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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
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9月
28日，武汉东湖学院雷锋文史馆在该校嘉鱼
教学改革基地开馆，师生们合唱《学习雷锋
好榜样》，明快纯朴的歌声在馆内回荡。

“沉浸式”感悟雷锋精神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现场看到，武汉
东湖学院雷锋文史馆分为“序”“史”“文”

“魂”“范”“跋”六个板块，以照片、文字、文
献为基础，加入实物和场景，有效利用书
画、音像、雕塑等艺术品，客观、真实、丰富、
生动地展示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展览突出展示雷锋的成长历程、先进
事迹，以及学雷锋活动的历程、成果和经
验，强调相关生平细节的寻访与最新研究
成果，运用多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设置
拼图、对话、合影等互动区域，让参观者实
现和雷锋的跨时空互动。

雷锋文史馆名誉馆长、党史研究专家
余玮介绍，全国性的雷锋纪念馆上世纪60
年代初开建，有条件第一时间收藏、展示带
有雷锋生活或工作印迹的物品，新建馆的
文物性很难有大的突破。在建雷锋文史馆
之时，他希望通过创意、学术性，让每个展
览板块留下观展的记忆点，给参观者带来
丰富的观展体验。

“希望观众们走进雷锋文史馆时，一幅
幅有关雷锋事迹的影像能带他们回到青春
雷锋的年代。”余玮说，在武汉东湖学院建
设的雷锋文史馆主要展示早年有关雷锋的
报道或宣传物品，还原雷锋那个年代使用
的书籍、手电、手表、皮衣等物品，情景再现
了雷锋故居、雷锋抢救水泥、雷锋所在军营
等地点或者场景，还落地了很多创意设计，
比如设计了一块绿皮火车区域，取自“雷锋
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熟语，展
示雷锋的“一团火”助人为乐精神。

开馆当日，雷锋辅导过的学生陈雅娟女
士带来她和雷锋的彩色合影，为师生讲述照
片背后的故事。陈雅娟说，她最珍贵的照片
就是这张1962年拍摄的合影，这张照片伴
随她走过大半人生，激励着她像雷锋那样做
人做事，永远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该校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学生汪云
霄、王淑婷和彭周平作为学生讲解员，提前
半个月进行讲解准备，对展览的细节烂熟
于心。雷锋比他们印象中更“接地气”，他
爱文艺、爱时尚，这让他们感到很亲切，观
看展览、聆听雷锋故事，也让他们收获了课
本里没有讲述的细节。

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严峰则对声光电
互动区域很感兴趣，“文史馆里科技满满！”严
峰说，馆内互动设施运用的技术和他的专业
应用相关，这激发了他好好学习的热情。

该校雷锋文史研究会和雷锋文史研究
中心同日成立。

据悉，该校将以雷锋文史馆为平台，推
动雷锋精神进入大学课堂，推出有分量的
研究成果，发挥高校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
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雷锋文
史馆打造为高校思政教育实践的新名片和
开展红色教育、游学的新地标。

文化育人沁润师生心灵

雷锋文史馆的建设是武汉东湖学院坚

持文化育人的侧影。多年来，该校持续打
造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用心用情讲好党
史故事，让党史学习教育“火”起来、“暖”起
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学
校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搬上舞台，精心组
织开展了“万人同上党史课、万人同上思政
课——风雨百年路·群英百人颂”大型音乐
朗诵展演，展演以现代舞剧、情景剧、朗诵、
歌舞和合唱等形式，梳理百年党史脉络，师
生们演绎经典、追溯初心，传承血脉中奔涌
的红色基因，展演视频吸引百万网友“围
观”；开展“党史故事我来讲”系列活动，师
生讲述身边典型爱党爱国、爱校爱岗的精
神，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激励身边
人；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书画、摄影、短
视频、征文作品比赛，通过打造有影响力的
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
力、感染力与引领力。

