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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日，泡温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月1日，元旦佳
节，位于咸宁市嘉鱼县山湖温泉景区内游人如织、热闹非
凡，游客在景区浓浓的年味中迎接新年第一天。

大小不一的温泉池里，游客们或独自闭目养神，或一
家几口共享温情，温泉带来的冬日温暖和辞旧迎新的气
氛相映成趣。

据悉，为满足游客多元化体验需求，2020年，湖北丰太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5000万元对山湖温泉景区进
行了整体改造升级。目前景区分为动感区、养颜区、养生区
等多个区域，共设置56种独特温泉池。

“温泉的泉眼位于陆溪镇藕塘村，出眼温度70℃，水
抽到景区蓄水池后，还有60℃。经过技术处理，再送到
各温泉池的水温在39℃到44℃。”山湖温泉景区营销部
副经理黄丽介绍，山湖温泉属于温水地热田型温泉，经过
科学验证，拥有有利于人体健康的氟、锶、偏硅酸等多种
矿物元素，是游客养生的绝佳之地。

为了做优“温泉+康养”文章，景区还与嘉鱼县中医
医院达成合作，开发了中医理疗项目，游客只需在美团、
携程、游湖北等平台预约下单，即可由嘉鱼县中医医院的
理疗专家上门服务。

除了“温泉+康养”，山湖温泉景区还相继推出了“温
泉+文化”“温泉+美食”等旅游产品。“白天带着家人吃烤
全羊，下午泡个温泉，晚上景区还有民俗表演，这个假期
过得太舒服了。”来自武汉的游客段志强说。

据悉，元旦期间，该景区迎来一波小高峰，共接待游
客5500人次，营业额102万元，迎来了新年开门红。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嘉鱼频道 作者 皮道琦）

泡温泉 尝美食 品文化

温泉+搅热冬日“暖经济”

2023年12月26日，湖北日报客户端团风频道发布稿
件《县人民医院上演“生死时速”成功救治一名心梗患
者》。2023年12月28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将该则稿件进
行视频化转化，并发布在湖北日报抖音平台，引得网友纷纷
点赞。同时，湖北日报官方微博开设话题#大爷以为胃病护
士一个坚持救回一命#，登上热搜榜超12小时，包括央视新
闻、人民网在内的75家媒体转发，浏览量超过1亿。

原来是大爷及其家属误把心梗当胃病，两位护士果断
采取急救措施，不间断进行心肺复苏，一路快速将患者送到
抢救室，经过医护人员“接力”救治，最终救回老人一命。

流量1亿+
两位护士火爆全网的背后

湖北日报客户端团风频道 邹桑蓬

2023年12月6日清晨，在湖北团风县人民医院，
一位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的老人前来就诊，患者家属
表示老人是胃痛。经简短询问病情后，普通外科二
科护士长文莹判断患者有可能是急性心梗，随即呼
叫医护人员，坚持给老人进行心电图检查，并立刻转
运至重症监护室病房急救。在转运至内科电梯间
时，患者突然意识丧失，心跳骤停，呼之不应，亦无颈
动脉搏动，文莹与普通
外科二科护士梅慧阳，
果断采取急救措施，不
间断进行心肺复苏，一
路快速将患者送到抢救
室，经过普通外科二科、心
血管内科的医护人员“接
力”救治，患者转危为安。

“每条危在旦夕的生命
都是医护人员不懈努力抢救回来的！”

“专业，有责任心！”

“为白衣天使点赞！”

事件回放

网友热评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4年
元旦，李煜琨、李梦在大冶市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颁证大厅里共同许下

“相濡以沫，钟爱一生”的婚姻誓
言。这一天，身着传统中式礼服的9
对新人用一场“国风浪漫”的仪式向
社会倡导婚俗文明新风。

为爱“减负”，为幸福“加码”——
作为省级婚俗改革试点，大冶市围绕
一“加”一“减”做文章。连日来，记者采
访发现，随着该市全力推进婚俗改革
工作，积极倡导婚事“减负不减爱，简办
不简单”，积“小氛围”成“大气候”，让

