉分会场《星汉耀江城》的视频
——黄鹤楼金翅破屏、千人鼓阵齐
鸣，大戏台上唱出“此地英雄，更看
今朝”……全球网友留言：总要去
趟武汉吧。

而当晚，周远脚下是长江的
浪，耳边是青春的笑，长江大桥的
明黄灯火和黄鹤楼的金色飞檐交
相辉映，像是一幅被时光重新描摹
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场景，让
曾走过千山万水的他，依然震撼感
动。这里是武汉，大江的豪迈、城
市的活力、千年的文脉，都在向世
界讲述着长江的故事。

外国游客手握黄鹤楼文创雪糕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小朋友在武汉街头拿着气球拍照，童真与城市活力在此刻定格。 通讯员武文旅供图

咸安坊人气火爆。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