举办“争当追梦先锋，党员岗位建功”
演讲比赛，师生围绕“党旗领航的故事”“教
书育人的故事”“潜心科研的故事”“管理服
务的故事”“创新创业的故事”“志愿服务的

故事”“刻苦学习的故事”“校园文化的故
事”等八大主题，全方位展现了师生爱党爱
国、爱校爱岗的丰富情感；开展“道德讲堂”
100余场，弘扬学校党建文化、自强文化、
创新文化、敬业文化；常年开展“美丽东湖”
短视频、摄影大赛，“东湖故事汇”系列主题
活动，引导师生将“我的梦”融入“中国梦”

“学校梦”。
在文化育人的沁润下，该校师生积极

弘扬志愿精神，发扬创新精神，先进典型频
频涌现。

2019年军运会期间，该校400余名
志愿者助力志愿服务工作；疫情期间，数
千名教职工参与到抗疫工作中，义务承
担医护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的住宿服务；
北京冬奥会期间，5名学子参与网络安保
工作；学校“大学生党员创新工艺社”成
立12年来，获得省级以上荣誉600多项、
拥有国家专利300多项、发表科研论文
100多篇。

学校获“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是
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首批“湖北省基层
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示范点”。

武汉东湖学院雷锋文史馆开馆

弘扬永不过时的雷锋精神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通讯员 张丽 李骞 实习生 肖琴心

湖北日报讯（记者陈熹、通讯员刘进、易俊）10月
6日，在杭州亚运会上，江汉大学学子斩获女子龙舟比
赛1000米决赛金牌和男子龙舟1000米决赛银牌。至
此，江大学子在亚运会上共创造了5金1银的佳绩。

据悉，在6日进行的男子龙舟1000米决赛中，江
汉大学2022级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张志成、舒亮代表中
国队出战，和队友同心协力，为中国队夺得银牌。随后
进行的女子龙舟比赛1000米决赛中，江汉大学2022
级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史莹莹与队友们齐心协力，为中
国龙舟队再添一金。此前，他们在男子龙舟200米决
赛和女子龙舟200米决赛、男子龙舟500米决赛和女
子龙舟500米决赛，已斩获四枚金牌。

江汉大学体育学院竞赛部主任、校龙舟队主教练
何亚斌介绍，近年来，江汉大学龙舟队在国际比赛中获
得20多项冠军，全国比赛中获得100多项冠军。今年
8月，2023年静水皮划艇世界锦标赛中，江汉大学
2022级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季博文与搭档刘浩一起摘
得男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银牌，为中国静水皮划艇
再添2个巴黎奥运会参赛席位。

江汉大学学子
亚运会勇夺5金1银

湖北日报讯（记者文俊、通讯员谢小琴、于鸿贤）
10月8日，杭州亚运会女子跳远冠军、武汉理工大学
学生熊诗麒回到学校参加赛后第一次训练课，正式开
启新周期备战。学校500多名师生自发来到现场，热
烈欢迎熊诗麒载誉归来。

下午4时，在学校南湖校区田径场，熊诗麒与学校
田径高水平运动队队友们一同进行常规训练。考虑到
亚运赛场上的高强度比拼，本次训练课以恢复性训练
为主，安排了慢跑、加速跑、助跑起跳等训练环节。训
练间隙，队员们围坐在一起，熊诗麒分享了自己的亚运
会参赛经验。她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胜利
属于过去，未来还需继续努力，希望与队友们努力拼
搏，追求卓越、勇攀高峰。

“诗麒同学，比赛紧不紧张？”“大赛前如何调整自己
的状态？”“今后有什么目标？”训练现场，熊诗麒及队友
还和现场师生进行了热烈互动，一一回答他们的提问。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在与熊诗麒、田径队队
员以及现场学生交流中表示，学校十分重视高水平运
动队建设，为国家培养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承担一所
大学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更重要的是要发挥高水平运
动员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激发广大学生对体育运动的
热爱，实现大学体育面向人人的运动普及和面向体育
精英的后备人才培养双重效果。

亚运冠军熊诗麒
返校上课武汉东湖学院雷锋雕塑揭幕。(受访单位供图)武汉东湖学院雷锋文史馆一角。(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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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司机都碰到过这样的缴费经历：停车场
按每小时来计费，哪怕只超过一两分钟，也要按
照1小时算。连日来，记者走访了武汉多个停车
场发现，虽然收费单价不同，但按小时收费已成
为绝大多数停车场的普遍计费规则。

