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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磅秤上称体重、测身高，在幼儿园撸起袖子打预防针，
老照片里记录的场景，是“80后”难忘的童年回忆。如今，当年
的孩子已为人父母，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而欣慰。

武汉儿童医院始终关注孩子的体格发育和疾病预防，守护
几代儿童健康成长。1988年，武汉市儿童保健所（现为武汉儿
童医院儿童保健科）被当时国家卫生部确定为中国儿童卫生保
健指导中心（全国三个中心之一）。2021年6月，武汉儿童医院
推出华中首个儿童体检中心，为儿童量身定制体检套餐，提供动
态的生长发育监测、心理行为筛查，辅助家长更好地养育儿童。

“为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儿童全周期的医疗保健服务，不断探
索儿童健康管理新模式。”武汉儿童医院院长周爱芬说，70 年
来，儿医人有个共同的目标：一切为了儿童健康。

儿童保健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孩子平均身高40年增加近5厘米

武汉儿童医院保留的老照片，记录了该院在20世纪开展儿
童保健工作的场景：孩子们正在排队打预防针，排第一位的孩子
叉着腰，勇敢地露出小胳膊，等候注射。

“我院在儿童保健方面的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武汉儿
童医院保健部主任陈忠说。1979年10月，在市卫生健康委（原
市卫生局）指导下，武汉儿童医院在原有儿童保健科的基础上成
立“武汉市儿童保健所”，负责全市0—6岁儿童的预防、保健、培
训指导等服务。1988年，武汉市儿童保健所被当时的国家卫生
部确定为中国儿童卫生保健指导中心（全国三个中心之一）。

1992年，武汉市儿童保健所与武汉市妇女保健所合并，组建
武汉市妇幼保健院，承担起全市儿童保健、孕产妇优生优育的管理
和指导工作，设置儿童保健科作为独立科室开展体格保健、五官保
健、心理保健和集体儿童保健工作。此后，医院先后获批武汉市新
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湖北省生长发育重点专科、武汉市儿童保健重
点专科、武汉市儿童营养重点专科、湖北省早期发展示范基地等。

为新生儿进行先天性/遗传性/代谢性疾病筛查、开展计划免
疫及听力、视力、口腔保健等健康服务……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儿
童群体保健科负责人彭安娜介绍，医院通过将预防保健科室和临
床科室结合、群体保健和门诊个体保健融合，为孩子们提供完备、
高效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武汉儿童的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1975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原卫生部）每隔10年组织对武

汉在内的全国9个城市开展7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结果显
示，2015年武汉市7岁以下儿童与1975年相比，男童体重平均
增长1.65公斤，身高平均增长4.85厘米；女童体重平均增长1.5
公斤、身高平均增长4.74厘米。总体儿童体格发育指标明显高
于南方城市，处于全国中部领先水平。

2025年即将开展新一轮的儿童体格生长调查，陈忠说，从
平时临床接诊情况来看，近十年来，儿童体格发育指标向好，孩
子们的个子长得更快、体重也有所增长，孩子们更健康了，“为他
们成年后的身体素质夯实基础”。

推出华中首个专业儿童体检中心
关注儿童生长全过程健康管理

回望改革开放40余年，武汉市儿童健康指标有明显提升。
武汉儿童医院作为武汉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和武汉市出生缺
陷防治中心，不断前移儿童健康预防关卡，逐步扩大新生儿疾病
筛查范围，先后免费开展了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婴儿先天性心
脏病筛查及干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与诊断等政府实事项目，为
近19万新生儿进行了耳聋基因免费筛查，为近50万婴儿进行了
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为10万余名高龄孕妇进行了无创胎儿
染色体检测，并对确诊染色体异常胎儿进行100%科学干预。

近两年来，武汉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率、新生儿听力筛查率均
保持在 99%，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出生缺陷发生率控制在
8‰—9‰左右的较低水平。