“重礼金”变“重礼仪”，当地群众在婚俗
改革中变“推着走”为“带头行”。

多了文化味 少了攀比风

“请新郎执剪剪下右鬓青丝，请
新娘执剪剪下右鬓发丝，共同放在幸
福锦囊中。”在主持人引导下，李煜
琨、李梦完成“结发礼”，热情相拥。

丈夫李煜琨是公务员，妻子李梦
是教师。2024年元旦，他们身着传统
中式礼服共赴大冶市民政局举办的

“辞暮尔尔·烟火年年”集体颁证活动。
现场喜气洋洋、热闹非凡。9对

新人行结发礼，并参与“爱的游戏”“喜
送春联”等活动。随后，湖北省金牌颁
证员程丹妮、大冶市婚姻家庭讲师刘
惠群分别为新人们进行了“弘扬优秀

婚俗文化，树立文明婚姻家庭观”婚姻
家庭辅导，颁发结婚证。

李煜琨的妈妈介绍，去年底，一
家人去恩施女方家里讨论参加此次
集中领证活动，双方一拍即合，“孩
子们觉得这种方式够时尚，家长们
也省心。两家人也决定简办婚宴，
拿省下的钱去东北滑雪。”

如今，该市给颁证制度赋予更
多文化味、仪式感。大冶市总工会
退休干部刘先奇是当地文化名人，
常受邀为领证的新人写祝福对联。
他说，中国优秀的婚俗文化讲求庄
重的仪式感，大冶市创新颁证形式，
引导新人在穿汉服、习汉礼、颂汉文
中感受中国历史文化底蕴，既增强
新人对婚俗改革的认同感和获得
感，又弘扬了优秀婚俗文化。

理性多一点 陋习少一些

“陈金彪都抱孙儿了，一家人幸
福哩。”谈起婚俗改革，大冶市金山
店镇火石村的村民们对陈金彪一家
人赞不绝口。

陈金彪是该村上畈村庄理事会
副会长。去年5月，儿子结婚，他带
头亮出婚礼清单：礼金不超过6万
元，婚宴不超过10桌。

陈金彪介绍，早年的火石村是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大操大办”之风却

极盛：周边村女方收取的礼金起步
10万元，这里就涨到20万元、30万
元。办一场婚礼可谓奢华，要至少
10辆奔驰、宝马车队迎亲，婚宴一办
就是30桌起步，还要有演出团队助
兴。“一场婚礼办下来开支少说20万
元，负债也要办”。

近年来，大冶市开展婚姻领域
移风易俗，提倡“六限”（即彩礼限
高、酒席限价、随礼限量、规模限人、
婚车限台、婚礼限时）。去年，改革
深入农村地区，要求各地根据实际
确定“六限”标准。其间，火石村在
征得党员、群众代表同意基础上，发
出治理高价彩礼倡议，明确婚嫁彩
礼“限高”标准。

陈金彪说，自己带头为孩子简
办婚礼，没有负债压力。去年 10
月，孙儿顺利出生，全家人的日子越
过越好。

理性办婚、抵制陋俗，正得到越
来越多大冶农村人的响应。在该市盘
茶村，少了浩浩荡荡的迎亲队，新人们
争相携手走“桃缘”“鹊桥”等婚俗改革
网红打卡点；在陈贵镇，涌现一批以袁
有顺等为代表的“文明家庭”，他们频
繁走进社区村湾分享幸福“小秘诀”；
在刘仁八镇东山村，婚俗改革、抵制高
价彩礼、厚养薄葬被写进村规民约，每
年评选“最佳红白喜事”。

1月1日上午10时，由
湖北日报联合县市区融媒
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直
播栏目“大联播”，走进大冶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新中
式汉服集体颁证活动现场，
带领广大网友见证10对新
人的幸福时刻。

本次活动以“元旦”为
契机，结合颁证仪式感，引
领新人做好步入婚姻和家
庭的准备，提高婚姻质量，
促进家庭幸福的同时，进一
步推进移风易俗和优秀婚
俗文化传承。

新人宣誓、“结发礼”、
热情相拥……场面热闹非
凡。截至当天下午三时许，
全平台流量428.6万。

近日，高等职业教育新形态精品教
材《恩施玉露及其制作技艺》出版。

该书是第一本有关恩施玉露制作技艺
的专业教材，由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恩施玉
露制作技艺传承基地教学团队组织编写，

