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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夏季，各具特色的文创雪糕
频频“出圈”。今年“六一”，武汉文旅
集团旗下的《夜上黄鹤楼》和楚楚优礼
联名推出会发光的黄鹤楼冰激凌。只
见冰激凌以粉色的光影搭配上黄色的
月亮造型，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尝鲜。
当天园区还推出童言童趣游园会。

今年12岁的侯宇晨拿到雪糕的
第一件事就是将它与美轮美奂的黄鹤
楼进行合影。侯宇晨一边吃一边和朋
友分享《夜上黄鹤楼》文创发光雪糕的
口感。“这冰激凌不仅富有创意，还是
草莓牛奶味的。”

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投壶、套圈
两项游戏挑战，让游客拥享与古人同
款的趣味时光。“看，我的箭投进啦！”

“对准壶口，发射！”在一投一掷间，大
家玩得不亦乐乎，体会“暇日宾月集，
投壶雅戏同”的乐趣。成功套圈的游
客还能赢取《夜上黄鹤楼》文创折扇。

当美景与诗词相融，《夜上黄鹤
楼》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涵和形式。

“我们希望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童心
绽放，给孩子们心里种下中华传统文
化的种子，也让大家能更生动地见证

千百年间的传奇故事。”黄鹤楼夜游相
关负责人说。

文/范雅琴 通讯员李博

武汉晚报讯（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
肖鹏 武文旅）随着“体重达标”的小龙
虾陆续上市，“吃虾”成为端午出游的
理由之一。去哪儿数据显示，小龙虾
给端午出游带来一波流量。众多外地
游客冲着吃虾来武汉游玩，武汉端午
期间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四成。

冲着吃虾来武汉
酒店预订很热门

从去哪儿平台数据来看，今年端
午期间酒店预订量比去年端午涨两成
左右。湖北潜江、荆州，江苏淮安盱
眙，湖南益阳等小龙虾产地迎来“吃虾
族”，5月下旬至端午节，酒店预订量同
比增长三成以上。不只产地，长沙、武
汉、南京等“集大成者”，以及上海、杭
州、南昌等“特色一派”，也助燃今夏的
夜经济，吸引旅客前往。

数据显示，酒店预订热度最高的
城市Top10是：北京、上海、青岛、长
沙、南京、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广
州，其中不少热门城市是“吃虾大

市”。比如，长沙、南京、武汉已经把小龙
虾经济做大做强。去哪儿数据显示，端
午期间，南京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
长近七成，武汉、长沙增长近四成。

从入住商圈来看，长沙的五一广
场、北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万家丽
国际MALL、岳麓山高校区，南京的新
街口、雨花台、夫子庙，武汉的江汉路/
汉口江滩、黄鹤楼/粮道街、汉口火车
站等热门商圈，周边均有知名小龙虾
品牌连锁店或特色店。此外，武汉万
松园、石牌岭周边，长沙渔人码头等

“专业吃虾地”附近的酒店搜索量增长
也较为明显。

来武汉吃虾
现在是最好时机

5月到6月正是吃小龙虾最好的
时机，壳软硬适中，肉也长好了。武汉
的小龙虾有什么特别的吗？关于这个
问题，武汉给出答案，一是口味多。除
了油焖、清蒸、蒜蓉三大招牌，武汉虾
店老板还开发了许多稀奇口味，冰镇

大虾、盘鳝虾球、美蛙大虾、臭豆腐小
龙虾、芝士焗大虾、辣椒泡虾、麻酱小
龙虾等。网上有外地游客分享，每年
这个季节坐火车来武汉，就为吃一口
咖喱小龙虾。

此外，来武汉吃虾“氛围感十
足”。在武汉，小龙虾是论盆卖的，你
可以坐在江汉路上的百年老洋房里
吃，也可以对着江景吃。最酣畅的还
是坐在马路边的大排档，点一份小龙
虾，将一条街的烧烤、凉面、锅贴一样
来一点，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吹吹武汉
的夏风，很是舒服。

吃完虾开启城市漫步

5月30日晚，来自北京的游客刘
女士在沙湖路吃了小龙虾后，又和朋
友前往昙华林夜游。在江汉路，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肥肥虾庄、靓靓
蒸虾等本土小龙虾店后，又前往咸安
坊、巴公房子、黎黄陂路开启城市
漫游。

社交媒体上，热心的本地人为全

国游客规划了经典的武汉吃虾路线：
江汉路上可以在百年老房子里吃小龙
虾，这家肥肥虾庄和黄鹤楼的联名店
颇有特色，排队等待时间也很长；游客
吃完后可以散步去汉口江滩消食，赏
长江灯光秀、玩两江游览。武汉天地
也是小龙虾虾店聚集区，吃完后散步
到汉口江滩只需要5分钟。万松园的
各种虾店都很有本地特色，吃完了可
以去西北湖绿化广场散步，或者去花园
道玩耍；万松园附近的武商MALL、中
山公园也是网友推荐的热门目的地。
在沙湖路吃完小龙虾后，还能前往沙
湖公园赏荷花，去昙华林夜游古城。

