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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武汉天气：晴天到多云, 29℃~38℃, 偏南风转偏东风
2到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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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岁铁道游击队队员李德富：

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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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古德寺为何火了起来？在一些游客看来，
古德寺的独特魅力在于它的多元化、不确定性
和不被定义。

闹市中的古寺

武汉市江岸区工农兵路中段，藏着始建于
1877年的古德寺。从黄浦大街右转进入工农
兵路，前行300多米便能看到古德寺简约的黄
色铁栅栏大门。

这座大门是近年为方便游客进入临时开
设的，符合中国传统寺庙三进制院落布局，主
要殿宇大致布置在同一中轴线上。目前，古德
寺正在向相关部门申请，重建新山门。

大门右侧，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石碑。早在1959年，古德寺已是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1992 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入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古德寺，左右两侧为法物流通处和课
堂，前方是一个广场，百余只体型肥硕的鸽子正
享受着游客投喂。

长沙游客刘女士手持一瓶寺内文创产
品——古德寺酸梅汤，悠闲地喂着鸽子。古德
寺出品的雪糕、蜂蜜水、手串等文创产品，深受

游客喜爱。
鸽子不时从广场起飞，绕空盘旋，再飞往寺

内各座建筑屋顶栖息，形成一道独特景观。寺
内人回忆，鸽子是自行飞来的，起初仅几只，就
养了起来，鸽群增至上百只。

广场左侧的观音殿是游客公认的“出片”建
筑，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廊台设计，有东南亚
建筑风格。它建于2011年，由古德寺设计，融

入古德寺圆通宝殿与周边现代化高楼之间。
观音殿前的空间设计感满满。精致的小荷

塘，精美的石雕，已经结果的柚子树、柿子树，吸
引着游客们排队打卡。

历经百年，寺内留存的历史建筑仅剩天王
殿和圆通宝殿。天王殿为中式风格，白墙黛瓦、
石库大门、马头墙。

穿过天王殿，便见到圆通宝殿。这座大殿

采用框架体系，四方形，四方开门，内高16
米、外高25米，殿基正方形，边长35米，十分开
阔大气。

从远处看圆通宝殿，殿顶有高耸的佛塔。
殿身修长的立柱、尖拱门构成的直升线条，呼应
殿顶尖尖的佛塔，使整个建筑充满了直刺天空
的上升感。

走近细看，殿顶的莲花方墩、大殿两侧屋檐
下还有端正的金色“佛”字。

近年来，闹市中的古德寺成了武汉的网红
打卡地之一，被游客和网友赞为“汉传佛教第一
奇观”。

古德寺何来

“古德一名取义‘心性好古，普度以德’。”
2001年，武汉文史专家刘谦定花费近一年时间
走访、查阅历史资料，探究古德寺的前世今生。
古德寺之名的由来，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在古
德寺出家的老法师告诉他的。

《武汉市志》记载：古德寺位于汉口黄浦路
上滑坡路74号，清光绪三年，隆希禅师在此建
起一座小寺庙，名“古德茅蓬”。后来，昌宏法师
主持扩建，定名古德寺。

隆希来自何方已不可考。光绪三年冬，武
汉大雪，汉水冰封停渡。隆希在漫天风雪中行
至今黄浦路一带，相中了一个左绕长堤、面前有
水，名为石鼓墩的高地，开始结茅修行，并取名

“古德茅蓬”。
（下转第二版）

长江日报讯
“淘淘”20 岁啦！
7 月 5 日，世界第
一头人工环境下
出生的长江江豚

“淘淘”迎来 20 岁
生日。从“淘淘”
出生到家族发展
至 5 头，在武汉科
研人员的努力下，
长江江豚人工繁
育保种，为这一濒
危物种的未来带
来希望。

2005 年 7 月 5
日23时56分，“淘
淘”在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
白鱀豚馆出生，成
为世界第一头在
人工环境中成功
繁育并存活的长
江江豚。

“淘淘”活泼
好 动 ，是 个 小 淘
气。它也曾遭遇

“豚生”困境——
进入繁殖期 10 年
仍无后代。长江
江豚 5 岁就已“成
人”，已超龄的“淘
淘”还没有“女朋
友”。科研人员便
为“淘淘”精心安
排了“恋爱单间”，
同时引入长江江
豚调整豚馆种群
结构。2020年喜讯传来：“淘淘”的第一个孩子“汉
宝”出生，这也打破了馆养江豚难繁育的困境。
2022 年 ，女 儿“ 小 久 久 ”出 生 。 2024 年 ，次 子

“F9C24”出生。
如今“淘淘”膝下拥有3头健康活泼的豚宝，家

族兴旺。据了解，长江江豚平均寿命为20到25岁，
目前有记录最长寿命的长江江豚为40岁。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称，
“淘淘”的生命传奇是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成功的生
动缩影。其 20 年成长过程为科研积累了宝贵经
验，助力科学家深入掌握长江江豚生物学特性，极
大推动了自然种群保护。目前，武汉金口、天兴洲、
双柳水域已逐步形成三个较稳定的长江江豚种群，

“江豚回归武汉”从愿景走向现实。
今年6月，柬埔寨、老挝等五国代表专程来考

察，将中国长江江豚保护智慧带回东南亚。近日，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发布了“国际小型鲸类保护
研究计划”，将深度参与全球淡水豚保护。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专家评价：“中国长江江豚保护实践，为
全球小型鲸类保护点亮了黎明的曙光。”

（高宝燕 刘冰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7月8日起恢复开放

实行免费免预约参观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罗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5日发布公告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于2025年7
月8日起恢复开放。

根据公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实行免费免预约参
观。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重要抗战纪念日照常开放。开

