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张维纳

2月11日，2025年中国龙狮公开赛（湖
北黄石站）在湖北省黄石市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10支高水平龙狮队在赛场上争锋，
武汉体育学院舞龙队以9.16分的成绩获得
自选舞龙第一名。

2016年至今，武汉体育学院舞龙队共
获得国家级以上冠军33个，包括国际级冠
军7个、国家级冠军26个。

正月初七返校训练

踩着音乐鼓点，一条黄色“长龙”摇头
摆尾、游弋起舞。队员们穿着红色龙服，不
断变换队形，彩龙或翻滚或腾跃或盘卷，仿
佛有了生命。

为了这场比赛，队员们正月初七就陆
续返校训练。赛场上只有短短 10 分钟，
而舞龙队教练梅博威解释“相当于跑了
3000米”。

“一个龙头就有2.5公斤重。”负责舞动
龙头的张海鹏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有一年，
为了参加比赛，他一个月瘦了40斤。

比赛现场，每支队伍由 10 名选手组
成，9人舞动龙身，1人戏珠，被称为“九把
一珠”。

张海鹏介绍，龙头主要靠右臂发力，
练习一天下来最酸的是右臂和腿，而舞动
龙身的队员们则需要完成诸如站肩、站
腿、刮腰等高难度动作，全身肌肉都会感
到酸痛。

多年来，舞龙队保持着超高强度训练，
每周至少训练3次，每次训练两个半小时
左右。队员们寒假期间休息10天，暑假不
休息。

曾经的队员冯巍回忆，有一年暑假，有
队员晚上在麦当劳餐厅打工挣生活费，次
日凌晨下班后就在训练馆的地上和衣而
睡，早上继续和队员们一起训练。

舞龙不仅是一项体力运动，更需要“九
把一珠”齐心、齐力。“同心者同行。”这是梅
博威经常和队员们说的一句话。他说：“无
论是训练还是比赛，如果有一个人心思不
在舞龙上，就会影响整条龙。”

舞龙队不愁招新

早在2001年，舞龙舞狮就成为武汉体
育学院武术学院学生的必修课。

2010 年，还在学校读研的梅博威开
始带队训练舞龙队。他从武术学院选拔
学生加入，具体选拔标准只有一个——
要有较高的团队精神。“最初队员只有十
几名，后来有 30 多名，如今固定队员已
有 70 余名。”梅博威对舞龙队招新并不
发愁，“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中国传统文
化。近两年，舞龙队队员不仅来自武术
学院，还有艺术学院健美操专业的学生
主动加入。”

冯巍是舞龙队的第一名队员。他清晰
地记得，2010年，舞龙队还在起步阶段，器
材、设备不全，他们就找来一些棍子，在上
面缠上绳子，当作“龙”来训练。张海鹏说，
前些年，每年除夕，大家都要聚在梅博威家
里一起过年。晚上，20多人在梅博威家里
打地铺，睡在客厅和书房。“舞龙教会我们
要重情重义，这是长年一起训练留下来的

情谊。”
如今，“九根棍缠绳”的装备早已被抛

弃，舞龙队里器材、教学设备应有尽有。武
汉体育学院舞龙队已成为国内顶尖团队，
武术学院已培养出龙狮国际级健将11名、
国家健将级运动员78名、龙狮研究方向硕
士生26名、代表国家队参赛运动员36名。

培养更多“龙的传人”

舞龙是集中国历史、文化和体育于
一体的运动。汉朝时期，人们舞龙求雨，
龙 舞 既 有 礼 仪 性 质 ，又 是 娱 乐 节 目 。
2006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龙舞”“狮
舞”被列入其中。

和民间舞龙不同，民间舞龙图热闹和
喜庆。作为竞技比赛的舞龙被称为竞技
龙，具有竞技体育“高”“快”“强”的特点。

舞龙动作常分为五大类，包括“8”字
舞、游龙、翻滚、穿腾、花式造型。民间舞龙
则多为“8”字舞龙，即舞龙时在原地写“8”
字。竞技龙则将这五大类动作串编，动作

速度更快，动作难度更大。
2018年夏天，冯巍从武汉体育学院硕

士毕业后，靠着舞龙特长应聘到中南大学
成为一名体育教师，带领更多年轻人学习
舞龙。他在学校开设了舞龙公开课，每个
学期都是满员。不少学生找到他，请他增
加一些名额。

