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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孩子特别爱吃德华楼的年糕，这里的年糕
口感软糯，有米香味，是真正的老武汉味道。逢年过
节，吃年糕也是图个年年高的好彩头。”23日上午，在
德华楼六渡桥门店外，市民李阿姨一大早就到德华
楼排队买年糕。

众多年货里，年糕因其“年年高”的美好寓意，成
为不少武汉家庭春节餐桌上的美食。在武汉，中华
老字号德华楼的年糕凭借独特的制作手艺和独家口
感，吸引着市民连年购买。

年糕好吃的诀窍在“水磨”

德华楼店内档口摆满了各种口味的年糕，既能
水煮做成年糕煲，也能在锅里爆炒。无论何种烹饪
方式，年糕都韧而光滑、煮而不糊、炒而不粘。

“我每年过年都要到这里买年糕，这已是我们家
的传统。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吃着就有过年的味
道。”市民李阿姨笑着说，她手里拎着好几袋年糕，准
备买回去走亲戚拜年。

德华楼始建于1924年，距今百年有余，是武汉
的一家中华老字号餐饮企业。最初德华楼以经营汤
面、包点等小吃起家。20世纪30年代，随着武汉商
业日益繁荣，德华楼又创新推出了年糕、汤圆等一系
列特色点心。尤其是年糕，以其软糯香甜、口感细腻
的风味，成为武汉人餐桌上的常客，德华楼也因此声
名远扬。

“我们年糕最大的特色是坚持水磨。”德华楼商
管总经理王楠介绍，德华楼年糕的制作，从选料起就
十分讲究。必须是当年出产的粳稻米，经过严格检
测筛选，确保每一批米都质量上乘。

第一步要浸泡大米，浸泡时间根据季节和米的
种类调整，一般要浸泡数小时，直至米粒充分吸收水
分，变得柔软。这一步看似简单，却对年糕的口感起
着关键作用，浸泡时间过长或过短，都会影响年糕的
软糯度和弹性。经过泡米、磨浆、蒸制、摊晾等十余
道工艺制作后才算完成。

王楠透露，元旦过后，年糕的销量就开始直线上
升，每天都能卖出近万份。

51家直营店保证味道统一

等待买年糕的队伍里，一位大爷正和旁人热聊：
“德华楼的年糕，我吃了几十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
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口。现在日子好了，想吃就能
来买。”

德华楼执行总裁张依心告诉记者，很多市民愿意来
门店买，一方面是德华楼目前已在武汉三镇开了51
家直营店，基本覆盖了大多知名商圈和居民区。另
一方面是还有不少市民依然爱去六渡桥老门店排
队，那更是一份延续的记忆。

“曾经每到过年，来六渡桥老门店买年糕的人排
队能排一百多米，一直排到天桥上。”张依心回忆，不
少市民是拖着小推车，从青山、汉阳、洪山等区域坐
一两个小时公交车来买。随着经营发展，德华楼近
年来不断覆盖更多的居民区和机场、火车站等交通
枢纽。“我们感动于武汉街坊们的排队支持，但更想
让大家随时随地能吃到美食。”她说。

现在，德华楼的门店里不仅能吃到德华楼的年
糕、包子、饺子等一众非遗小吃，还能品尝到“田恒
啟”的鲜鱼糊汤粉，“合记老福庆和”的牛肉粉面等老
字号代表产品。近年来，德华楼联合多家武汉老字
号品牌，集合各家拿手美食，打造“非遗美食集合
店”，让市民和游客能一店吃遍武汉“非遗”味道。

记者林敏 通讯员兰子君 杨光 李杰

武汉晚报讯（记者明眺生 通讯员孙姝）1月 22
日，《武汉市2025年绿化工作方案》新鲜出炉。“千园之
城”武汉将推出多项新举措，推动城乡绿化整体增量
提质，建设湿地花城特色公园城市，以高品质生态环
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截至2024年底，武汉累计建成自然公园、郊野公
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等各类公园1024
座，正式迈进“千园之城”。

根据新出炉的绿化工作方案，武汉今年将给市民
送上一份沉甸甸的公园福利大礼包。

今年全市将建设、提升150座公园。其中建设、
提升古田公园二期、光霞公园、西北湖绿化广场等城
市公园30座，马场角、范湖等口袋公园120座。建
设提升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维修和景观绿化提升
上。

