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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儿童医院心血管外科在追赶世界先进医疗技术的过
程中，找到一条‘捷径’：在国内同行已引进消化的国外先进医
疗技术的高起点上起跑，6年时间走完国外医学界20年才走
完的路，婴儿心血管手术紧逼世界先进水平。”

1992年5月31日，长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市儿童医
院心血管外科学国内先进赶世界水平 手术水准跃居全国儿
童医院前列》，介绍医院的探索经验。

1961年创建小儿外科、1986年省内首创小儿心胸外科，在
一代代儿医人的努力下，如今武汉儿童医院的综合实力稳居
全国儿童医院第一方阵。2020年，该院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引
进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小儿外科迈入“达芬奇”时代，迄今已
为1000多名患者精准施行手术。“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做手
术、看好病，这个朴素的心愿一直推动着我们不断奋进。”武汉
儿童医院院长周爱芬说。

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做手术
这份初心推动医院屡破“禁区”

建院之初，全国小儿外科刚刚起步。武汉儿童医院仅设
内科，遇到突发阑尾炎、腹膜炎、肠穿孔患儿，只能转院治疗。
该院年轻的内科医生江泽熙萌生大胆想法：“改道”学外科。

1957年，中央卫生部委托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承办全国小
儿外科医师培训班。江泽熙主动请缨成为第三班学员，师从
小儿外科学鼻祖、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哲教授，潘少川和黄澄
如等教授学习。

在多方努力下，1961 年 11 月 6 日，医院小儿外科正式成
立，开展普外科（含泌尿外科、新生儿外科）、骨科、烧伤科等专
业，可为孩子们提供专业手术治疗。在医院小儿外科蓬勃发
展过程中，中国现代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武汉同济医院童尔
昌教授也给予大力支持。

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尚无小儿心血管外科，不少患儿因为
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夭折。1980年，医院党委决策：以开展小儿
心血管疾病的内科诊断和外科心脏直视手术为突破口，带动
全院综合诊疗水平提升。内科王祖智负责开展心导管检查技
术，年过五旬、已是外科专家的江泽熙受命“拓荒”，带领心内、
外，体外循环等团队赴省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学习。老照片记
录了医院筹建心胸外科期间，她为同事讲解心脏模型的场景。

站在高起点，苦练内功强基础。1985年，医院派江泽熙等
一行17人，赴国内最先开展小儿心血管外科手术的上海新华

医院学习，得到中国小儿心胸外科开拓者，该院丁文祥教授团
队的全方位指导。1986年3月，江泽熙和同事们成功施行房
间隔缺损修补术，突破小儿心胸外科“禁区”，填补湖北乃至中
部地区的空白。1988年，当时的武汉市卫生局将武汉儿童医
院小儿心血管内、外科列为重点建设与发展专科之一。

创伤更小、恢复更快、操作更精准
小儿外科领域步入“机器人时代”

秉承“患儿至上，质量为本，爱院敬业，勇夺第一”的医院
精神，在历届院领导带领下，武汉儿童医院各专科不断精进医
技、创新发展。目前，该院小儿外科已覆盖所有专业，呈“百花
齐放”之态。

1983年底，医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日间手术（Day Surgery），
2001年成立全国首家日间手术中心，为全国日间手术联盟副
主席单位；20世纪90年代，腹腔镜微创技术在儿童普外科中
开始应用，其中经脐单部位腹腔镜技术为医院特色优势技术
之一；2016年，小儿外科被武汉市科技局认定为武汉市小儿微
创诊治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017年开设湖北首个小儿神经外
科，开展颅脑外科手术。

2020年，武汉儿童医院成立湖北省首家儿童心脏中心，整
合心胸外科、心血管内科、心脏超声及影像中心等优质医疗资
源，为复杂先心病患儿提供“一站式”精准诊疗，该中心也是湖
北省及武汉市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及诊治基地，最小复杂
先心病手术患儿仅出生45小时，最低体重手术患儿仅1.2公

斤；先心介入手术突破1500例。
也是这一年，武汉儿童医院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引进第四

代达芬奇机器人，儿外科领域进入“机器人时代”，顺利完成国
内年龄最小、出生仅9天患儿的机器人胆总管囊肿手术，以及
最低体重1.9公斤机器人肠旋转不良手术等。医院被授予全
国首个“国家级限制类技术人工智能辅助治疗技术临床应用
规范化培训基地（小儿外科和妇科手术机器人培训基地）”，
2024年开启限制类技术第一期儿外科培训班。

