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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选拔12位同学，以‘小而精’的
原则训练速度赛马。”3月26日，曾拿下82
个马术国际冠军的骑师覃勇告诉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回到母校武汉商学院任教后，他
逐渐适应了教师的新角色。如今，他正忙着
规划设立“骑师特训班”，选拔在校学生，专
项训练速度赛马，预计用三到四年时间，在
全国速度赛马赛事上冲击奖牌，培养更多学
生走上国际速度赛马的舞台。

从大山里走出的马术国际冠军

“我老家在山弯弯里，向外看一个山头
连着一个山头。小时候我就想骑着马走出
大山，走向外面的世界。”覃勇来自恩施，是
个地道的土家小伙。2008年，他考取了武
汉商学院赛马产业管理专业，毕业后成了一
名职业骑师，曾到多个国家的知名赛马俱乐
部和顶尖赛马学院进修，是我国培养的首批
大学生骑师。

起初，覃勇只把马当作交通工具，接触赛
马运动后，他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和事业。每天
2个小时的策骑，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日复一日悉心地打理马儿，走进一间间
马厩，牵出一匹匹“大个子朋友”，备鞍、遛
马、热身，成为覃勇生活中的一部分。

“当闸门打开的一瞬间，我内心最原始
的、最猛烈的那股劲儿就会一下子冒出来，
感觉好像自己就是那匹马，即使是把自己的
腿跑断，也要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可能这就
是所谓的‘人马合一’吧。”回忆起过往的比
赛，覃勇总是热血沸腾。

2014年，覃勇和他的第一位伙伴“高
攀”在全国锦标赛上崭露头角，成为第一个
获得全国速度赛马锦标赛冠军的大学生，也
是国际职业速度赛马比赛中第一位获得冠
军的中国骑师，首位获澳洲骑师牌照的中国
内地骑师，被誉为“国际赛马业界快速崛起
的中国力量”。截至目前，覃勇共拿到82个
国际冠军。

设立“骑师特训班”
培养速度赛马人才

在外“征战”多年，覃勇于2024年正式回
到母校武汉商学院体育学院·国际马术学院
任教，在熟悉的地方开启全新的人生体验。

“以往赛马行业都是师徒制，缺乏系统
的专业性学习，徒弟的能力水平和职业发
展，也基本取决于师傅。”覃勇介绍，国际赛
马产业链是一片蓝海，当前正需要一批经过
专业学习和训练的高素质人才，国际赛场也

需要更多的“中国面孔”。覃勇将自己的想
法汇报给学院，与院长李要南在人才培养上
的想法一拍即合。

在观摩马匹素质、考查学生日常训练后，
覃勇确定了“骑师特训班”的初步教学计划。

覃勇介绍，“骑师特训班”将面向马术方
向大一到大四的所有学生，在原有课程之外
学习速度赛马。班级设立的原则是“小而
精”，除了先天的身体素质外，覃勇更看重学
生的韧性和努力，“任何一项竞技运动都离不
开数以万计的反复训练，虽然天赋很重要，但
想取得更好的成绩，是离不开后天努力的。”
覃勇希望，以特训班的形式，充分激发出学生
多方面的潜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骑师。

体育学院·国际马术学院教师张双作为
覃勇的指导老师，感到十分欣慰与自豪：“覃
勇是赛马产业管理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入校
时他就梦想成为一名专业骑手，经过学校的
培养和自身的努力走出中国，走上国际。”张
双说，回到学校后，覃勇还是那个覃勇，“竞赛
那股劲还在，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训练，对待
工作十分认真，我相信他可以做得更好。”

眼下，除了完成学院的教学任务，覃勇
正在积极备战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民族赛马比赛。他相信，自己也
和学生一样“策马奔腾正当时”。

拿过82个马术国际冠军

职业骑师回母校培养赛马人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佩雯 通讯员 程佳瑶 李紫慧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一苇、通讯员刘畅、王晋）
随着能源互联网建设的大力推进，电力行业的发展
与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深度融合、密不可分。3月26
日从国网湖北电科院获悉，由该院牵头的《物联网
边缘计算网关互操作性框架》国际标准提案获批立
项，这也是国家电网公司首个立项的ISO/IEC联
合国际标准。

物联网是能让所有具备独立功能的普通物体
互联互通的网络。这一技术特别适用于连接设备
多，数据频繁交互的场景，如电网、铁路、智慧城市
等行业，万物互联已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
段。能提升物联网的智能化水平的边缘计算随之
兴起，该技术适合需要低时延、高带宽、高可靠、海
量连接和安全隐私保护等特殊要求的应用场景。
作为帮助用户快速接入物联网、安全可靠传输数据
的重要设备，边缘计算网关负责收集来自各种设备
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初步的处理和分析，然后将

结果传输到云端或本地应用，能极大提高数据处理
的速度和效率。

此前，物联网系统中的边缘计算网关缺乏相关
互操作性规范，不同的边缘计算网关可能会“各说
各话”，相互拖累。此次立项的标准提出了边缘计
算网关互操作性框架，为边缘计算网关提供传输互
操作性规则、语义互操作性规则、语法互操作性规
则和行为互操作性规则，不仅填补空白，还统一了
边缘网关的操作能力，将加速物联网应用部署。