放时间为9:00—16:30，按规定时间提供定时讲解，16:00停止入
馆。2025年7月19日至8月31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实
行延时开放服务，开放时间为每日9:00—18:00，17:30停止入馆。

据介绍，因实施展陈改造，自去年9月29日起，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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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古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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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实习生韩思琪

“周末来江边看露天电影，感觉特别放
松，这才是武汉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5日晚
8时，在武昌江滩长江观景第一台，霓虹灯影
倒映在江面，张女士和朋友一起在长江边观
赏电影。汉口江滩、武昌江滩、汉阳江滩、东
湖……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露天电影正在上
映，武汉的夏夜弥漫着独特的浪漫气息。

江景为幕沉浸体验浪漫夏夜

从 经 典 老 片 到 院 线 大 片 ，统 统 免 费
看——自带江景的江滩露天电影，是武汉人
夏夜的集体记忆，而今已从消暑方式升级为
城市文化IP。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汉口江滩五福广场
是看“江景电影”的网红打卡地。7月4日晚9
时，五福广场上仍有大量游客在观看电影《图
兰朵》。60多岁的放映员彭长久坐在露营椅
上，身旁的电风扇悠悠吹着风。电影银幕前
坐了不少观众，有老人、年轻人，也有带着孩
子的中年人。

“今年来看露天电影的人更多了，江滩也
更热闹了。”彭长久在五福广场坚守放映电影
已有十余年。他介绍，“以前观众自带板凳抢
位置，现在我们备了 80 多把露营椅和小板
凳，年轻人带着零食和啤酒来打卡。”

长江日报记者看见，电影幕布背对长江，
视野开阔。往左看，芦苇荡在光影中摇曳，长
江二桥灯光秀闪耀；往右看，橘黄色的知音号
在夜色中发出温柔的光芒，浪漫又诗意。借
着“江景电影”的势头，汉口江滩风帆广场开
起了“知音吉市”，“知音电影夜市”也在三阳
门的亲水平台开起来了，将露天电影、观江、
长江灯光秀、市集完美结合。看完电影，步行
300米就能在市集上吃小龙虾、喝啤酒。这样
的热闹一直持续到晩上10时后，全国游客领
略到武汉美好的夏夜时光。

露天电影临江而设各具特色

彭长久见证了江滩露天电影的 10 年变
迁：从单一点位到矩阵式放映。今年，在汉
口、武昌、汉阳，已有7处临江而设的露天电
影场，以浩瀚长江和璀璨的城市夜景为天然
背景，实现了电影、自然与城市景观的完美融
合。

在汉口江滩，除了五福广场，一元广场放
映点位于横渡长江博物馆旁，银幕周边绿树
环绕，观影氛围宁静而美好。

武昌江滩长江观景第一台是赏江景的绝
佳之地，夜晚的露天电影吸引了众多观众。7
月5日晚8时，记者在现场看见，和大银幕一
起亮起的还有远处的武汉长江大桥和龟山电
视塔。“电影里的故事刚落幕，观景台再上一
层就能欣赏武汉长江大桥与龟山电视塔，像
走进了银幕延伸的梦境。”来自北京的游客苗
女士带着小孩前来观影。她说看完电影再眺
望远方的江、桥、塔，感觉非常美妙。

在武昌江滩国旗广场（海棠园旁）是今年
新增的一个露天电影放映点。广场旁边有一
片健身器材，很多观众边健身边看电影。铁机
路白塔广场上的放映点，则和小白塔、孤独的
树等网红景点交相辉映，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平
台分享“日落打卡+夜映电影”的美好体验。

在汉阳江滩，鹦鹉洲长江大桥下的桥梁

文化广场也放起了露天电影。观众侧后方就
是鹦鹉洲长江大桥。很多年轻人自带露营椅
前来观影。镜头里，银幕、大桥与江景构成网
络爆款画面，引来外地网友留言——“想去，
武汉的夏夜太浪漫。”

桥墩电影竹床观影迸发新活力

“一直觉得桥墩就是冷冰冰的建筑，没想
到现在成了看电影的好地方，这种观影方式
太有创意了。”游客王先生说。

在武汉长江二桥下，“江遇——桥墩电
影”已运营一年多。高大的大桥桥墩下，巨大
的银幕垂直而立，工业风十足的桥墩与浪漫
的电影艺术形成反差。正下方的江滩变成露
营地，游客在这里看电影、观长江灯光秀、吹
江风、吃小龙虾，度过美好的夏夜。

“江遇——桥墩电影”项目相关负责人介
绍，每天晚上7时到9时，桥墩为幕播放经典

影片。电影放映完毕后，还有乐队登台演唱，
10时30分左右放起舒缓的轻音乐，有游客玩
到深夜12时都不想走。今年，“桥墩电影”扩
大了免费观影区，方便更多游客前往观影游
玩。

在武汉园博园，坐竹床观影成为消夏好
去处。随着第七届汉口里竹床文化节盛大开
幕，近 200 张竹床布设在武汉园博园各个景
点。7 月 5 日傍晚，在园博园东门外的广场
上，百余张竹床面向大舞台整齐排开，数百名
游客免费乘凉打卡，观看露天电影《我是哪吒
2之英雄归来》。有游客摇扇子、有游客吃冰
西瓜，孩子们时而跑来跑去，现场一片欢声笑
语。今年的竹床节从7月4日持续到8月24
日，每天晚上广场上会上映露天电影。

桥墩电影、坐竹床观影，为市民提供了新
的消夏去处，也让城市空间焕发出新的活力，
成为城市文化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

（下转第三版）

光影摇曳江城夏夜

7月5日傍晚，武汉园博园东门广场的百余张竹床座无虚席。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古德寺独特的美，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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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片机：
60秒看清坏细胞

长江江豚“淘淘”与工作人员互动。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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