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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两江四岸灯火璀璨，流光溢彩。近处的江汉
关，远处的黄鹤楼，鳞次栉比的高楼连同巍峨的长江大
桥，全都成了灯光秀的幕墙；绵延上百公里的滨江绿
道，游人如织。

这里是武汉。两江交汇，三镇鼎立，坐拥大江大
湖，享誉“九省通衢”；市井小巷，烟火繁华，激荡英
雄气概，拥抱美好未来。

老旧小区换新颜，民生实事暖人心

冬日阳光照射在脸上，美好生活温暖在心间。盛如
祥和他的老伴坐在 12 楼阳台，俯瞰窗外盎然景致，开
心地告诉记者，从老旧小区搬到盘龙城新居，日子过得
可舒坦啦！

3个多月前，老两口还蜗居在江汉绍兴片区。“老武
汉”提起那个地方都摇头，片区清一色简易老房子，早已
破败不堪；出入道路狭窄，生活诸多不便，人均居住面积
不足10平方米。当年，盛如祥一家7口就挤在一间40平方
米老房子。下雨漏水，管道不畅，安全隐患更多。

改善人居环境，实施拆迁还建，需要资金量巨
大，政府一时拿不出，居民收入也不高，一时难以解
决。2020 年 7 月底，武汉市政府组建城市更新中心，
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将首个城市更新项目正式落户
绍兴片区。

武汉城建集团受命啃下这块“硬骨头”，经与多家商业
银行对接，成功取得86亿元融资授信。这些资金一部分给
绍兴片的居民购新房，一部分当作补偿，住上110平方米新
房，盛如祥心满意足：“我们没有被遗忘。”

与盛如祥老人类似，武汉市青山区73岁老人胡昇一
家，也曾住在工人村街的棚户区，“一个大房间，两条大
通铺，一个屋檐下可以住几十人”。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国家决定兴建武钢，定址青
山，胡昇也随父辈来到这里。为了安顿来自全国的十多万
专家和工人，一座座苏联风格的“红房子”拔地而起。

胡昇小时候的记忆，全是红砖、红瓦、红屋顶、红
窗户，“虽然艰苦，却很热闹。”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
村和“红房子”逐渐老化。乱搭乱建的电线，破败的屋
面墙面，没有电梯，像胡昇这样的老人。“上下楼梯，十
分不便。”

武汉将老旧小区改造列为2021年市政府10件民生实
事之一，全年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419 个，完工 455 个，
惠及居民约20万户。“杂乱无章的蜘蛛网消失不见，扛煤
气坛子上楼的日子一去不返了，重新修整的路面和加装的
电梯让出行更加方便。”胡昇笑着说。

除了少数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房需要拆除，武汉坚持应
留尽留，全力保持城市记忆。距离胡昇家不远的青山区红
钢城建设七路的“红房子”，就正在被武汉打造成全市16
大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之一。历经修复的红房子保留了不少
原汁原味的“老武汉”印记，一些书店、咖啡博物馆、创
意中心也被引进来，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2021年4月，伴随着旋律优美的交响乐章，长达45分
钟的国内首个沉浸式交响光影秀在这里上演。目睹红房子
焕发生命力，胡昇难掩心中的喜悦，“我们的居住条件得
到更新，城市记忆和历史文化也得到延续。”

据青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青山红房子片区将建设为
创新的新中心、文化的新平台、城市的新地标。政府也将
通过“红房子”带动青山滨江岸线演进，打造长江右岸文
化复兴的新标杆。

武汉拥有3500 年历史。在建筑与城市规划专家、华
中科技大学教授蔡新元眼里，“历史风貌街区保护与改
造，构成了武汉作为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特殊文化
标签。”

老城区，新创意。武汉市江岸区平和打包厂旧址，历经
百年沧桑的棕黄色厂房，悄然变身城市新地标；在第一批国
家工业遗产的汉阳铁厂原址上，兴建的张之洞与武汉博物
馆，成了众多年轻人追逐的网红打卡地……

去年6月，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提升城市
能级和城市品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坚持因地制
宜、“留改拆建控”并举，分类实施“留房留人、留房提
质、拆除改造”。中心城区加快推动老旧小区、绿中村、
历史风貌街区以及工业遗产成片连片改造，实现降低人
口、建筑密度，增加绿色开敞空间、公共服务设施，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山体湖泊及周边环境的目标。