“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杨胜伟主审，可供大中专学校、培训机构使
用，也可作为广大茶叶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近年来，恩施市加大茶产业人才的
培训和技术服务力度，面向社会开办“恩
施玉露制作技艺”传承培训班，努力把非
遗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

接续传承
传统技艺手艺人越来越多

指导硒之春、凯迪克两家茶企完成

“恩施玉露制作技艺”蒸青灶和焙炉的建
设；深入茶厂进行“恩施玉露制作技艺”
理论授课14期，培训762人次；为恩施玉
露发源地——黄连溪溯源；翻开恩施玉
露制作技艺第十代传承人杨胜伟2023
年的工作笔记，可以看到这位86岁的高
龄老人仍然奔波在非遗传承路上。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的首要
任务就是技艺传承。”从事茶学科研和技
术推广60多年来，杨胜伟传授600多人
掌握了“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并出版《玉
露制作技艺》《恩施玉露》等书籍，确立了
恩施玉露传统制作技艺的理论体系，规
范了操作技术规程。

作为恩施玉露制作技艺第十一代传承
人，张文旗用18年时间，查阅近万份文献资

料，撰写出《恩施玉露复兴之路》，并于2023
年建立全国首个恩施玉露博物馆，全面展示
中国蒸青绿茶及恩施玉露的发展史。

2022年，“恩施玉露制作技艺”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目前，恩施市已经成功申报“恩
施玉露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
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人、州级代表性传
承人11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36人。

运用生产
传统技艺飞入寻常百姓家

恩施市太阳河乡双河岭村连片茶园
里一片忙碌，村民忙着给茶树追肥、除
草、培土，确保茶树顺利越冬。

“去年，手工玉露销量占所有茶销量
的四分之一。”2012年，“恩施玉露制作技
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韦进国凭一手技
艺和200多万元启动资金，成立恩施市
双河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双河岭

村“党支部+市场主体+基地+农户”模
式，带动发展有机茶叶3500亩，实现年
产值近2000万元，户均年增收1.3万元，
产品销往河南、西安、福建、武汉等地。

“普通制茶，一斤干茶只能卖十几
元，用‘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制茶后，一斤
干茶能卖几百元。”恩施市白杨坪镇朝阳
坡村茶农李光荣说。

改变始于2019年。当年6月，武汉
城市职业学院、恩施爱森农业有限公司和
杨胜伟在朝阳坡村共建“恩施玉露”点茶
非遗技艺传承工作室，仅一年时间，就培
训了200余人，将朝阳坡村打造为恩施市
第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手工玉露制作基地。

如今，跟李光荣一样，朝阳坡村还有
14户茶农经过专业制作技艺培训后，在
政府奖补资金支持下，建起了茶叶手工
生产作坊，茶叶收入翻了4番。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恩施市频
道 作者 卢树彬 张晓霞）

“玉露”飘香进万家 古老制茶技艺生生不息

为
爱
﹃
减
负
﹄
为
幸
福
﹃
加
码
﹄

—
—
婚
俗
改
革
新
风
吹
拂
大
冶
城
乡

阅读提示

湖北日报客户端

大冶频道 张蕾

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 彭磊

大
冶
市
民
政
局
婚
姻
登
记
处

集
体
颁
证
活
动
现
场
。

扫
码
查
看
直
播
回
放

扫
码
查
看
视
频

暖心一幕

探秘非遗

08 2024.1.8 星期一
主编：肖露 版式：习东新

县市区频道

订报热线 （027）965888 广告咨询 88567849 编委办 88567046 融媒体中心 88569628 编辑出版中心 88567468（夜） 区域新闻中心 88567456 文化新闻中心 88567338 武汉新闻中心 88567429 经济新闻中心 88568165 印务总公司 88568830（生产管理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4200004000004
邮箱：hbrbtxyyd@sina.cn 政治新闻中心 88567361 视觉新闻中心 88567399 社会新闻中心 88567376 评论理论中心 88569244 农村新闻中心 88569264 群工舆情中心 88569248 体育新闻中心 88567068 本报印刷厂印刷 零售每份 1.50 元 定价：每月 41.50 元 印刷质量投诉电话 88568844

本报
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