由于是电脑计费，哪怕只超过1秒钟，系统
也会自动多扣除1小时费用。有时因为网络延

迟或车辆排队等原因，短暂超时而无奈多缴一
小时停车费的情况时有发生。计费系统是由
人为设定的，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未必就合理。
缩短计费单位时长，已成为许多地方的有益探
索，并收获了一众好评。调整优化计费方式，
不只是一本经济账，也是一本民心账。

（文/周磊）

连日来，“4 岁女童海滩走失”事
件持续引发关注，人们祈愿女童能够
平安归来，相关的搜救工作目前仍在
继续。

舆论的高度关切，也是推进事件发
展的另一股力量。网络上除了大量关心

“女孩去哪儿了”的言论，也有不少网友
质疑女童父母。有的声称女童的父亲为
继父、走失女童曾被丢弃等，将这起事件
渲染成“悬疑案件”。上海市公安局浦东
分局回应称，该女童来自原生家庭，此前
也没有丢失被警察送回的情况。官方的
及时澄清，让一些臆断先行的结论不攻
自破。

在复杂海域寻找一名孩童，存在很
大难度，需要多方力量提供线索、分析研
判。只是，在这起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
中，也出现了毫无事实根据、全凭个人脑
补的造谣中伤、误导公众，无益于集中精
力展开搜救。

孩子丢失是一个家庭的巨大伤痛。
就此事来讲，把4岁孩子单独留在沙滩
上十几分钟之久，值得所有父母引以为
戒。但不能因为痛心疾首，就越过“合理
批评”的边界，在事实尚不明朗的情况之
下，捕风捉影各种“阴谋论”。一个温暖
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人人皆有同理心、共
情力的社会。没有事实作为支撑的猎奇
式想象，对他人施以无端谩骂和恶毒攻
击，无关乎正义，绝不可取。

从杭州女孩郑灵华因为粉色头发遭
遇到的网暴，到寻亲男孩刘学州遭遇到
的网暴，盖因某些方面的表现不符合预
期与设定，便遭受一些人的口诛笔伐、无
端攻击。在事实浮出水面之前，尽量克
制猎奇式想象，多站在他人立场想问题，
提供线索以事实为依据，不随意对不了
解之事作出定论，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的。我们希望女孩尽快被找到，也希望
不要因为网暴造成下一个悲剧。

克制猎奇式想象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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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不灭、圣火不熄，这一刻是终点，也是
新起点。10月8日，第19届亚洲运动会正式落
下帷幕。

从秋分到寒露，收获的秋天悄然来临。短
短半个月时间，我们共同见证一次次精彩时刻，
见证了中国健儿201块金牌的诞生，见证了亚洲
各国选手的拼搏奋斗与和谐友爱，见证了杭州
这座城市带给亚运的浪漫和热情。亚运会是竞
技的赛场，也是年轻人的战场，有见证奇迹的时
刻，有悲喜交加的时刻，有欢呼雀跃的时刻，也
有失落遗憾的时刻……赛场上展现出的高超竞
技，让我们在呐喊中释放激情、感受魅力、收获
力量、留存感动，正如亚运歌曲《登场》唱道：“用
一万个日常，搏一刻热泪盈眶”。

1990 年，一首《亚洲雄风》传遍大江南北，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成为一代人生命中
不可磨灭的记忆。今天，我们又创造了新的亚

运记忆。是开幕式上随着暗香洒落的桂花，是
全红婵惊艳一跳时全场的屏息凝神，是林雨薇
在女子100米栏中风驰电掣，是羽毛球男团决赛
中中国队惊天逆袭，是张雨霏夺冠后与日本选
手池江璃花子紧紧拥抱，是备受敬重的“妈妈选
手”丘索维金娜向观众比心，是辗转6000多公里
来看儿子比赛的巴基斯坦父亲，是赛场内外时
时可见的高科技元素，是志愿者们的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胜利与挫折，激情与感动，陪伴
与守候，热爱与祝福，这些温暖时刻、飙泪瞬
间，伴随着一首首或激昂或动人的 BGM，交织
成意蕴丰富的“亚运时刻”，铸就一份共同的亚
运记忆。

