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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张乐克、通讯员李伟）2日省防灾
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出紧急通知，本
周，湖北将迎来两轮冷空气袭击，提示全省上下以严密部
署和扎实举措，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根据气象预报，第一轮冷空气将于今晚至4日覆盖
全省，气温下降3℃～6℃，伴随阵风5～6级，小雨遍及
全省，鄂西高山区可能出现降雪。第二轮冷空气预计在
6日晚至8日抵达，气温再降4℃～7℃，北部最低温接近
0℃，南部最低约3℃，并伴有6～8级大风，多云为主。

寒潮带来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影响广、持续时
间长，可能引发安全隐患。为此，我省紧急部署防范应
对工作，要求各地迅速行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实时
发布预警信息，通过多渠道提醒公众，及时采取防范措
施，确保灾害预警覆盖到位。加强重点区域排查。重
点检查道路、桥梁、隧道及人行天桥等区域，全面防范
户外临时设施、油气水管道等，防止因低温雨雪引发交
通事故、设施损坏等风险。做好物资保障和应急响
应。储备防寒物资，保障电力、供水和交通运输畅通，
相关部门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发生险情快速反应、及
时处置。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办提醒，公众需注意保暖、防滑，
出行避开风险区域，守护自身安全。

寒潮来袭

湖北全力备战
低温雨雪天气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训前、通讯员杨
光明、管兰华）为贯彻落实国家林草局印
发的《林草种苗振兴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年）》，省林业局近日公布第
三批省级林木良种基地（省级乡土树种良
种基地）16处。至此，我省共有国家级林
木良种基地13处、省级林木良种基地20
处。

林木种质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
源，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湖北省林业局高度重视林木种
质资源调查、收集、保存和利用工作，先后
开展两次全省林木种质资源调查，摸清
全省林木种质资源情况，同时组建湖北
省林木良种选育协作组，大力建设林木

良种基地，基本形成初具规模、布局合理
的良种繁育基地和比较完整的良种选
育、种子园建设、遗传测定、繁殖推广体
系。截至目前，湖北省共计获批13处国
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建有20处省级重
点林木良种基地，切实缓解全省国土绿化
用种用苗压力。

省林业局要求，各国家级林木良种基
地要加快升级换代步伐，加快新调整树种
的资源收集和遗传评价等工作；省级林木
良种基地要做好基地区划和确界立标工
作，明确四至范围，设置明显的标牌、标桩
等保护设施，加强抚育管理，开展科学研
究，为林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数量充足、品
种优良的乡土树种良种。

我省林木良种基地达33处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杨、通讯员熊文

婷）12月2日，天门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蔬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该市蔬菜常年播种面
积近50万亩，总产量130万余吨，年综合产值
超40亿元，带动相关从业人口20余万人。

天门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是名副其实的
蔬菜产业大市。目前，该市已形成四大蔬菜
板块基地：以多宝、拖市、张港、蒋湖农场等
为核心的萝卜、花菜、甘蓝等天西露地蔬菜
基地，共30万亩；以竟陵、杨林、小板为核心
的辣椒、茄子、番茄、快生菜等城郊设施蔬菜
基地，共1万亩；以九真、净潭、多祥为核心
的莲藕、慈姑、荸荠等精品水生蔬菜基地，共
2万亩；以岳口芋环、天门黄花菜、拖市地瓜
等地方特色蔬菜基地，共2万亩。

“7万亩以上的蔬菜乡镇3个、1万亩以上
的蔬菜乡镇10个、1000亩以上的专业村80
多个，500亩以上的蔬菜种植大户和经营主体
180余家、100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80余家。”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市农科院院长肖
俊红介绍，依托蔬菜优势品种和种植规模，天
门不断延伸加工产业链条，全市加工类龙头企
业共27家，其中国家级2家、省级4家。

天门交通网络发达，800公里半径范围内
覆盖全国80%的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该市
积极构建线上线下交易平台，线上开发建设

“农商天下—大宗农产品交易平台”，线下高标
准建设天门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绿色蔬菜
进机关单位食堂、设施蔬菜进武汉、应季蔬菜
进大中城市、加工产品销往全国的格局。

天门蔬菜年综合产值超40亿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通讯员 孙永霞

“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
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12月2日，
2024年中国武汉—乌干达恩德培职业教育
培训结业仪式举行，22名乌干达学员齐齐走
上讲台，用甜美的歌声向中国师生、志愿者
们作最后的道别。

