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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2月16日，知名主持人董浩在个
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寻人视频，寻找30年前曾给他写过信的
来自武汉的“小黄同学”。视频广泛传播后，19日，长江日报记者
找到了这位“小朋友”。巧合的是，她也从事媒体行业，是长江日
报记者黄莹。

黄莹的信写于1994年11月7日，当时她就读于武昌区新河
街小学六（1）班。书信字迹工整，写了两页信纸。她向董浩叔叔
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男才子要比女才子多？

信中写道：“在众多专家名人中，童第周、李四光、华罗庚等
由男子组成的‘庞大军队’足以压倒冰心奶奶等由女子组成的

‘小组’。在我眼里男女才华相同，但为何全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的大批专家中，男女比例不对等呢？董浩叔叔，我真希望世上涌
现出更多的著名的女才子和男子一起建设祖国，这一天会到来
吗？”

30年前收到信后，董浩也回了信。他在回信中写道：“小黄
同学你好，你是一名很有志气的小女孩。你问女才子和男子一
起建设祖国，这一天会到来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现在的
女孩子踏踏实实努力学习，今后一定会涌现出大批女科学家、女
实业家、女作家、女首脑。谁说女子不如男，决心已下闯难关，脚
踏实地努力干，人生险峰只等闲，祝你成功。”

据了解，董浩是中国内地知名主持人、配音演员、画家和作
家。1989年起，董浩开始主持少儿类节目，他在《大风车》节目中
塑造的“风车王”形象深入人心，成为“80后”“90后”童年的温暖
印记。2024年10月，董浩在他的社交平台发布一则视频，寻找
那些当年给自己写过信的小朋友。董浩说：“30年前给我写信的
孩子们，你们过得好么，我挺惦记你们的。”

黄莹是18日收到新河街小学老师的电话后，才知道董浩寻
人的事情。黄莹说：“我当时有点蒙，看了视频里的信纸，我才确
定那的确是我写的信。30年了，连我自己都忘了，没想到董浩叔

叔把信保存至今，我非常感动。”
据了解，写信时黄莹11岁，是个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当

时是中队长，也是宣传委员。我对文字很敏感，经常给班上画黑
板报，各种学校的活动我都喜欢参加。”

对孩子们来说，在那个没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年代，写信
是他们表达内心想法、分享生活点滴的珍贵途径。董浩作为备
受喜爱的少儿节目主持人，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孩子们的信
件。董浩曾在视频中说过，在他做少儿节目期间，收到过2万多
封来信，很多信他都一直珍藏到现在。

黄莹说：“董浩叔叔可以说是我的童年偶像，感觉他很和蔼，
而且什么都懂。那时最喜欢看的节目是《天地之间》，期期不落，
学到了很多知识。那个年代，许多电视、电台节目都流行观众来
信，我当时年纪虽小，但思想已经比较活跃，许多新奇的想法我
都想与这位‘知心叔叔’探讨。”

董浩对黄莹的影响不仅是给她塑造了一个童年偶像，更影
响了她一生的职业选择，黄莹从小就希望从事媒体工作。黄莹
本科、研究生都就读于知名高校。研一时，已经读了一学期外语
专业的她毅然决定转专业，选择新闻学，从头开始学习。毕业
后，黄莹还曾报考过中央电视台。后来，她一直在媒体行业担任
编辑、记者等一线工作。

18日晚，黄莹在董浩的视频下留言：“董浩叔叔，我来认领
了！没想到这封信您保留了30年。”

黄莹说：“30年前，我曾问：女才子为什么这么少？虽然我现
在也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我经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小时候的梦
想，以记者的身份报道国家经济发展、身边暖心故事。如今已经
很少有人写信了，以前，写信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情，文字是承
载了情感的。跨越30年，我仿佛在和11岁的自己对话。如果董
浩叔叔回复我，我希望能和他见一面，聊一聊现在的故事。”