针对早产、低体重儿、双/多胞胎等特殊儿童，武汉儿童医院

还开设高危儿促进专科、养育照护门诊、营养与喂养专科等特色
儿童专科门诊，为家长提供育儿指导。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动态过程中，体格发育、心理行为发育
会不断有新变化，需要给予个性化的检查和动态关注。2021年
6月，武汉儿童医院推出华中首个儿童体检中心，服务对象年龄
扩展至18岁，提供专业体检、疾病预防、保健指导、心理筛查和
干预一条龙服务。市民带孩子来这里，除了可以“一站式”做幼
儿园入园体检、入学体检外，还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段，接
受有针对性的体检，形成连续的体检档案，供医生持续监测、评
估孩子的生长发育水平，提出有效的照护、养育、培育建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家长和孩子们面临着新的健康挑战。之
前，大家关注的多是儿童生长发育和营养方面的困扰。如今，
除了儿童生理健康，心理、行为、精神方面的筛查和干预也日益
被重视。为此，武汉儿童医院开设了孕妇/新妈妈学校、网络健
康课堂，通过多种渠道面向家长及社会传播健康知识，提高预
防疾病和科学育儿水平。在刚刚结束的2024湖北省第六届健
康科普大赛中，武汉儿童医院团队抱回多个大奖。儿童是家庭
的希望，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了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医院一
直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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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为儿童注射疫苗。

35年前就是全国三大儿童卫生保健指导中心之一

儿童医院护佑孩子们更高、更壮、更健康

七秩风华七秩风华 光影见证光影见证
———武汉儿童医院七十年时空传承—武汉儿童医院七十年时空传承

■长江日报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杨士启

12月23日，43岁的肢体二级残疾人甘迅驾车来到江岸区汉口
城市广场，径直驶入地下一层的无障碍停车位，长江日报记者现场
看到，车位一侧的墙面上印有轮椅标识，特意注明为“无障碍停车
位”。在体验商场各通道、相应无障碍设施后，甘迅说：“现在一个人
就能开车去逛商场了。”

多年前，甘迅因患病造成双下肢截瘫。1999年，他考取了C5驾
驶证，这类驾驶证是专门用于残疾人专用的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
驾驶证。按照相关规定，甘迅的车辆被安装上辅助驾驶系统，并进
行相应改造，方便他驾车出行。这些年来，甘迅感受到城市出行对
于特殊群体来说更加便捷、友好。

在汉口城市广场无障碍停车位的两侧，专门设有宽约1.2米的
轮椅通道区域，甘迅将轮椅从副驾驶座拿到驾驶室外，熟练地组装
好，将身体挪至轮椅上，坐在轮椅上前往商场购物。他说：“停这种
车位，下车更方便，也不会妨碍旁边的车主。”从车库通往商场内部
的无障碍通道两旁设置了扶手，通道地面上也进行了防滑处理。在
没有同伴的情况下，甘迅也能行动自如。

在商场A区3号门前，连接人行道和商场门前广场的是一处坡
道，当天上午11时，一位老人推着婴儿车从这里走过。

江岸区残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前，这里的斜坡坡道较陡，今
年，区残联组织督导团队对商场内外区域的无障碍通道、坡道、无障
碍标识等进行了体验督导，将发现的问题一一列出，并向汉口城市
广场发出《无障碍监督建议函》。广场方对相关无障碍设施的问题

进行了整改，对多个无障碍通道进行了改造，对户外坡道进行增长、
坡度放缓的改造，并进行防滑处理，在无障碍通道喷涂了醒目的蓝
色标识。

在后湖大道地铁站H口，为了方便轮椅进出，并降低安全隐患，
用低矮的围栏设置了回字路障，专供轮椅通行，地面上设有轮椅指
引标识。记者在汉口城市广场现场看到，这里的无障碍设施均已进
行精细化和系统性的改造。

汉口城市广场孙经理介绍，商场方一直非常重视无障碍环境
建设，根据《无障碍监督建议函》，他们进一步了解到特殊群体出行
需求，也学习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有关部门很快
拨付了专项经费进行改造，“我们非常愿意参与到优化无障碍建设
中来，共同打造安全便捷、健康舒适、多元包容的无障碍宜居生活
环境”。

甘迅告诉记者，如今，城市公共交通出行环境也非常便利，
公交车后车门处会配备可供轮椅上下的黄色无障碍翻板，将翻
板打开放于站台上，轮椅就可以通过。如果搭乘地铁，车站都配
备了无障碍渡板，用于架设在列车与站台的空隙处，让他出行没
有顾虑。

将台阶改为平缓坡道、增设无障碍指示牌、办事咨询窗口设
置低位服务台……越来越多“有温度”的变化，出现在公共场所、
城市道路、公用卫生间等场所，为有需要的群体出行和生活带来
便利。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目前，武汉市
有43万残疾人及20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武汉市创建全国无障
碍建设示范城市工作方案》要求，将无障碍建设与城市更新、老旧小
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打造安全便捷、健康舒适、多元包容
的无障碍宜居生活环境。