有雄厚的学科实力托底，专家团队不断向高难度技术发
出挑战。在湖北首个小儿神经外科，胎龄28周的早产儿接受
脑部手术后平安长大；在骨科，医生在肌骨超声引导下为骨折
患儿复位，让孩子“少吃射线”；在耳鼻喉科，佩戴上人工耳蜗
的宝宝，第一次听到了妈妈的声音……绝不让孩子掉队！一
个个患儿，在这里恢复了健康。

一台手术拯救的不仅是一个孩子，还有背后的家庭和社
会。承载着这份信任与期盼，今后，儿医人将站在高起点，以
更充足的动力去拼搏奋进，用精湛的医术、火热的爱心和无私
的奉献，谱写护佑儿童健康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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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首创小儿心胸外科、小儿神经外科

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做手术、看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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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创建小儿心胸外科的探索经验，刊发在1992年5月
31日长江日报头版头条位置。

前段时间，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读
研的我被实验的不顺所困扰，压力不小。

15日的午后，午餐又因忙碌而延迟成了晚午餐，我匆忙吃
完饭后，在三点左右赶到图书馆，准备抓紧时间把文献看完。

掀开图书馆的门帘，眼前出现的是一幅意外的画面：一
只憨态可掬的“熊”与两位同学正守在门口。其中一位同学
热情地问我：“想不想和这只熊来个温暖的拥抱？”我没多想
便一口答应，与这只“熊”来了个拥抱。另一位同学递上一
枝郁金香，还伴随着暖心的祝福：“祝你生活、学习一切顺
利！”接过这份意外的礼物，我道谢后便离去。

拥抱那一刻，我的心被一股温暖而踏实的感觉紧紧包
裹，仿佛这段时间以来积压的不良情绪被一双无形而有力
的大手轻轻托起，内心的焦虑也被一只无形的熨斗细心抚
平。那种感觉，就像是置于阴霾之中，突然抬头望见天空裂
开了一道缝隙，丝丝阳光倾泻而下，冷色调的世界逐渐变
暖；又好像在寂静无声的世界里，突然出现几声清脆悦耳的
鸟鸣，与生机、活力撞了个满怀。不得不说，从那天起，我的
心情确实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那枝郁金香，被我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宿舍的显眼位置，
每当我扭头，便能看见这份不期而遇的小确幸。

■长江日报记者明眺生 通讯员孙姝

初冬 12 月，草滩茫茫，荻花似雪，万鸟翔集，声闻于野
——府河湿地天鹅湖，是距离武汉市区最近的“万只以上水
鸟越冬栖息地”，优美动人的湿地风光，吸引着市民、游客、摄
影爱好者每日慕名前来。

一支府河湿地天鹅湖巡护队，身着蓝色制服，也像一群
冬候鸟，每至秋末冬初，即组队上岗。他们已经守护了天鹅
湖12年。

天鹅湖的“老候鸟”
忙时种地养鱼，闲时巡湖护鸟

汤国社 71 岁了，是东西湖区柏泉街道万子山塆的村
民。他听说，冬候鸟今年来得较早，10月15日天鹅湖巡护队
就要入驻府河畔，开启24小时巡逻守护。

从 2013 年开始，汤国社连续当了 10 年巡护队志愿队
员。照例，他翻出了厚厚的冬衣做好准备，但没等来排班。
队长黄红军通知他：巡护太苦了，今年让年轻队员上吧。

黄红军是柏泉街道办事处下属企业湖北新兴园艺有限
公司的职工。他向长江日报记者介绍，天鹅湖巡护队现有
28名队员，最年轻的45岁，平均年龄55岁。其中18名为该
公司职工，另外10名是从附近村子招募来的农民志愿者。

巡护队成立于2012年10月。当年1月，一位市民在府河
湿地拍到一张令人揪心的图片：一只被偷猎铁夹夹住脚的小
天鹅，从湖面艰难起飞，铁夹上残留着绳索。

照片被媒体刊登后，这只小天鹅牵动人心，被称为“鹅坚
强”。保护天鹅湖、不要再出现更多“鹅坚强”的呼声强烈。

热情涌动下，武汉市及东西湖区政府相关部门联手公益
组织、企业、当地村民，迅速展开护鸟行动。还拨出专项经
费，支持柏泉街道办事处组建起天鹅湖巡护队，由林业特色
推广站具体实施。2013年，一家知名企业闻讯，斥资460万
元，环天鹅湖修建了一圈长约30公里、高2.2米的钢丝围网。

12年间，主管部门多次调整、机构变革，柏泉街道办事处
林业特色推广站改制为湖北新兴园艺有限公司，但依靠基层
力量、吸纳当地村民志愿者形成的巡护模式，一直延续下
来。黄红军说，巡护队属于半志愿性质，获得的经济补贴有
限，但基层工作人员和村民对湿地有感情，也最熟悉情况，一
直在努力干好这件事。