目前，黄莹已成功联系上董浩叔叔。

长江日报讯（记者明眺生 通讯员孙姝）2月19日，
汉口火车站前，进入盛花期的“梅花大道”红梅怒放，繁
花似锦，吸引进出站旅客和过路市民纷纷驻足观赏。

这条“梅花大道”位于汉口发展大道新华路口至汉
口火车站一段，长约700米。去年1月初，江汉区园林部
门对该路段宽约20米的中心花坛进行景观改造提升，种
植253株宫粉梅，形成一条以梅花为特色的“花景大道”。

长江日报记者探访看到，这些梅花种植在中心花
坛外侧，每一侧错落有致地种植了两排。每一株梅花
高3米左右，树形相似，分枝点几乎一样高，看上去既美
丽，又整齐。

近前细看，只见一枝枝怒放的梅花或伸展、或交错，
自然形成各种造型和“拼图”，有的像吊坠，有的像“比
耶”，有的像张开的手掌，有的像插在一起的糖葫芦……
阵阵梅香，引来蜜蜂“嗡嗡”地飞舞采蜜。

出站后拎着行李箱准备过马路的吉林旅客徐先生
说：“满街红梅既惊艳又喜庆，看了非常开心。”

江汉区绿化队工作人员杨雨轩介绍，“冬品梅”是武
汉打造“湿地花城”要凸显的特色之一。这条“梅花大道”
就是按照市园林和林业局“一路一策”原则打造的“花景
大道”，目的是让游客一出汉口火车站，就能看到美丽的
梅花。由于梅花正好在春节前后开花，花期可持续到3
月份，因此，春节期间看到梅花大家会感觉很喜庆。

记者了解到，这些梅花是从苗圃精选的苗木，所以
个头和分枝点几乎一般高。梅花喜阳，在中心花坛外
侧交错种植两排，是为了让它们接受更多的光照，开出
的花更美。为了让梅花长得更好，花枝“有型”，一年来
园林工人施肥、修剪、抗旱、防虫，进行了精心养护。

此外，汉口火车站站前广场上，也种有20余株红梅
和白梅，眼下花开得也很美。这些梅花与“梅花大道”，
形成了呼应关系。

除了汉口发展大道，2024年春，武昌区园林部门也
按照“一路一策”原则，对武昌火车站前长400米、宽10
余米的中山路中心花坛进行了景观改造提升，种上了
65株樱花，预计今年3月首次开花。加上前几年洪山区
园林部门在武汉火车站前的团结大道沿线种植的树状
月季，在白云路种植的“樱花+月季”组合，至此武汉三
大火车站站前均有了特色“花景大道”。

市园林和林业局绿化养护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
“一路一策”以来，我市高标准改造提升了徐东大街、洪山
路等110条城市重要道路的绿化品质，形成了一批以梅花、
樱花、月季花、紫薇花、巨紫荆等花卉为特色的“花景大道”。

出站就见花

汉口火车站前的
梅花开好了

汉口火车站站前广场上盛开的梅花。 李子云 摄

董浩叔叔寻找的“小黄同学”找到了
现在是本报记者，30年前的一封信董叔叔保存至今

■长江日报记者王春岚
通讯员薄云娜 陈彦西

“武汉人都很好！”在旅途中突
发险情，接受“飞机急救”脱险后，2
月19日，合肥的陈女士委托长江日
报记者感谢武汉市中医医院护士吴
家兴，“我运气真好，遇到了好人！”

飞机上突发险情，中医护
士出手救人

陈女士今年40岁，最近带着16
岁的女儿在外旅游。2月18日晚10
时许，母女俩乘飞机从云南西双版
纳来武汉。飞机起飞前，她就觉得
手有些发麻，但没有特别在意。起
飞后半小时左右，陈女士逐渐感觉
两只胳膊不听使唤，身体发晕，呼吸
困难，心里直发慌。女儿见势不妙，
连忙向空乘人员求助。

“机上有没有医务人员？有乘
客需要帮助！”听到飞机广播，吴家
兴连忙起身，亮出手机上的护士执
业资格证图片：“我是护士，我先来
查看情况！”

