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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通讯员
胡子昂 陈龙） 在樱花纷
飞的东湖畔，“东湖义警”
胡永东跪地施救突发心脏
病的外地游客；长江湍流
中，“长江义警”年均从险
境挽救70余条生命……

5 月 21 日，武汉市举
行“江城义警”建设现场会
通报：自2024年10月启动
建设以来，全市“江城义
警 ”队 伍 已 发 展 至 6546
支、5.6 万余人，配合公安
机关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473 人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1162起，协助处置突发案
事件375起。

“江城义警”是武汉市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创新打造的群防群治品
牌，由安保人员、社区居
民、行业从业者及志愿者
等力量组成，通过“党建引
领、公安引导、社会参与”
模式，构建起覆盖全域的
治安防控共同体。

“江城义警”因地制宜
的特色化实践正织密城市
安全网：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光谷义警”队员王
文俊等人面对持刀嫌疑
人，主动出击，5分钟控制
险情；江岸区百步亭社区

“百步义警”巧妙化解“楼
上漏水、楼下冒烟”的社区
纠纷；青山区“天天敲门
组”解决社区治理问题
2822个，真正实现“小事不
出社区，隐患消弭萌芽”。

据了解，武汉公安积
极发挥“江城义警”建设的
主导作用，从队伍组建、机
制建设、业务培训等方面
积极作为。反恐怖和特警
支队开展“送教上门”25
场，为义警队伍提供实战
培训；出入境管理支队组织在汉留学生成立

“洋雷锋”服务队，年均化解涉外纠纷 60 余
起；水上公安将“长江救援队”纳入义警体系，
年均挽救70余条生命；武昌公安打造“武昌
智警”可视化平台，实现义警力量精准调度。

“当每个市民都成为平安建设的参与者，
超大城市治理就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金钥
匙’。”据介绍，为更好发挥“江城义警”在基层
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武汉市委政法委、市委社
会工作部、市公安局等部门将进一步形成合
力，推进义警队伍“勤务规范化、装备专业化、
培训实战化、工作体系化”建设，不断提高群
防群治能力水平，努力将“江城义警”打造成
为新时代平安建设的“武汉名片”。

鲁慕迅没来得及看的画展开展
绝笔之作《丹心永向日》首次展出

长江日报讯“他没来得及看的展览今天展出了。”5月23日，
“平淡天真——鲁慕迅中国画艺术研究展”在湖北省国画院美术
馆开展，70余件诗书画作品及珍贵手稿、文献系统呈现中国当代
画家鲁慕迅近百年艺术脉络。而就在开展前15天，98岁的鲁慕
迅溘然长逝，这场凝结其毕生心血的展览成为对他的深情告别。

此次展览展出鲁慕迅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品，汇聚凝萃其艺
术求索的完整脉络，其中不乏首次公开展出的早期手稿与晚年作
品。展览以“平淡天真”为题，反映鲁慕迅一生的艺术追求——于
质朴中见深意，于天真处藏哲思。

“鲁老对在武汉举办的这次展览十分重视，在今年3月25日

至4月20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为展览陆续创作了十余幅新
作，并寄往武汉，新作佳作频出，直至生命最后时刻。”湖北省文联
文学艺术院副院长、湖北省国画院书记李平介绍，鲁慕迅先生为
此次展览创作的大幅作品《丹心永向日》，也是他的绝笔之作。画
面中，向日葵昂首挺立，题跋“立身百姓庭院撑起一片蓝天，喜沐
清风雨露丹心永向日边”直抒胸臆。李平感慨，鲁慕迅以《丹心永
向日》般“永远向阳”的精神，践行着“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艺术
信念。

鲁慕迅原名鲁立，长期在湖北工作，曾任长江日报美术组
组长。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画的创作与研究，是新时期极具影

响力的艺术家。
谈起父亲，女儿鲁子砚说，父亲希望每场展览的作品都不重

复，因而，此次展出的作品均为首次与观众见面。鲁子砚记得，父
亲一生都坚持画速写。父亲在解放公园美工室工作时，公园成了
他的创作基地，曾经为了画昙花，通宵捕捉从花苞到花开至凋零
的完整过程。鲁子砚感慨：“父亲以善良与真诚对待世界，又将这
份美好画在他的作品当中。”

本次展览由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湖北省美术家协
会支持、湖北省国画院承办，将持续至6月6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叶飞艳）

“平淡天真——鲁慕迅中国画艺术研究展”上，观众细品作品。 叶飞艳 摄鲁慕迅作品《丹心永向日》首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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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湖北大鼓在新媒体上焕发新活力

张明智生前新作品吸引年轻观众目光
长江日报讯（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姚俐玲）“张明智生前创作了

大量的现实题材作品，也通过新媒体传播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
光。”5月23日，张明智湖北大鼓作品座谈会在汉举行，来自全国的
曲艺家们齐聚江城，深入探讨张明智湖北大鼓艺术特色与成就，共
话湖北曲艺的传承与发展。

湖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张明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
北大鼓代表性传承人，于2025年1月18日逝世，享年82岁。

“张明智创作了大量的现实题材作品，幽默诙谐的语言、生动
鲜活的人物，让观众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荆楚文化浓郁的湖北味
道。”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项云表示，张明智以一

生心血创作并演绎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他的艺术有着鲜
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和创新性，让湖北大鼓这一传统剧种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项云指出，张明智在很多作品中适当地融入了现代音
乐元素，甚至加入了电子配乐，让湖北大鼓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
时，更贴近当代观众的需求。张明智还紧跟时代步伐，创作了很多
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百姓生活的作品，让传统艺术在新媒体平台上
焕发出新的活力，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

“张明智的多才多艺在他年轻时就表现出来，20来岁时，他就
成为武昌曲艺队最年轻的角儿，表演的场次多、内容好。”湖北评书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何祚欢认为，张明智是一个敢于吸收、敢于跨

步、敢于坚持的艺术家。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张旭东，中国

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范军，重庆市曲艺家协
会副主席袁国虎等纷纷表示，张明智的表演风格幽默风趣、生动形
象，能够跨越地域界限，吸引广大观众，这种艺术感染力值得各地
曲艺界学习借鉴。

5月22日、23日，“湖北曲艺传承与发展系列活动”在汉举行，接连
举办徐宁湖北大鼓专场演出、张明智湖北大鼓作品座谈会、“湖北曲艺
传承与发展交流”活动。系列活动由湖北省文联和武汉市文旅局指
导，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武汉说唱团、湖北省曲艺家协会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