半个月前，他们由乌干达恩德培市政府
和中交乌干达分公司选派，跨越万里来到武
汉城市职业学院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学习学
前教育、矿产化验测试、建筑工程、汽车维
修、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手机检测与维修等
专业技能。

乌干达位于非洲东部，横跨赤道，人口
近5000万人。

柯龙（音译）曾就读于乌干达麦克雷雷
大学建筑施工管理专业，毕业后进入中交
乌干达分公司担任技术人员，参与公司在
当地的基建项目，在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国际组比赛土木建筑赛道中斩获
铜奖。

“这次学习让我收获了建工技能，认识
了良师益友，感受到武汉人民的友好和热
情，回国后，我将努力成为一名项目经理，用
学到的技能建设乌干达。”柯龙说。

“看，我能在45秒里做出一辆模型车！”
参加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技能培训的莎莎说，
在中国学习到的新技术对她来说是不可思
议的，她感到收获良多。

除技术的提升外，来华培训更带来工
作思路的转变。赵安在乌干达从事幼儿

教育十年，“在乌干达，我们教孩子们唱
歌，只是为了让他们享受音乐，在中国，老
师们则会通过歌曲教学，向孩子们传递知
识。”赵安说，这一教学思路让她印象很深
刻，启发她将随手可得的物品转化为教学
的教具。

据悉，2014年，武汉市与恩德培市结为
友好交流城市，2015年，两个城市签署职业
教育合作协议。截至目前，武汉城市职业学
院已承担六期武汉与乌干达恩德培友好城
市教育合作项目，为恩德培市培训学员180
余人次。

近年来，为响应职业院校“走出去”的办
学号召，在合作企业的支持下，武汉城市职
业学院除承接来自乌干达的学员外，还选派
教师前往乌干达授课。

该校教师周川曾在2019年、2023年、
2024年三次远赴乌干达开展中文教学，市
面上没有适配乌干达人的中文教材，她需要
自行开发，以满足当地人的需求，除基本的
语言教学外，她还会融入加微信、兑换钱币
等语言场景，“不少学员后续会前往中国学
习，中文学得会，也能用得上。”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副校长杨爱民称，
职业教育出海也促进了学校教师教学能力
的提升，两地师生实现技术共享、合作共
赢。2016年，由于语言不通，学校不得不安
排外语学院师生随堂翻译，现在专业课的
老师基本可以使用双语教学，无人机测绘
等专业课程也在智慧教育平台上线，即便
不在中国，海外学生也能通过线上课程学
习提升。

22名乌干达学员跨越山海来鄂学技能
湖北日报讯（记者郭晓明、通讯员徐俊）在12月1

日进行的2024中国女子篮球联赛（WCBA）常规赛中，
武汉盛帆黄鹤队客场以79比72击败B组强敌黑龙江女
篮，本赛季第二次登上B组榜首位置。

此役之前，黑龙江队仅以净胜分劣势位居辽宁队
之后列B组第二名。开场后武汉队气势如虹，威廉姆
斯、卡特和潘虹三连击打出 7比 0的良好开局，随后
在全场以强大的防守将对方的命中率压制，己方则
投出接近50%的命中率，一度领先21分之多。末节
虽因放松让对手迫近比分，但最终仍以7分优势顺利
拿下客场。

上赛季还效力于黑龙江的卡特本场22投12中，一
人砍下35分10个篮板和8次助攻。威廉姆斯和潘虹也
各有14分和10分进账。黑龙江队外援中锋阿伦拿下33
分16个篮板和8次助攻，另两名外援总共只得8分。

此役后，武汉盛帆黄鹤队以5胜2负与本轮同时输
球的辽宁、黑龙江排名并列，但因相互胜负关系占优再次
占据榜首。上一次排名第一是在第5轮，当时武汉队同
样是客场击败辽宁队。

12月3日，武汉盛帆黄鹤队将继续客战黑龙江，12
月6日返汉迎战本赛季新军合肥文旅。

WCBA联赛客胜黑龙江女篮

武汉盛帆黄鹤再登榜首

湖北日报讯（记者农新瑜、通讯员田洪宜）11月29
日，“时代华章——湖北省社科界首届书画作品展”在江
汉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全省社科界以笔墨为媒，
以色彩为语，将对党的忠诚、对时代的礼赞、对人民的热
爱、对湖北发展的憧憬，化作一幅幅生动的艺术画卷。