据悉，“十四五”期间，武汉将继续推进“古城新
生”，打造江岸历史之径片区、江汉百年商道片区、硚口
汉正老街片区、汉阳古城片区、武昌古城片区、青山红房
子片区、洪山大学之城片区等7个重点区块建设；以安全健
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为目标，基本完成1616个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任务。

由内向外大交通，加速周边同城化

一大早，胡汉文从湖北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的家中出
发，驱车前往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未来科技城上班，走左庙
路、脉岭北街进入武汉市区的科技五路，仅用了不到20
分钟就抵达公司。这样的“双城生活”，胡汉文已经持续
了一年多时间。

“多年的‘断头路’通车了，多个公共服务事项也实
现‘跨市通办’。在两个城市之间往来，感觉越来越像生
活在同一个城市。”27岁的胡汉文笑着说。

武汉市与周边相邻的鄂州、黄冈、孝感等8个城市组
成的武汉城市圈，集中了湖北省一半以上的人口、六成以
上的GDP总量，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组团之一。长期
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市间各自为政等问题，
制约了城市圈高质量发展，也给群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湖北省委、省政府总揽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决定由武
汉牵头，与周边八市加快推进“规划同编、交通同网、科
技同兴、产业同链、民生同保”，切实推动城市圈基础设
施更新，畅通城市圈要素循环，让人民群众享受同城化发
展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地处武汉东南方向的鄂州，与有着“中国光谷”之称
的武汉东湖高新区接壤。“光谷”不少企业在鄂州设有分
公司，两地之间人员往来频繁。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人为分隔等因素，两地之间
存在数条“断头路”。胡汉文从家里到公司，得绕道从葛
店南站方向兜一个大圈子，行车时间要一个多小时。为了
避免奔波劳碌，他一度在单位附近租房居住，周末才回鄂
州家中。

2021年4月2日，湖北召开区域发展布局暨县域经济
工作推进会，对做实“1+8”武汉城市圈提出明确要求。
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强调：“从群众最关心、感受最直接的
民生服务等切入，推进同城化。”

交通互联畅通，是同城化发展的基础保障。去年 5
月，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联席会审议通过《同城化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城市圈内轨道交通、铁路、公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小时通勤圈；9月，由九市联
合组建的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办公室在武汉挂牌成立，
全面启动33条市际“断头路”、“瓶颈路”项目建设。

武汉与鄂州两地迅速对接，推进城际“断头路”建
设，实现左庙路至科技五路建成通车，另外两条线路全线
贯通。同时，湖北省首条跨市地铁线路——武汉地铁11
号线葛店段也已开通运营，从鄂州葛店到武汉光谷左岭仅
需3分钟。胡汉文上班再也不用绕远路。

同城化发展的落脚点，是改善和便利城市圈居民生
活。近年来，医疗、教育等群众关切的民生事项正在城市
圈内实现共享。湖北省中医院、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先后在
鄂州设立分院，本部专家定期到分院区坐诊；华中师范大
学新校区、华夏理工学院、华师附属小学在鄂州梧桐湖新
区落户。孝感与武汉加强医疗技术和人才培养合作，建立
医联体23个；咸宁、潜江市内部分医院被武汉大型公立
医院托管……

去年以来，武汉城市圈九市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实现 319 项政务服务事项“跨市通办”，医疗、交
通、旅游等服务“一卡通用”。不久前，胡汉文打篮球时
崴了脚，他来到湖北省中医院葛店院区检查，使用武汉社
保卡便直接结算了门诊费用。而他鄂州的朋友，也能使用
鄂州社保卡在武汉乘坐地铁、公交、轮渡，刷卡借书，享
受武汉市民同等待遇。

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持续跑出
加速度。武汉至仙桃、咸宁、黄石等地的城际铁路陆续
开通，全长 560 公里的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全线通
车，相邻城市实现半小时通达；2021 年武汉共开通 5 条
地铁，运营里程达 435 公里，超越深圳位居全国第五，
多条地铁将延伸至周边城市……