不仅是冯巍，从舞龙队走出的毕业生
多会前往大学、中学、小学任教，带着学生
继续传承传统文化，培养“龙的传人”。

2023年，石杨山从武汉体育学院毕业
后，前往珠海市一所小学担任体育教师。
工作仅一年，他就带领学校舞龙队夺得珠
海市舞龙舞狮锦标赛一等奖、广东省舞龙
舞狮锦标赛第三名。舞龙很累，还要利用
课后时间训练，有家长找到石杨山说：“石
老师能不能让孩子退出舞龙队？”孩子在一
旁抹泪，说什么都不愿意退出。

梅博威出去比赛时，偶尔会在赛场上
看到似曾相识的舞龙风格。那些队员都是
他曾经的学生，分布于全国各地，或在其他
学校读研，代表学校参赛，或已成为老师，
带队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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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武汉这支队伍又拿全国第一
有人训练一个月瘦了40斤

2月11日，2025年中国龙狮公开赛（湖北黄石站）赛场上，武汉体育学院舞龙队展示技艺。

故事

一日

坟墓登记公告
因武汉市乌金农场农业生产

区域土地腾退需要，需对武汉市
乌金农场原清江大队、乌金大队、
东庄大队和水产大队农业生产区
域范围内坟墓进行登记，现公告
如下：

一、登记期限：自本公告发布
起一个月内。

二、登记方法：坟主按期联系
武汉市乌金农场工作人员进行坟
墓登记，登记坟墓位置、穴数、现

场照片。逾期未登记的，将按无
主坟处理，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
及后果均由坟主自行承担。

联系方式：
清江大队 王 磊15927532703
乌金大队 黄安要13006187671
东庄大队 李立波13397166690
水产大队 李立波13397166690
特此公告

武汉市乌金农场
2025年2月12日

遗失声明 湖北优矿建设有限公司遗失2022年1月27日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信用代码：91420117MA4L0LH76T。特此声明作废。

长江日报讯 2月11日，武汉首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AI医生在硚
口区“上岗”，硚口区即将成为全国第二个社区医院AI医生全覆盖区。

2月11日上午9时30分，58岁的张女士因连续一周咳嗽难止来
到硚口区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CT检查，正在等待胸部CT
检查结果。此时，该中心放射科放射主管技师姚燕秋在电脑上向AI
医生一键上传检查结果。58秒后，AI医生生成一份详细的诊断报告，
提示张女士的肺部存在轻微炎症，详细呈现3个肺结节的具体大小、
形状、密度，并建议她作进一步观察。此前，每名患者等待影像诊断
报告的时间平均为1小时。

截至当日下午5时，AI医生已在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5名患者给出诊断建议，将上级三甲医院为这5名患者的诊断进
行比较，AI医生的诊断结果准确无误。

当日，总投资400多万元的硚口推想AI强基层项目在该中心
上线试运行。推想医疗（武汉）负责人黄超介绍，推想AI医生主要
针对胸肺部及脑部影像检查进行诊断。目前，硚口区其他10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接入系统，本月内可全部完成。届时，硚口区
将成为湖北省首个社区医院AI医生全覆盖区。此前，全国仅北京
市海淀区实现全区社区医院AI医生全覆盖。

“这么快，诊断结果准吗？”面对张女士的疑问，正在现场观察
AI医生工作情况的黄超解释说：“AI医生背后有超强的服务器和
算力支持。患者拍片后，先由AI医生作出初步诊断，之后由影像
科医生复核、签字，并上传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把关，拥有多重保险。”据了解，该AI医生已获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系“持证上岗”。

“我以前做完检查至少要30分钟才能拿到结果，现在1分钟就
拿到诊断报告，真是太方便了。”张女士对AI医生的体验感很好。

谈及这位特殊的“新同事”，姚燕秋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们
每天要审阅大量影像资料，工作强度很大；现在，有了AI医生辅
助，我们的诊断效率提高了，压力也减轻了不少。”