近年来，武汉将美食与夜游结合，
打造餐饮美食夜游新体验，小龙虾等
地方美食深受外地游客青睐。去哪儿
平台数据显示，自从5月以来，多个景
区及公园开放夜游项目。5月1日至
今，全国景区夜间门票销量环比4月
增长了逾1倍。随着暑假临近，还有
许多主题乐园也会纷纷开启夜游模
式，预计今年夜间消费热点会一直持
续到10月中旬左右。

武汉晚报讯（记者商佩）近日，有
市民在武汉城市留言板咨询，武汉通
什么时候支持全国互联互通？5月27
日，武汉通制卡单位长江云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云通”）回复称，武
汉公交已完成互联互通改造，可支持互
联互通卡片刷卡；武汉地铁闸机改造
工作预计将在年内完成并上线使用。

记者了解到，全国互联互通“交通
一卡通”带有“交通联合”标志，可在已
实现互联互通城市的地铁和公交上直
接使用，真正实现了“一卡在手，走遍
全国”。截至2019年8月，武汉市中心
城区近万台公交车载机升级改造基本
完成。游客拿着有“交通联合”标志的
当地城市公交卡，都可在武汉的公交
车上直接刷卡付费。而武汉地铁的闸
机改造工作却迟迟没有完成。

近日，记者在武汉城市留言板用
“互联互通”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长江
云通有了新回应，明确表示：“武汉地

铁闸机改造工作预计将在年内完成并
上线使用。”而在1月24日，该公司还
曾回复市民：“因我司仅为制卡单位不
具备改造闸机的能力，针对互联互通
项目我司会持续关注，您反馈的相关
建议已收悉登记转相关部门。”

关于闸机改造相关问题，武汉地
铁集团于5月9日回复称：“使用交通
联合卡需要对地铁全线网自动售检票
系统设备进行升级改造。目前我公司
正在协调升级改造事宜，积极推进交
通联合卡使用落地。”

6月2日，记者致电武汉通官方客
服，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是接到武汉
地铁通知后进行回复的，具体时间还

需问武汉地铁。”随后，记者拨通了武
汉地铁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以官
方渠道公布为准。“如果闸机改造完成
了，我们会在‘武汉地铁’微信、微博平
台上发布信息。”客服称。目前，记者
在两个平台上都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此外，记者获悉，4月29日，武汉
通在官网上发布了一则《武汉城市一
卡通公司双密PSAM卡项目比质比价
采购公告》。在“供应商资格要求”中，
公告明确提出“需提供交通互联互通
卡标准制定或行业指导单位出具的产
品检测报告”。记者致电其采购联系
人了解PSAM卡的具体使用场景，但
该工作人员并未作出回应。

美食与夜游让夜间消费更热

武汉端午酒店预订量同比涨四成

闪闪发光，咬一口是草莓味的

《夜上黄鹤楼》上线发光雪糕

会发光的雪糕。

追踪报道

拆完障碍又除“疮疤”
公交站盲道清爽了

武汉晚报讯（记者商佩）“拆了障碍，
留了‘疮疤’！”5月21日，本报《拍“板”》
栏目报道了武昌区张之洞路千家街公交
站的盲道清障过程。然而，盲道被占问
题解决后，新问题又随之出现：候车凳移
走了，原本安装凳脚的位置取而代之的
是多块水泥地。在记者的督促下，5月
28日和31日，武昌区城管执法局组织维
保人员两次前往车站换上了崭新的盲
道砖。

“盲道砖被水泥随意糊上，谈何精细
化管理？”近日，市民尹先生在武汉城市
留言板提出疑问。尹先生指出，拆除凳
脚的位置被水泥抹平，没有了条形凸起，
盲道砖就失去了原本的作用。

记者致电武汉公交集团相关负责
人，督促其更换新砖。公交集团陈工程
师回复称：“我们没有现成的盲道砖，正
在寻找厂家订制。”

据了解，需替换的砖为传统水泥砖，
现在市面上在售的盲道砖大多为黄色的
全瓷砖。寻找多日未果，陈工辗转联系
到盲道的管理部门——武昌区城管执法
局，找到了与破损盲道相同的砖块。

5月28日，陈工发来整改后的照片，
并告知记者城管部门已替换了4块破损
的砖。但记者在照片中发现，盲道上仍
有一块看似被磨平的砖需要替换。“是不
是漏掉了一块没换？”记者问。“这一块
（砖）前期就有。”陈工回复说。

5月30日15时许，记者致电区城管
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费女士立即前往现
场勘查，发现了这块遗漏未换的砖。“当
时我们发的要求是换掉破损的砖，施工
队可能就只换了破了洞的砖。”她告诉记
者，“目前正在下雨，施工可能影响砖的
牢固性。雨停后我们将组织人员更换到
位。”

5月31日8时许，费女士发来了最
新的现场图，照片中显示盲道已完全修
复。记者获悉，武昌区城管执法局组织
维保单位对张之洞路千家街公交车站周
边盲道进行巡查，一一修复、更换了松动
破损的盲道砖。

武汉地铁何时能刷全国“一卡通”？
最新回应：闸机改造预计年内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