随后，吴家兴赶到陈女士身边，
一边询问病史、检查她的身体状况，
一边安排陈女士吸氧，缓解呼吸困
难的情况。陈女士脉搏细弱、心率
偏慢，但瞳孔反射正常，考虑到她此
前身体健康、没有基础疾病，吴家兴
首先排除了心脏方面的问题。

得知陈女士为赶行程，没来得
及吃晚饭，吴家兴推断是低血糖发
作，请空乘人员找来饼干和饮料，为
陈女士补充糖分，又用中医手法给
她做穴位按摩，进一步帮助缓解症
状。大约半小时后，陈女士症状缓
解，心率也回到正常水平。

合肥游客委托媒体感谢
“武汉好人”

抵达武汉后，吴家兴特意叮嘱
陈女士，尽快就医做检查，排查一下健康隐患。为此，陈
女士提早结束武汉行程，买了19日晚的飞机票，回合肥
检查身体。

陈女士说，当时在飞机上，除了空乘人员和吴家兴之
外，还有很多好心人帮助她，有的乘客拿出了急救药物，
有的乘客借出能测血压和血氧的电子手环。虽然不能一
一记住好心人的身份，但她记住了这份温暖和关爱，有机
会再来武汉旅游，深度领略这座充满爱心的城市。

“女儿很机智，拍下了吴妹妹的身份资料，我才知道
她是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急诊医学科的护士。第一
次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但是我运气真好，遇到了好人。武
汉人都很好！”陈女士说，因为赶着回家检查身体，没有机
会当面感谢，希望通过媒体向大家表达谢意。

据介绍，吴家兴是一名“00后”，今年24岁，在武汉市
中医医院汉阳院区急诊医学科工作一年多，已经经历过
不少急救案例。回武汉后，她向护士长江琛报备救人经
历，江琛夸她“做了件好事，也做得很好”。

19日晚7时，记者联系吴家兴，她正在医院上晚班，
随时准备接收急救病人。吴家兴说，她当时正好结束旅
游飞回武汉，第一次经历飞机急救，刚开始她还担心情况
紧急、是否需要就近迫降。好在经过及时处理和中医手
法治疗，陈女士逐渐恢复，她也放下心来。

面对陈女士的感谢，吴家兴有些腼腆地回答：“当时
没想那么多，能帮一点是一点，只希望她今后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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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兴在急诊医学科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

知名主持人董浩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寻找“小黄同
学”的视频。

德
耀
江
城

在华中农业大学，要想找到傅院士，最容易的
办法是到油菜试验田转转。他常常戴着草帽、背着
布包，在油菜田中观察、记载。

“一株花，一件事，一辈子”，专注杂交油菜育种
六十余年，解决了我国油菜产量和品质两大问题，
并创下多个“第一”。

他师从我国油菜遗传育种学家刘后利，是新中
国第一名油菜遗传育种方向的研究生。他发现了
国际上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油菜波里马细胞质雄
性不育（Polcms），由此拉开了世界杂交油菜实用化
的序幕。他还是我国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获
得国际油菜科学界最高荣誉奖——“杰出科学家
奖”的亚洲科学家。

截至目前，傅廷栋院士带领团队已育成80余

个油菜品种，在全国累计推广种植逾3亿亩，推广
油菜多功能利用，为农民鼓起“钱袋子”，累计增收
逾百亿元。

近年来，“以油菜修复改良盐碱地”是他事业的
新领域。他联合甘肃农科院旱地农业研究所、内蒙
古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等15家教学、科研单位，在新疆盐
碱地上试种“耐盐碱油菜”。

傅院士获评第九届湖北省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一辈子围着田地打转，围着农民打转，他说：

“我们搞科学工作的，最大的责任就是为了建设我
们的国家。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几十年，还是源于这
份责任感。我想要承担起这份责任，这也是我做科
研工作、搞科技创新的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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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道德模范

傅廷栋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傅廷栋院士在油菜试验田。

▲汉口火车站前面新添的“梅花大道”。李子云 摄

▲“梅花大道”上梅花花枝“造型”。
长江日报记者明眺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