AI医生“上岗”前，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影像诊断工作
完全依靠人工。AI辅助诊断系统基于海量医学影像数据和深度
学习算法，能够快速识别病灶，提供精准的诊断建议。该中心副主
任徐飞坦言：“现在，AI医生就像我们的‘第二双眼睛’，帮助我们
更快速、更准确地完成诊断工作。”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遍缺少医学影像人才，AI医生的引入彻底
改变了这一局面。”硚口区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硚口区
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将上线推想AI医生，实现基层医疗影像诊
断的智能化全覆盖。这是推动分级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
重要举措之一。 （余丹夏 葛蓉 郁平）

检查结果上传1分钟即生成详细诊断报告

武汉社区AI医生“上岗”

推想医疗（武汉）专家指导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放射科
放射主管技师姚燕秋（右）使用AI医生系统。 余丹夏 摄

最近，我家12岁的小学生郑润琪干了一件大事。
春节期间，我们一家人从河南郑州到武汉旅游，女儿

郑润琪竟然写下8000多字游记，让我惊叹不已。
2月2日一大早，我正刷着手机，女儿发的一条朋友圈突然吸

引了我的注意：“终于写完了，给武汉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出
于好奇，我迅速点开链接，一篇标题为《武汉行：遇见烟火与诗意交
织的城市》的文章映入眼帘。

我迫不及待地读起来：“远远望去，黄鹤楼屹立在蛇山之巅，飞
檐斗拱、雕梁画栋，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静静地俯瞰着这座
城市的变迁……江面上，波光粼粼，船只往来穿梭，汽笛声此起彼
伏，奏响了一曲繁忙的航运乐章……”

“站在桥头，细密的雨丝轻抚脸颊，带着江水的湿润与清凉。
桥身上的路灯在雨雾中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
长虹之上，又似夜空中闪烁的繁星照亮了行人的道路……”

在女儿的笔下，武汉的美景诗意浪漫，同时烟火气十足。让我
印象深刻的是她对武汉美食的描写：“只见师傅熟练地从锅中捞出
一把面条，热气腾腾，面条根根分明，好似一条条灵动的玉蛇。搅
拌均匀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芝麻酱，放入口中，那爽滑筋道的
口感伴随着芝麻酱的醇厚香气在舌尖上跳起了舞……”充满画面
感的文字让我仿佛重新游览了一遍武汉。

细细品味完女儿的游记后，我笑着问她：“在武汉的3天，我们
一直到处游玩，你什么时候写的呀？”她嘻嘻一笑：“晚上回到酒店，
我悄悄写的。”

我恍然大悟：“白天忙着打卡景点，晚上你就秘密地搞创作，写
得真棒！”女儿有些得意：“谢谢妈妈的夸奖。我平时看书多，写起
来自然得心应手。”

看到女儿不仅玩得开心，还能如此用心地记录旅程，将我们的
武汉之行化作这8000多字的佳作，我既欣慰又自豪。

我们旅游看的是热闹，孩子旅游看的是文化。以后，我一定多
带孩子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体验不同风情。说不定下次，她又藏
着什么大惊喜等着我呢。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木子
（整理：戴容）

12岁女孩来汉旅游
写下8000多字游记

长江日报讯（记者晋晓慧 通讯员何宇
炀 冯瑛 王瓒 李洪友）本周起，武汉市花
梅花逐步进入盛花期，赏梅成为市民和游
客最热的休闲游玩选择。长江日报记者探
访发现，除了热门赏梅地东湖梅园外，东湖
之畔梅山、小梅岭的梅花也已盛开，吸引了
众多市民和游客。

2月10日，马鞍山森林公园面积40余
亩的梅山上，梅花漫山盛开。虽是工作日，
但游客并不少，有友人结伴而行的，有夫妻
携家带口的，有同学你说我笑的。大家拍
照、录视频、做直播，纷纷与身旁不同色彩
的梅花同框留念，热闹不已。

记者发现，与许多赏梅地的梅树相比，
梅山上的梅树普遍低枝，与人离得更近。
游客无需踮脚，梅花就簇拥在身旁。游客
潘慈穿着白色大衣、戴着红色礼帽，在梅
山上支着三脚架做直播。她说：“大家看
到我现在的构图，梅花开得非常饱满，花
间恰巧有一条小径斜过，非常适合漫步。”
她在社交平台上做直播分享拍摄心得，引
来不少人点赞。“梅山上的梅花开得很好，
而且一簇簇一丛丛就在身边，非常漂亮。
在直播留言里，很多人都感叹好美，想来
这里打卡呢。”