市残联有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关爱特殊困难群体”工作被
列为民生实事予以强力推进。其中，加强了对公共场所等无障碍建
设的改造督导工作，切实提升市民幸福感，打造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持续优化无障碍建设。

无障碍停车位、轮椅专用通道安排上了

“现在我一个人就能开车去逛商场了”
2024武汉民生实事

幸福账单

长江日报讯（记者耿珊珊）12月16日以来，长江日报推出系列
报道，反映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300多名学生响应“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号召，自愿报名参军的英雄事迹，引发广泛反响。昨日，
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说，309位学子从武汉出发，这不仅是一次
青春的远征，更是民族精神的绽放。

该负责人说，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湖北省武昌实
验中学309位学生投笔从戎，自愿参军保家卫国，用行动诠释了

“以身许国、青春无悔”的深刻内涵，展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强烈
的责任担当、无私的奉献精神，是英雄城市英雄人民又一生动例

证。他们从武汉出发，走向抗美援朝战场，走向国防建设需要的
地方，这不仅是一次青春的远征，更是民族精神的绽放。

他认为，309 位学子投笔从戎的史实，是国防教育的生动
题材、宝贵财富。他们的行动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激励人们
关注国防、支持国防、参与国防建设。在新时代报道他们的事
迹，弘扬他们的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深远意义和巨大
价值。

他表示，长江日报独家挖掘这段史料，克服困难寻访这批学
子，将校史档案上一个个闪光的名字，转化为一段段鲜活生动、

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推出正能量澎湃、直抵人心的系列报道，
体现了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主动作为。这一行动，也是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要
在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上担当使命”指示精
神的自觉践行。

该负责人希望长江日报进一步挖掘309位报国学子的事迹，
“我们也会适时将其纳入全市国防教育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切实
推进相关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的宣传学习工作，在全市上下营造

‘爱国奉献、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

市委宣传部点赞抗美援朝参军参干309位学子

一次青春的远征 民族精神的绽放

…《三百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追踪…

长江日报讯（记者耿珊珊）24日上午10时
许，钱治光老人微信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同学刘
令玮从山西寄来的笔记本刚收到，邀请记者来
家里一起看。开门见到记者，老人就兴冲冲地
拉记者进屋，一起翻阅放在茶几上的笔记本：

“这一看就是范中慧的笔迹！”
呈现在记者面前的笔记本，紫红色贴布封

面，上有烫金图案和字体，写着“时代手册”4
个字。封二，原来的淡黄纸上加贴了一张纸，
印的是“还我河山”几个大字，为岳飞手书拓碑
而来。

内芯页数比较多，很厚一本，以不同的苏
联风格版画图案页来做板块分隔。范中慧所
写《赵一曼战斗队誓词》，在笔记本的中间页面
上，紧邻一页上印着《勇士的插画》版画图案。
笔记本中有范中慧抄录的一句诗词：“考验的
时候到了，青年团员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现
在祖国有权利质问我们：是否遵从了团章和每
一句誓言。”

钱治光和范中慧都是湖北省实验中学抗美援朝参军参干309
位学子中的一员。1951年1月范中慧出发去参军，临行前，同学刘
令玮与她交换礼物。刘令玮赠给范中慧一本书，范中慧回赠这本
自己在用的笔记本。

23日，面对记者的采访，范中慧回忆过自己报名参军时的想

法。她说：“我是青年团员，当国家有需要时
当然要报名。”她的话，在这本笔记本中找到
了佐证。

“那个年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都
在学习英雄做英雄。”钱治光回忆，当年在
省实验高三甲班，她和范中慧关系比较
好。她和刘令玮都是班上的团干部，一个
是团支部书记，一个是团支部委员，是很好
的工作搭档。

24日，刘令玮老人在微信上告诉记者，分
别时交换礼物，大家都是点着喜欢的东西要
的。“我要了这个笔记本后，看到上面抄录了
许多报道和诗歌，不好作别的用场，就一直放
在身边，业余记了些英语单词。”发快递前，老
人特地将写了英语单词的几页撕掉，以保持
笔记本最初的样子。