公共服务“跨市通办”极大便利了圈内群众生活。据
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办公室统计数据显示，上线半年
来，“跨市通办”政务服务事项累计办件量近20万件，其
中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医疗费用257.77万元，住院直接
结算医疗费用 78.8 亿元，9 市申请公积金异地个人贷款
2252笔逾7.355亿元。

城市治理愈精细，市民生活愈方便

武昌区中南路一社区8楼漏水至楼下，7楼住户王伟
一直联系不到楼上租户，本想报警处理。焦急中，王伟
在“武汉微邻里”小程序中与网格员对话，3分钟后就联
系上了楼上房东。打开门发现水龙头未关，漏水问题迎
刃而解。

“武汉微邻里”是集处理社情民意、提供居民服务、
引领社区治理于一体的社区信息服务平台。运行4年来，
居民在“微邻里”平台解决实际问题、参与社会治理，对

社区工作献计献策、广泛监督，网格体系得到有效建立。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在武汉这样一个集聚上千万人口

的超大城市，面对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城市治理短板弱
项，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程度，既要更新“硬件”，更要
更新“软件”。为此，武汉以科技为支撑，以制度为保
障，下足了“绣花”功夫。

一大早，刚刚起床的律师宋飞帅习惯性打开“武汉微
邻里”小程序里的“法指针”栏目。市民陈阿姨刚刚提
问，咨询遗产继承问题。“您父亲的口头遗嘱，诉讼证
据上不一定完全认定……”宋飞帅仔细做出解答，此后
一直通过电话为陈阿姨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原来，陈阿姨的弟弟长居国外，父母去世后，两人因
遗产问题出现分歧。宋飞帅向陈阿姨仔细讲解了相关法律
规定，又让陈阿姨去社区请人民调解员介入。最终，在多
方线上线下接力协调下，陈阿姨的家事得到圆满处理。

自试点社区律师制度 10 年来，武汉市由政府买单，
为各社区 （村） 配备一名律师。2020年12月，武汉社区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系统“法指针”上线，嵌入“武汉微邻
里”端口，居民在家中就能“下单”提出法律问题，由社
区律师一对一回答，确保市民的法律咨询15分钟之内全
响应。宋飞帅就是一名入驻“法指针”的社区律师。

“我提问后，有12个律师给出答复，宋律师回答得最
仔细，把我不懂的法律规定都讲清楚了。”陈阿姨说。

截至目前，武汉市社区律师在线注册率已达到
100%，线上社区律师平均响应时间 6.2 分钟，响应率
100%，5万余人次通过“法指针”获得了法律服务。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现代化，离不开城市“智慧大
脑”和数字经济的支撑。武汉市在城市大脑“一网统管”
总体框架下，借助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空间信息、
移动通信、智能识别等新兴技术应用，通过“智慧城管”
建设，建立具有武汉特色的城市精细化管理体系。

“江汉区常青路三环线匝道积水水深12厘米！”去年
6 月的一天，武汉市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和大暴雨，市
水务防汛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的手机上，实时收到水务预
警信息。

街头安装的110台“一体化内涝监测器”帮了大忙。
下雨时，一旦点位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仪器会自动将
预警信息推送至水务局的智慧水务综合管理平台。

截至目前，武汉“智慧城管”市、区两级用户已达万
级规模，覆盖武汉市16个市辖区和177个街道，涉及市容
环卫、交通管理、防险排渍等多个方面。

建立长效制度，是城市治理的关键。
疫 情 大 考 期 间 ， 4.45 万 名 下 沉 党 员 干 部 挺 身 而

出，筑起社区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转入常态化疫情
防控以来，武汉出台专门管理办法，把党员下沉经验
做法固化为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做到平时服务、战
时应急。

“我有这个卡，可以不排队吗？”七旬老人陈祖钦来到
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看病，在B超检测处，看见前面排
着长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掏出了社区给 70 岁以上
老人办的“绿色就诊卡”。护士在电脑上一查，立刻回复：

“可以的。老人家，请跟我来。”
这张“绿色就诊卡”，就是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

党组织下沉洪山区逸景华庭社区的成果之一。社区负责人
介绍说，我们将下沉单位联络员吸收进“社区大党委”，
定期共同协商服务项目。社区提出“需求清单”，下沉单
位提出“资源清单”，协商产生“共建项目清单”。社区老
人多，提出便捷就医需求后，第三医院党组织立刻响应，
从而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