“天气好的时候，这里很适合带孩子来
露营。”市民刘先生说，“爬爬小山、欣赏梅
花，还能呼吸到森林芬芳，对身体和心灵都
有好处。”带着无人机前来的游客李奔说：

“从天空视角看梅山，太惊艳了——漫山遍
野的红色、白色、粉色，身穿汉服的游客穿
梭其间，周边就是成片茂密的森林。城市
中有这样一处赏梅好去处，真的很棒。”

据介绍，马鞍山森林公园梅山上栽植
梅树1300多棵，包含宫粉类、玉蝶类、朱砂
类等20多个梅花品种，目前已逐步进入盛
花期。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东湖听涛景区
的小梅岭，刚靠近便觉此地散发着一种
清幽雅致的味道。白梅、粉梅错落有致
地分布在临湖的小梅岭山坡上，花蕊金
黄点点，花枝挂着一个个红灯笼，节日氛
围浓郁。

这里同样人气不减。年轻情侣手牵着

手，漫步小梅岭，轻声低语；写生的画家们
支起画板，用画笔捕捉梅枝的神韵；“这梅
花开得美，有诗意！”东北游客胡女士指着
眼前弯曲盘绕的梅枝感叹；游客张心婷则
拿着手机换着姿势与梅花、红灯笼合影，

“元宵之前都是年，我在这里也算是拍到春
节氛围感好片了”。

据介绍，东湖听涛景区小梅岭种植着
400 余株梅树 100 余种梅花，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东湖前身“海光农圃”主人周苍柏
先生种下的。如今，小梅岭上的梅树枝条
大多经过园林工作者精心修剪，形态各
异、蜿蜒曲折，与中式凉亭相映成趣，颇具
韵味。

元宵到 梅花笑

热门赏梅地不只东湖梅园

东湖听涛景区小梅岭上的梅树形态各异、蜿蜒曲折。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长江日报讯 俗话说：“年小月半大，月
半大于年。”玩龙灯是武汉市黄陂区规模最
庞大、最隆重、最热闹的元宵民俗活动。连
日来，黄陂区蔡家榨街道永福寺村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一场场极具传统韵味的舞龙
舞狮活动吸引众多村民和游客共赴民俗文
化盛宴。

“发给城里的朋友看看。”“我在现场
直播，在网上好好展示一下咱们美丽乡
村的活力。”2 月 10 日是正月十三，永福
寺村汤家湾广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喧
天。在欢快而富有节奏的锣鼓声中，色
彩斑斓的“巨龙”在舞龙队队员手中灵动
飞舞，时而上下翻腾，时而左右盘旋。舞

龙队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技艺娴熟，彼
此配合默契，动作干净利落，引得观众喝
彩声不断。舞龙队经过时，不少村民向

“金龙”的龙头上撒五谷、洒露水，祈望新
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汤明
桥说，每年元宵节前夕，永福寺村不少人
都会特地从外地请假回到村里玩龙灯，
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为来年祈福。
今年舞龙队队员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

队员，又有不少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能参
与舞龙灯是村民们心底的骄傲，老一辈人
看着“90后”“00后”踊跃加入舞龙队，脸上
满是开心的笑容。

精彩的舞龙表演在巡村时达到高
潮。每到一湾一户，舞龙队乐手就会选

择在堂屋门前稍侧的台阶上站好，使劲
地敲打，“巨龙”则随着鼓乐声翻腾盘
旋。主家听见锣鼓声后，笑呵呵地接进
龙灯。该村舞龙队“00 后”队员汤羿说：

“这样闹元宵的民俗场景很喜庆，既热
闹又好玩好看，我明年会继续报名参
加。”

永福寺村党支部书记汤建刚介绍，元
宵玩龙灯不仅是民俗文化的传承，更让村
民们在活动中感受到了村湾的发展和变
化，增强了村民们的凝聚力。尤其是年轻
人主动参与、大力传承，将为村湾发展注入
蓬勃的活力。

（余康庭 邹卓然）

锣鼓声里玩龙灯

“00后”回村闹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