此次展览旨在通过笔墨丹青所创造的山水形胜之
美、历史文化之美和劳动奋斗之美，展现湖北社科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成果、新成效、新气象。展览得到全省社科
界专家学者积极响应，共收到来稿近千件，经遴选，最终
161件作品入选参展。参展作品品类丰富，内容多样，汇
聚了全省社科界的精英之作。书法中篆、隶、楷、行、草五
体俱全，绘画兼有山水、人物、花鸟，一件件作品主题鲜
明、立意高远、风格各异。

展览由省社科联、江汉大学、省美术院指导，湖北省
书画研究会、江汉大学美术学院主办，未来将走进华中农
业大学等高校巡回展出。

我省社科界
首届书画展举行

湖北日报讯（记者许应锋、通讯员王波、何山）拿出
手机扫码，即可查看经营主体、菜品检测报告及产地来源
等信息。11月28日，“鄂农食安”肉菜安全承诺码全省
推广应用发布活动在十堰市茅箭区举行。

据介绍，茅箭区作为创新探索建设食用农产品承诺
达标合格信息溯源先行区，开发了全省首创的“鄂农食
安”肉菜安全承诺码追溯平台。该平台具备承诺达标合
格证“线上开具”、食用农产品入市质量安全“线上查验”、
入市快检信息“线上检验”、风险问题“线上预警”四大功
能模块，对农产品生产、收购、销售主体实行“赋码统
管”。在农产品生产、收购环节，通过追溯平台为生产者
开具电子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即“一证”；
在销售、消费环节，应用追溯平台为入场经营户创建“鄂
农食安”肉菜安全承诺码，即“一码”，实施农产品准入查
验、检测验证、预警通报，实现“亮码”销售、“扫码”进货
等。通过“一证”“一码”，打通食用农产品全链条质量安
全信息梗阻，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
数智化追溯、监管。

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鄂
农食安”肉菜安全承诺码在全省推广应用，将有效推动农
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有效衔接，实
现食用农产品从产地到餐桌的全链条质量安全信息溯
源，不断筑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截至目前，十堰茅箭区已发放电子承诺达标合格
证278张，282家农产品经营者激活应用“肉菜安全承
诺码”。

“鄂农食安”肉菜安全
承诺码应用推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农新瑜
通讯员 沈作

中国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
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她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自信
的重要体现；在世界文化版图中，也有着
重要的地位。

“长江一唱几千秋，入海出山气韵
悠。”2024年11月，长江诗词学会一群诗
友相聚武汉长江之畔，诗人们高声吟咏，
激情四溢。

谈起长江与诗词，有着“长江诗人”之称
的长江作家协会主席、长航局原党委书记、局
长黄强，更是心潮澎湃。数十年行吟长江、放
歌长江，创作长江题材诗词3000余首的他，
对“诗意的长江”有着深抵心灵的体悟。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成就了长江夺
人心魄的壮美。激情与缠绵交织的长江
水吞古纳今，连载岁月曲折的往事，承载
神州美好的未来。”黄强说。

万古长江，跨越时空的诗意长卷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黄河一
样，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母亲河。

它，自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奔腾而
下，贯穿华夏大地，一路裹挟岁月泥沙，汇
聚百川，不仅孕育了灿烂文明，更成为诗
歌里永恒的缪斯，承载千秋诗意，流淌出
中华民族的精神脉络，交织成一幅壮美悠
长的诗意画卷。

悠远的时间长度、壮阔的空间广度，
是审视这幅诗意长卷的两个维度。

从时间坐标上看，万古长江奔流不
息，代代诗人放歌吟咏，积淀成一部流动
的诗史。从《诗经》《楚辞》源头起，长江
水便润泽着古老的诗篇；汉魏六朝，长江
在诗歌中见证战火纷飞与山河变迁；唐
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群星璀
璨，迎来长江诗歌的华彩乐章；元明清诗
坛，长江继续铺展诗意；近现代，长江涛
声里融入救亡图存、民族奋进的诗章，
1917年的上海成为现代新诗的诞生地和
发源地……

“一代代诗人行走于江水之上，以诗
词华章沿途点亮这道大江，让它放射出万
古不灭的奇光异彩。浩浩的江水流淌的
是诗词和散文，流淌的是绵绵不绝的中华
文脉。”湖北文化学者、散文家任蒙说。