巡护队就像一群“老候鸟”，每年10月当冬候鸟飞抵府
河时，他们也来到河畔驻扎。待次年4月候鸟北归，他们也

返回各自岗位：职工们从事园林园艺，村民志愿者则养鱼
种地。

巡护队的白班领队魏志刚今年51岁，是当地八房塆村
民。他承包了30余亩鱼塘，日常养鱼，冬候鸟来时，正好是农
闲。他对鸟类怀着朴素的情感：“冬天满湖的鸟儿，是我从小看
到大的景色。每次看到候鸟飞来，就像看到久违的老朋友。”

离市区最近的“万鸟越冬栖息地”
呈现城与湿地和谐共生的图景

府河是长江的支流，发源于湖北大洪山，全长385公里，
其中武汉段长约40公里。夏天水涨，河面变得宽阔，浩荡奔
流入江；冬季水枯，河床逐渐裸露，水潭星罗棋布。这是河滩
型湿地的水文特征。

这使府河在秋冬时节滩涂广阔、草美鱼肥，为候鸟们提
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多样的环境。天鹅湖是冬季府河湿地上
水域最大、鸟群最密的一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
每年在此群栖越冬，记不清从何时起，当地人把这里叫作“天
鹅湖”。

2023年1月，湖北省越冬水鸟调查结果显示，武汉“万只
以上水鸟越冬栖息地”共有5处：沉湖国际重要湿地、上涉湖
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涨渡湖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安山国
家湿地公园、府河湿地天鹅湖。

府河湿地天鹅湖非常特殊。它是这5处湿地中面积最
小的，是距离市区最近的，又是“鸟口密度”最大的。最特殊
的是，它是唯一的既不是湿地自然保护区，也不是湿地自然
公园的湿地。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与湿地保护管理处二
级调研员余红梅解释，天鹅湖面积不够大，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湖”，只是府河泄洪河道的一部分，不合乎湿地自然保护
区和湿地自然公园的建设条件。

不能设立为湿地自然保护区或湿地自然公园，意味着天
鹅湖无法拥有专属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志愿巡护队，这种
由政府部门主导，多方力量参与的半官方、半民间组织，成为
了守候天鹅湖的独特队伍。

黄红军对记者说，巡护队 24 小时巡护，有白班，有夜
班。白班的主要工作有观察水鸟、修补围网、捡拾垃圾、劝
阻不文明观鸟行为等。夜班工作难度大，天鹅湖保持湿地
原真性，夜幕降临后几乎没有灯光，巡护队员佩戴头灯巡
逻，重点检查草丛中有无可疑人员，水边有无伤病候鸟等。

府河湿地天鹅湖的对面是天河机场，夜幕降临后，那一

边机场一片繁忙，灯如星河；这一边湿地静谧，巡护队员头顶
一灯如豆。一河之隔，呈现着这座千万人口的国际湿地城
市，人与自然、城与湿地和谐共生的图景。

天鹅湖装上了“千里眼”
12年间再没发生过一起伤鸟事件

2022年，武汉创建成为“国际湿地城市”。天鹅湖巡护队
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巡护条件也越来越好。

汤国社是从巡护队成立初期即在队中的老队员。他
回忆说，巡护风雨无阻、冰雪照常，每次徒步巡湖之前，队
员们都要在羽绒服外再套一件大衣，每次巡湖徒步往返10
多公里。

“最不容易的是夜晚睡觉。”他说，以前都是住临时帐
篷，帐篷里垫上稻草，铺上两床棉絮，再盖上棉被加大衣，
才能勉强抵御野外的寒气。2022年起条件改善，巡护队住
上了集装箱式护鸟棚，还安装了空调，睡觉再也不用垫稻
草了。

2023年8月，武汉智慧湿地管理系统全面建成，府河湿
地天鹅湖也装上了“千里眼”：沿岸安装了监测探头，可监测
微气象、水文、水质、土壤、野生动植物等，实现物种识别、生
态监测、威胁预警、调度指挥等多种功能，为湿地保护提供了
科技支撑。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每年还拨出专项经费，支持
天鹅湖加强生态保护。

“‘鹅坚强’事件发生后的这12年，天鹅湖再没发生过一
起伤鸟事件。”巡护队总负责人、湖北新兴园艺有限公司总经
理姜勇超介绍，天鹅湖成为了安全的野生动物庇护所，冬候
鸟的数量持续增多，已由最初的每年20余种、不到1万只，增
加到如今峰值年份的 40 余种、3 万余只。候鸟以雁鸭类为
主，包括短嘴豆雁、灰雁、鸿雁、罗纹鸭、赤颈鸭、赤膀鸭、绿翅
鸭等。小天鹅最初只有数十只，去年达到200余只。东方白
鹳、黑鹳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也频频亮相。