该标准由国网湖北电科院牵头，重庆邮电大学
和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联合提出，历经1年
的研究提炼，于去年底提交给国际标准化组织/国
际电工委员会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物联网与数字
孪生分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SC 41）进
行立项表决，并以92.3%的赞成票通过立项投票表
决。该国际标准如成功发布，将有助于中国技术、
中国装备走向世界。

湖北电科院冲击物联网前沿国际标准
为边缘计算网关设计“通用语言”

长江灯光秀《浪漫樱花·相约武汉》
樱花季特辑点亮武汉两江四岸楼宇，知
音号游船伴着夜景航行在长江上格外
浪漫。从3月16日至4月6日的每晚7:
00至10:00，市民游客可在武汉两江四
岸和长江各游轮上一睹樱花灯光秀风
采。（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摄）

樱花季主题灯光秀
点亮武汉两江四岸

湖北日报讯（记者海冰、通讯员杨理胜、黄敏、
实习生杨子妮）3月25日，湖北省博物馆发布云梦
睡虎地M11最新研究成果，公布云梦睡虎地秦简
主人“喜”的3D复原像，及睡虎地出土人骨综合研
究成果。

2019年，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对睡虎地M11墓主“喜”的
骨骼开展了“云梦睡虎地出土人骨的综合研究”，课
题目标之一便是复原“喜”的样貌。团队综合运用
同位素测定、古DNA检测、高精度颅骨三维建模、
计算机辅助曼彻斯特复原法等科技手段，进行全方
位研究，于近期取得预期成果。

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介绍，睡虎地M11
出土秦简共计1155枚，竹简中的《编年记》记述了自
秦昭襄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
之大事以及墓主“喜”的生平经历。由于墓葬保存条
件较好，M11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睡虎地秦简，
墓主“喜”各部分骨骼也保存较完好。研究团队综合
对颅骨、下颌骨、骨盆等形态特征的观察，证明该个
体为男性。根据股骨最大长推算，该个体身高为
161.5厘米。根据对个体左侧股骨头最大径的测
量，推测其体重为59.9公斤。从耻骨联合面、臼齿
磨耗度等方面综合考量，推测该个体的年龄应处于
45岁至50岁。根据对该个体不同部位骨骼锶同位
素的测定，推测其童年生活地不在安陆（云梦），存在
从他处迁徙至安陆的生活经历，这和云梦郑家湖墓
地所见“多数墓主来自关中及其周邻地区”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综观骨骼各处的病理现象，椎

骨、上肢骨的骨性关节炎以及下肢的“跪距面”，反
映了该个体长期从事文史记载、伏案工作的行为习
惯特征。

王先福介绍，据墓中出土《编年记》表明，“喜”
是秦国一名基层官吏，虽然只是小吏，但他曾先后
担任令史、狱史、御史。出土竹简是“喜”在日常工
作中抄录的。考古挖掘时，“喜”的头下、右侧、腹部
和足部堆满了竹简，让人肃然起敬。王先福说，

“‘喜’的这些经历以及造就的‘职业病’，和体质人
类学的鉴定结果相符。这也与此前考古学家对

‘喜’作为基层秦吏勤勉工作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3月24日晚，央视大型文化创新节目《简牍探

中华》在央视一套播出，“喜”的复原头像在节目中
首次公开亮相。

馆方透露，“喜”的3D复原头像，后期有望放置在
将于今年年底开展的“湖北通史展”中，与观众见面。

云梦睡虎地秦简主人

“喜”复原头像发布 “喜”的
复原头像。

（湖北日
报全媒记者
海冰 摄）

“武汉公交”APP
集多种公交出行服务于一体

据悉，“武汉公交”APP有以下功能——
实时公交信息查询功能：利用武汉公交集

团官方调度数据，实时显示公交车到站情况，
还可以知道有多少辆公交车正在来的路上，让
乘客实现“掐点”出行。

路线规划功能：只需输入起点和终点，
“武汉公交”APP就会根据乘客需求，比如换
乘少、用时短、费用低、步行少等，提供多种出
行方案。

线路收藏功能：乘客可以收藏自己经常乘
坐的线路，不用每次打开APP都输入线路号。
同时，APP还提供贴心的到站提醒服务。

定制公交功能：通勤、就医、旅游、会议、婚
庆……乘客可以选择已成熟的定制专线，也可
以私人定制一辆公交车，享受个性化、高品质
的服务。

线路征集功能：乘客线上提交出行需求，
武汉公交集团将结合需求量、道路状况、公交
站点等要素，为相同区域、相同出行时间、相同
出行需求的人群量身定制线路行程，让更多