从 1990 年到 2023 年，从北京到广州，从广
州到杭州，从《亚洲雄风》在北京唱响，到八面
风帆在珠江之夜扬起，再到“数字火炬人”跨
越钱塘江。横跨 33 年的亚运记忆，不仅展现

了中国在科技文化、创新创造等方面的跨越
式发展，凸显了这个东方大国在经济社会层
面的沧桑巨变，更让“体育强国”的理念汇入
了中国梦的时代洪流，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
的日常生活。

闭幕式是惜别时刻，也是欢腾时刻。闭幕
式上盛开的朵朵 AR“记忆之花”，用技术与艺
术，书写着欢庆与惜别，让亚运记忆有了更崭新
的内涵、更动人的画面、更细腻的情感。

惜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见。亚运会不只是
赛场，也是链接世界的钥匙和纽带，正如京杭大
运河上古老而壮丽的拱宸桥，连接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体育与友谊、国家与民族，让来自
各国的人民跨越时空距离和文化鸿沟，成为彼
此的朋友和伙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让
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共同记忆，在共存“亚运记
忆”中奋发前行。

在“亚运记忆”中接续前行
□ 湖北日报评论员 余姝满

东湖评论东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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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33年的亚
运记忆，不仅展现了
中国在科技文化、创
新创造等方面的跨
越式发展，凸显了这
个东方大国在经济
社会层面的沧桑巨
变，更让“体育强国”
汇入了中国梦的时
代洪流，深刻影响着
人们的日常生活。

时事绘时事绘

近日，本报聚焦《治湖与致富——“梁子湖
模式”花开湖南大通湖引出的话题》，详细报道
了武汉大学于丹教授团队将梁子湖治理经验带
到湖南大通湖的故事。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曾经的“水下荒漠”变成了“水下森林”，水质好
转的同时，也实现了综合治理与经济效益双赢。

湖水变质，不仅带来系列生态问题，而且严
重影响了鱼蟹蚌等水产正常生长，此前也有过
多种治理尝试，均以失败告终。随着一棵棵水
草种下，大通湖借鉴梁子湖的治理经验，全方位
植林种草增绿，组合拳净化水质，提升水体透
明度。慢慢地，水草越来越丰茂，湖水也越来
越清澈。

“经验是永不停歇的播种机。”成功经验是
经过实践检验的宝贵财富。起初大通湖情况复
杂、矛盾尖锐、难度突出，想了很多办法都于事
无补。能不能看得到其他地方成功经验，是为
我所用的第一步。于丹教授团队在梁子湖试验
的水体净化方法，因地制宜把生态“包袱”变成
了生态财富，这一方法得到了公认。当地眼睛
向外，引进“梁子湖模式”治理大通湖，提供处
置策略和能力支撑，让湖北的经验在湖南开枝
散叶。

拿来后能不能用好，是为我所用的第二
步。大通湖引进“梁子湖模式”的大胆尝试，最
开始也是忐忑的，因为现实可能会遇到与之前
不同甚至意想不到的问题。经过几年的探索，
终于印证了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
合的正确方向。经验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在复
制成功经验的同时，突破传统的路径依赖，释放
后发优势，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是我们党一步步
走过来的制胜法宝。类似于“千万工程”“枫桥经
验”“浦江经验”，都链接着不同地方的好做法、好
探索。“复制粘贴”并不难，更重要的是要融会贯
通、因地制宜，把好经验放在更多领域尝试，放在
不同现实土壤中观照。不仅要复制其“量变”的
过程，更要借鉴其“质变”的理念，坚持发挥主观
能动性，对创新经验中的不足部分不断进行调
适，才会把量的增长导向质的提升，在创新落实
中完善改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积极吸收借鉴
典型经验，解密各类成功密码，要从实际出发、
从具体情况出发，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让更
多的好经验跨越地域，落地生根，托起人民群众
稳稳的幸福。

让好经验跨区域
播种生根

□ 湖北日报评论员 程曼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