目前，1793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对口联系 1428
个基层社区，全市14.9万名在职党员下沉社区，常年为社
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这就是武汉，不一样的武汉。武汉，每天都在变。

武汉长江大桥飞架南北，江城武汉风景如画。 任 勇摄

武汉武汉，，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变
本报记者 贺广华 吴 君 范昊天 强郁文

武汉绍兴片搬迁项目之一盘龙湾荷苑小区实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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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唐家墩香江花园小
区，70 多岁的朱春清老人乘
坐电梯上楼，开心说道：“年
纪大了，爬不动了，多亏政
府鼓励支持我们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解决了大难题！”朱
春清的喜悦溢于言表。刚刚
闭幕的武汉市两会透露，武
汉去年共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455 个，完成老旧小区二次
供水改造三年计划，惠及市
民160万。

老旧小区改造，只是武
汉城市更新行动的一个小部
分。作为中部特大城市，武
汉 近 年 来 正 在 朝 着 “ 现 代
化、国际化、生态化”目标
快 速 挺 进 ， 它 喊 出 了 “ 武
汉，每天不一样”的城市口
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
高楼拔地而起、新道路四通
八 达 、 新 地 铁 线 路 每 年 开
通 一 到 两 条 甚 至 五 条 ！ 大
江 大 湖 更 加 清 澈 ， 口 袋 公
园 随 处 可 见 ， 老 旧 小 区 旧
貌换新颜……

2020 年初突然暴发的新
冠肺炎疫情虽然给武汉整个
城市按下了“暂停键”，但并
没有浇灭英雄武汉的发展热
情。“解封”之后，在全国各
地 各 部 门 “ 搭 把 手 、 拉 一
把”的热情帮助下，武汉各个建设工地都拉上了“把
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醒目横幅。大家拿出建设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的拼劲和闯劲，将武汉经济强力拉回

“主赛道”，而武汉城市更新重大项目的建设，也进而
推动了武汉经济的恢复重振。

2022年1月，交通运输部发布2021年12月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情况排名，武汉位居全国第五！消息传
来，全城欢腾。外地朋友还特地把消息转发给我，为
武汉惊叹，为武汉点赞。龙腾虎跃的武汉，又回来
了！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2021 年，武汉交出

“全年精彩”答卷，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以上。
城市更新，意味着项目开工，更意味着民生改

善。不论是地铁建设还是老旧小区改造，不论是长
江大保护、湖泊治理，还是口袋公园建设，最终受
益者，都是普通市民，而且也都得到了市民的拥护
和支持。

城市更新，让浴火重生的武汉，成为更重要的旅
游城市，吸引了全世界旅游者的目光。虽然由于疫情
防控的需要，去年不同时段，武汉各旅游景区都采取
了临时限流等措施，但武汉依然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旅
游“打卡”地。除了黄鹤楼等代表性景区，不少改造
升级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成为游客的“新宠儿”。武昌

“红巷”、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汉口江汉路步行街等
老街区，不仅保存修缮了百年历史的老建筑，而且
通过文博业态、文化产业的恰当融入，既展示了武
汉厚重的历史文化，又充满美感和青春活力。

大武汉，大担当！江城武汉，乃长江汉江交汇之
地，白天，车水马龙，奔流不息，夜晚，两江四岸，
华灯璀璨。历经磨难、凤凰涅槃的武汉，正如奔涌
的长江水，一路向前，奔向更加美好的春天！

大
武
汉

大
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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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1月26日，历时两年多的紧张建设，由中铁
十局承建的引江济淮G3合铜黄高速特大桥顺利
通车。

G3合铜黄高速特大桥位于引江济淮工程安
徽菜子湖段和既有 G3 合铜黄高速公路交叉处。
工程项目部先后克服了疫情、汛情等影响。“当
前正值春运期间，G3合铜黄高速特大桥的顺利
通车，极大改善了周围群众的交通出行条件。”
中铁十局引江济淮项目经理李健说。

张 倩 王佳豪摄影报道

G3合铜黄高速
特大桥顺利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