“同路人”共享高效出行。
消息公告：“武汉公交”APP可以最快、最

全、最准发布公交线路调整信息。如遇线路调
整，APP公交信息查询会同步更新。

武汉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汉公
交”APP是公交集团近年来加快数字化转型、
大力推进智慧公交建设的创新成果之一。这
款APP历经数月研发，融合最新信息技术，
旨在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提升乘客出行体
验，不断增强市民乘客公交出行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通勤专线
上班族实现绿色便捷出行

3月19日早晨，在位于白沙四路的万科金
色城市公交场站公交站点，市民王先生坐上武
汉公交集团“白沙洲至金融港（D591）”定制公
交专线，乘车上班。他说，自己住在白沙洲万
科金色城市，在光谷金融港工作，每天都坐
D591上下班。他一般提前一天打开“武汉公
交”APP，找到“D591”路，购票支付生成核销
二维码，第二天刷码核销就可上车，非常方便

快捷。
“这款软件不仅可以实时查询常规公交发

车到站情况，规划公交出行线路，与以往不同
的是，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众筹’一
条公交线路，也可以私人定制一辆公交车，功
能都很实用。”今年2月份“武汉公交”APP上
线后，市民李女士第一时间下载使用。经过50
天的使用后，李女士称该软件集多种公交出行
服务于一体，数据精准、功能强大、简洁好用。

通学专线
上学、放学“一站式”到达

3月19日晚上，70余名武汉市第四十九中
学学生下晚自习后，坐上了3条开往不同方向
的定制公交“通学专线”。高二学生苏雨桐说：

“以前，爸妈每天骑电动车送我上学，现在只需
要通过‘武汉公交’APP预约，我就能坐上定制
公交，上学、放学‘一站式’到达，既安全又便
捷，爸妈再也不用操心了。‘武汉公交’APP真
的很好用！”

武汉公交集团555路、782路线长桂颖涛
介绍，定制专线推出的初衷是解决市民乘客个
性化的出行需求。通学专线有效地解决了家

长接送学生的后顾之忧，方便学生上学、放学
“一站式”到达，同时串联周边学校合理化利用
公共资源，缓解了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武汉

公交现已全面开展区域网格化管理，如周边学
校、企业有需求的可通过“武汉公交”APP进行
线路众筹，也可直接与线路负责人联系沟通，
满足开线要求即可开通定制专线。

定制包车
“网购下单”“快递到站”

“在‘武汉公交’APP小程序上下单，2个小
时就能包到一辆定制公交！”“只需要输入起点
和终点，就能‘众筹’一条定制专线，主导权完
全在我们乘客手里，真好！”3月19日上午，在
众人期待的目光中，一辆“网购”定制包车缓缓
停靠在武汉百步亭现代城社区大门口。从扫
码“下单”到现场“提车”前后不到2小时，令准
备到盘龙城遗址公园游玩的居民们开心不已。

3月19日当天，武汉公交集团一批党员志
愿者到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开展服务进社
区活动。了解到可以通过“武汉公交”APP定
制包车，30多名居民相约一起出去游玩，社区
居民刘女士在公交志愿者的帮助下，下载安装
了“武汉公交”APP，预订了一辆25座比亚迪定
制公交，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好姓名、联系方式、
上车地点、下车位置、往返行程等相关信息后，
就完成了定制公交的网上“下单”。

不到两小时，刘女士“网购”的定制公交就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居民们兴高采烈地上车，
一个劲点赞“武汉公交”APP“靠谱”。

旅游专线
助游客畅游大美武汉

近日，武汉樱花如诗如画的美景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观赏。在赏樱最佳时节，武汉公交
为游客们提供了定制公交服务——赏樱专线，
乘客可在“武汉公交”APP上订票，更加便捷、
舒适地抵达目的地。

“来来，请跟我来，这里是直达东湖景区的
赏樱专线，大家排队有序上车。”3月24日上
午，身穿黄色背心的公交志愿者鲍峰、陈娟等
人在鲁磨路光谷广场公交站指挥引导乘客上
车。一台台干净舒适的赏樱专线从车站出发，
快速将游客们送入景区。与此同时，为了更好
地服务乘客安全出入景区，公交志愿者们也在
鲁磨路磨山樱园景区忙碌着，从上车引导、路
线解答，到景点推荐、紧急援助等方面服务着
乘客。

八方游客纷纷称赞，“武汉公交”APP便捷
实用，公交志愿者也十分暖心。“在东湖磨山风
景区，公交志愿者与赏樱专线共同绘就了一幅
美丽的赏樱画卷。”

（龚姣）

服务民生 智慧先行

“武汉公交”APP深受市民乘客好评
“你用‘武汉公交’APP坐公交车了吗？”这是最近武汉市民乘客热议的话题。今年2月，“武汉公交”APP全新上线。作为武汉公交集团

官方推出的服务软件，这款APP集实时信息查询、路线规划、定制公交等多种服务于一体。
APP上线50多天以来，深受广大市民乘客的好评。

公交工作人员向市民乘客介绍“武汉公交”APP。 武汉公交集团走进社区推广“武汉公交”APP。

新洲阳逻思源中学学生乘坐通学定制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