当年，刘令玮的母亲在省立医院做文书保
管员，薪资有限，生活较困难。对于儿子报名参
军上前线的事，母亲虽然舍不得，却也没有坚决

反对。刘令玮在写了参军申请书，体检没过关后，转而一心考大学。
“我初一考入省实验中学，直到高中毕业，（对母校）可回忆的很多。”

他在征得范中慧同意后，决定委托钱治光将笔记本捐给母
校。24日，省实验及校友会邀请钱治光老人回母校一聚，给年轻
校友们讲讲当年的故事。

“参军誓词笔记本”从山西寄来武汉了
近期将捐给母校

长江日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杨槐柳）

“我是老党员，余生不仅
参加长江救援，还参与
社区安全治理……”12
月20日，年近七旬的张
清海喜添“义警”新身
份。当日，随着武汉市
公安局水上分局宣布

“长江义警”正式成立，
长江救援队志愿者作为
首批队员全员加入其
中。

据悉，目前，武汉公
安正积极在全市倡导义
警队伍建设。义警作为
群众自愿参与社会治安
维护工作的一种形式及
社会治安防控建设的补
充力量，可以加强群众
性第一应急处置能力，
增强治安防控能力。水
上分局着眼于提升水域
安全，成立了“长江义
警”。沿江设有22个救
援值守点、拥有2000余
名志愿者的长江救援队
整体被纳入义警队伍。
今后，他们除了水上救
援，还将在水上分局指
导下参与社会共建共治
共享，主动配合水上公安开展法治宣传、治
安防范，营造崇法向善的社会氛围，推动群
防群治、联防联控。

“年初一场冻雨造成灾害，我和汉阳门
队友坚持冬泳健身，主动清扫汉阳门旅游
景点积雪，避免游客滑倒。”

“4 月初，一名男青年落水，我第一时
间冲到江里成功救起，直到110和120都赶
到了，我才放心离开。”

一年来，像张海清这样“用生命守望生
命，用大爱守望大江”的队员有很多难忘的
救援经历。各派出所和沿江22个救援值
守点，针对辖区水域特点和溺水警情特点，
开展游泳水域巡逻防控，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下水施救、报警求助，提高救援成功率。

“我们支队为应对水域应急救援工作，
组建30人应急小分队，通过水上救援技能
训练，提升装备，确保招之即来，来之能
战。”小红帽支队负责人介绍，他们还着力
发展年轻队员，67 名队员中已有 5 名“00
后”队员。

一年来，水上公安派出所和长江救援
志愿队积极组织进社区、进学校、进工地、
进江滩宣传活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及其
子女、沿江学校中小学生溺水高发群体，开
展“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宣传教育活动。
尤其在水情危险大的七八月份，队员们顶
着酷暑，佩戴红袖章，手持小喇叭，点对点
呼叫不熟悉水性的人员上岸，提醒游客注
意随身财物安全。队员们乘坐冲锋舟，每
天沿江巡逻，处置险情。

据统计，2024年，在公安、水务、教育、
应急等多部门齐上阵的良好局面下，水上
民警辅警和长江救援队队员共同努力，共
成功施救58起，救援溺水群众66人，两江
游泳溺水、溺亡（失踪）人数实现“双下降”。

水上公安负责人表示，将努力把“长江
义警”打造成一支讲正气、有担当、尽义务、
有活力的队伍，让“长江义警”真正做到敢
管事、真管事、能管事。

范中慧老人当年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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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迅将轮椅从副驾驶座拿到驾驶室外。
长江日报记者刘晨玮 摄

（上接第一版）
今年，我陪同事送试驾车到武汉周边

地区不少于10次，最远去过恩施大山里。
虽然每次上门，不一定都能成功。但不走
出去，那肯定成功不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人们对新
能源汽车接受度不断增强，接待的客户从
最初以35岁以下为主的年轻人，到现在已
遍布各个年龄段，最年长的车主有73岁。

我们店今年将原来 1000 平方米的店
面，拓展到了3000平方米，为车主提供餐饮
服务，还有娱乐区域，更像是一个综合体。

卖“电车”不仅让我突破了职业发展瓶
颈，也让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实现了年
初定下的旅游目标，走遍了重庆、海南、浙
江、河南等10个地方。更开心的是，我在
今年还收获了爱情。

（讲述人：小鹏汽车龙阳大道销售服务
中心销售总监邹玮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
张衡）

范中慧老人笔记本内容清晰可见。 长江日报记者耿珊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