“鸟类是有记忆的，它们觉得这个地方安全，就记住了，
以后每年都会来。”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颜军说。

全球有9条候鸟迁徙通道，其中4条途经中国。武汉地
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通道的中心位置，是候鸟重要的越
冬栖息地。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与湿地保护管
理处处长刘爱说，武汉是湿地上的城市，虽然无法将每一片
湿地都建成湿地自然保护区或湿地自然公园，但因地制宜保
护好每一块湿地，越来越成为市民们的共识。

（参与采写：黄亚婷 韩玉晔 彭毓颖）

守护“天鹅湖”的村民

▲ 天鹅湖巡护队夜间巡逻守护候鸟。
长江日报记者李子云 摄

▲

11月4日府河湿地天鹅湖上的小天鹅。
周东泉 摄

■长江日报评论员刘功虎

武汉府河湿地天鹅湖巡护队，28位志愿队员有10位是当
地村民，另外18人也是长期工作生活在这里的企业职工。他
们不是匆匆过客，也不是远道而来的助力者，而是像呵护自
己眼睛一样呵护着自己的家园。

这支巡护队对府河湿地怀有天然深厚的珍惜感与归属

感。他们中很多人生于斯长于斯，熟悉这里的一弯一拐、一
草一木，深知候鸟习性与栖息规律。从防范偷猎者、救助伤
病候鸟到争着抢着大冬天巡河，这份精心和尽心，来自对环
境的稔熟、对生命的热爱、对家园的责任。

这支巡护队中的村民志愿者，大多平时承包了鱼塘养
鱼，冬候鸟来时正好是农闲，“每次看到候鸟飞来，就像看到
久违的老朋友”。这是自然节令与人们生产生活规律的高度

契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象体现。
这支巡护队不仅保护了候鸟也守护了人的家园。府河湿地

及其周边是一个整体，抓好候鸟保护这重要一环，推动整个生态
链协调发展，一环活、环环活，该区域生态系统更平衡更稳定，人
们生产生活的家园更宜业更宜居。巡护
队员们的主人翁意识和高度责任感，也
在这良性循环中不断促进、持续加强。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衡）一捧普通面粉，在刘洁手中如
施了魔法一般，变成古琴台、花木兰、屈原、王昭君等栩栩如
生的面塑作品。他创作的面塑作品《拿破仑·波拿巴》，还被
法国巴黎13区政府典藏。

12月17日，在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道丽水社区刘洁家中，
他回忆了24年来从一名普通酒店美工成长为武汉面塑非遗
传承人的过往，“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妻子黄贺的支持”。

刘洁今年41岁，老家湖南张家界，自幼喜好传统工艺
美术。2000年，在汉工作的刘洁与面塑艺术结缘，也与现
在妻子黄贺相恋。6年后，两人在长沙结婚。

刘洁清晰记得14年前的一个下午，在长沙一售楼部准
备交付首套房定金时，黄贺看出了他的心事，对他说：“房子
咱不买了，3万元积蓄你全部拿去，回武汉继续学面塑。”

刘洁在武汉一边工作一边学面塑，黄贺在长沙一边工
作一边带孩子。刘洁说，学面塑烧钱，进修学费、采风差旅、
出国交流是不小的开销。他工作日上班，周末在老师的工
作室泡着。“好几年时间，我没有存款，也没时间照顾家庭，
妻子从未有过怨言，还一直鼓励他不要放弃。”

2016年，刘洁被评选为湖北省工艺美术大师，后全职
开办面塑工作室。黄贺为支持丈夫，辞去长沙的工作来武
汉协助丈夫精进技术。

“妻子顶起了家庭‘半边天’，除了照顾家庭，还兼职了
十多家公司的财务，非常了不起。”刘洁说。

听到丈夫的夸赞，黄贺笑着说，喜欢看丈夫专注干一件
事的样子。爱一个人，就要支持他完成自己的梦想。“当与
丈夫一起走进校园、社区宣传非遗文化，看到丈夫把武汉面
塑推广到海外二十多个国家，还有外国面塑爱好者专程找
来武汉学习，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像呵护自己眼睛一样呵护家园

一个“熊”抱温暖了我

图书馆门口的“熊”。

故事

一日

这个文明家庭“夫唱妇随”

将武汉面塑
推广到20多个国家

刘洁为妻子黄贺、小女儿介绍新作品。
长江日报记者张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