从地理坐标上看，浩浩长江绵延万
里，横贯祖国东西，流经辽阔幅员。其源
头青藏高原，是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诞
生和流传之地，也是当代诗歌的高地。沿
江而下，夔州（今重庆奉节）曾是伟大诗人
杜甫的诗歌主场；三峡，更是成千上万诗人
向往之地；长江与沱江交汇之处的泸州，乃
中国诗歌的重镇；宜昌秭归，是中华诗祖屈
原的故里；再沿江而下，荆州、岳阳、洞庭
湖、黄鹤楼、安陆、黄州赤壁、滕王阁、庐
山、敬亭山、扬州、镇江、南京、上海……江
山胜迹，无不引发诗人们的竞相吟咏。

从青藏高原、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
伴随绵绵青山、滔滔江水，数不尽的奇伟
瑰丽的诗篇，串联成卷，光芒闪耀。

长江诗歌，滋养中国人精神世界

“长江，就是一部中国诗歌演进史，自
由、奔放、浪漫与执着，是诗歌长江的精神
所在。”今年8月，著名诗人、《诗刊》社主
编李少君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

时表示。
“长江的阔大与包容，让诗人们可以

站在历史的深度去理解人生的遭遇，去治
愈，去作为，去书写。因而古代伟大诗人
的创作，几乎都与长江有关。”李少君说。

长江，已然成为一条超脱于自然之外
的文化大江，流淌千年的长江诗歌，为中
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完善培育了深厚的诗
性土壤。

“它是一座楼的身体/但有一只鹤的心
脏/有一颗诗歌的灵魂/呼吸着一条大江
……”这是诗人、鲁迅文学奖得主田禾为武汉
黄鹤楼写的一首诗歌。长期身居长江之畔的
武汉，他无时无刻不感受着这条伟大河流的
脉搏：“长江滋养了我，也滋养了我的诗歌。”

青年诗人曹韵来自长江重镇安庆，在他
看来，从地理上来说长江只是一条河流，但放
到诗歌、文学里讲，它具有明显的诗性，“如果
我从长江里面舀一瓢水，那就是诗歌。”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研
究员钟晟认为，流传千年的长江诗性文
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方式，培育
出超功利的人生境界，更是熔铸在中华民
族精神血脉里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
符号象征。

“世界上没有一条江河能像长江一样，
对诗歌的影响如此深刻，对文明的影响如
此深刻。很多书写长江的诗词已经深深地
浸润在我们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人内心
情感体系和独特审美方式的核心部分。”中
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陈先发说。

继往开来，书写新时代长江之诗

大江流日夜，诗意不停歇。
如今，中华儿女赓续千载长江文脉，

饱含激情竞相书写新的长江之诗。长江
诗脉，在新时代熠熠生辉、滚滚奔腾。

近年来，全国各地，尤其长江流域省
区市开展的各类长江诗歌活动频频，采
风、研讨、创作如火如荼，新人佳作不断
涌现。

2023年问世、由李少君作序的《中国
长江诗歌带》一书，收录全国多达199位
诗人讴歌长江的现代诗歌作品，蔚为当代
长江诗歌大观，记录和见证着当代诗人们
对母亲河的深沉挚爱和当代思考。

今年9月以来，由《诗刊》社、长江文
化促进会发起主办的“诗颂长江·长江的
港”主题诗会，已在上海、重庆、宜昌、南
京、武汉等地多次陆续举办，掀起一波又
一波诗歌热潮，向璀璨的长江文化和千载
赓续的中华文脉致敬。

在长江径流最长的湖北，当代诗人们
秉承源自瑰丽的楚文化传统，不断为长江
诗歌注入独特气质。黄强、王新民、解智
伟等一大批诗人，素来以激情磅礴、数量
宏富的长江题材诗作著称；诗人鲁家雄作
七言古风《长江酒歌》，把长江之水喻为美
酒。诗人黄金辉作长诗《父亲江》，把长江
喻为父亲，均体现了瑰丽新奇的诗意想
象；诗人黄强的代表作《长江万里歌》共八
组630余句，结构宏大，意境宽远；2012年
在汉成立的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作为国内
首家诗歌出版工作室，如今已发展成为国
内原创诗歌出版的高地……

继往开来，续写华章。面对诗意的长
江，诗人们在凝望，在思考，在行动。不久
前在武汉举行的“唱响新时代长江之歌”
诗歌创作采风活动上，与会者一致表示，
在向前辈致敬的同时，如何写出属于自己
时代的伟大长江之诗，是当代诗人们的使
命所在。

“今天我们再写长江，不是李白、杜甫
的长江，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发现长江，书
写长江。”《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说。

诗意长江，继往开来

9月14日晚，长江文化艺术季开幕式在武汉两江四岸壮丽上演。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