市园林和林业局还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进一步
提高公园管理服务水平。包括实施“最美公园”品质
提升工程，对20座公园优化提升景观、完善服务设施、
新增体育设施、打造特色花卉，让这些公园升级为“最
美公园”。

今年还将新增开放共享公园绿地10片、面积超过
3万余平方米；继续推进“公园+”行动，将公园与花事、
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进行融合，全年累

计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
去年5月成功举办的世界花园大会，今年将继续

举办。主展区之一的沙湖公园，被确定为这项盛大花
事活动的永久展区。

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新公园、
提升已建公园景观，织密绿道网络，可以均衡全市公
园布局、丰富公园类型、完善公园功能、提升公园品
质，既有利于武汉构建全域公园体系，打造湿地花城
特色公园城市，也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让市民在游
园中体验到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武汉将启动实施《武汉市湿
地保护与利用发展规划（2025—2035年）》，构建“一
轴一带八廊五区”湿地保护空间规划格局。推进沉湖
湿地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沉湖、安山等重要
湿地保护修复项目，修复湿地1.3万亩，完成小微湿地
示范建设10处，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湿地科普宣教基
地。

计划通过实施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森林抚育、
油茶新造等，完成营造林10万亩。建成国家储备林2
万亩，启动建设8万亩。实施荒山绿化工程，全面推进
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建成“村增万树”绿化美化亮点
村68个，提升乡村绿化美化水平。

右图：月湖风景区绿地开放共享。

23日武汉交警发布春节期间交通预测信息，预
计今年春节出行整体将呈现“先团聚、后旅游”的特
征，预计自驾出行较多。节前高校放假、务工人员返
乡等高峰集中在春节前一周（1月21日至27日），节
中（正月初二至初五）旅游客流旺盛，节后返程高峰预
计在正月初六至初十、正月十六。

这些时段预计流量较大

春节期间，高速公路继续实行7座以下小型客车
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间段从1月28日（除夕）凌晨0
时到2月4日（正月初七）24时，共计8天。

武汉交警预计，春节前返乡客流将持续上升，私
家车自驾出行也将保持上升趋势。预计小年前后1
月24日（周五）、1月27日（春节假期前一天）、1月28
日（除夕）下午至晚高峰交通压力明显，在假期最后一
天（2月4日，初七）下午至晚高峰将迎来返程高峰。

高速收费站：节前返乡、节后返程客流集中

节前因返乡出行集中，高速收费站预计在小年左
右、除夕当天呈现出城高峰，鲁湖、龚家铺、汪集、龚家
岭、光谷南、武西、府河等收费站，车流集中时间在9
时至21时；节中豹澥、陵园等收费站可能出现短时车
流集中；节后返程车流增多，陵园、盘龙城、龚家岭、武
汉西、光谷南等收费站可能出现较明显拥堵，时间集
中在15时至20时。

商圈：节前置办年货将吸引较多客流

据交管部门预测，武昌万象城、武昌梦时代、武商
广场、街道口、江汉路等商圈，因春节前夕的购物优惠
活动，将吸引较多客流，周边的路段多在上午10时至
12时、14时至17时车流较为集中。另外，大型批发市
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区域热度也较高。其中，汉正
街、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光霞果批大市场等点位较
为火热，周边道路易在10时至16时车流较为聚集。

景区：春节中后期将迎来游玩人潮

春节假期，全市各大景区预计也将迎来大量客
流，其中古德寺、昙华林、江岸历史风貌区（巴公房子、
黎黄陂路、咸安坊）、中华路码头、黄鹤楼、紫薇都市田
园、归元寺、辛亥革命博物馆、马鞍山森林公园等景点
人气高，区域交通压力大。

景区周边的工农兵路、胭脂路、洞庭街、鄱阳街、黎
黄陂路、中华路、黄鹤楼东路、归元寺路、彭刘杨路、青王
路、珞喻东路等道路在每天的10时至16时出行集中。

通讯员李佳 李靖 刘昌琪 记者夏奕

打造湿地花城特色公园城市

今年武汉将建设提升150座公园

百年老字号全城开出51家店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吃到“非遗年糕”

炒年糕。

武汉交警发布出行提示

春节期间这些路段和时段
预计流量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