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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陈勇
通讯员杨槐柳 崔钧洋 张建勇 杜泽文

从武汉市硚口区长堤街家中出发，过江汉桥到汉阳，再从
月湖桥回来，约5.2公里，在武汉的这条环汉江景观道上，从小
到大，来来回回，韩靖跑了无数次。

得益于军旅生涯和退役后18年来坚持不懈地锻炼，关键
时刻，他仅用3分钟飞奔500米，抱着昏迷不醒的儿童送进了
急诊室。

据了解，这不是韩靖第一次救人，去年跳桥救人的英雄也
是他。

“退役后第一次拼尽全力地奔跑”

“谢谢叔叔！”2月24日9时30分，康复出院的2岁男孩凡
凡跟着妈妈来到武汉市硚口区交通大队，感谢辅警韩靖的救
命之恩。跟着家长赠送锦旗的时候，收到韩靖回赠的警察小
熊玩具，凡凡开心不已，一连在韩靖脸上亲了好几口。

2月13日下午5时许，2岁的凡凡高烧昏迷不醒，妈妈和
爷爷吓坏了，抱着浑身抽搐的凡凡就往市第一医院赶。当时
正值晚高峰，武汉中山大道上车流如织，路上凡凡浑身抽搐，
情况危急。关键时刻，正在路口执勤的韩靖见状抱起凡凡，飞
奔500米，仅用3分钟就将凡凡及时送进了急诊室（长江日报
2025年2月16日曾作报道）。

“那是我退役后第一次拼尽全力奔跑。”2月23日下午6
时，穿上运动鞋，38岁的韩靖脚步轻盈地跑上街头，开始5公
里跑训练。路过凯德广场路口时，他指着对面不到500米远的
利济路口告诉记者，2月13日，也是这个时候，作为利济路交
通岗辅警，他正在路口执勤。接患儿（凡凡）母亲的求助，他抱
起2岁的孩子就跑。当时天特别冷，他上身穿了5件衣服，有
卫衣、毛衣、棉袄、背心和外套，腿上还裹了一条棉裤，速度根
本跑不起来。看着怀里因昏迷变得越来越重的孩子，他拼命
地跑，一口气跑到医院急诊室，将孩子放到病床上，这才感觉
浑身发软，背后全是汗。

“上一次像这样跑还是在海军陆战队”

“上一次像这样跑，还是2006年在海军陆战队参加铁人
三项赛。”退役18年，韩靖一直坚持着部队养成的习惯——定
期进行5公里越野跑，他说那次比赛令他终生难忘：“我们先
在海里游10公里，精疲力尽上岸后，再全副武装在沙滩上跑
10公里，再负重冲上一个长800米、陡60度的长坡，然后再奔

袭3公里，才到终点。”
“当时正值盛夏，烈日当头，全副武装在沙滩上奔跑，汗水

闷在厚厚的衣服里，就像蒸桑拿，令人喘不过气。在最后冲刺
中，战友一个个（力竭）倒下，全连只剩下我和另一个战友（还
在坚持）。我（体力）也到了极限，摇摇晃晃中听到有人喊我的
名字。恍惚中看到战友们哭着为我加油，我咬牙坚持到终点
才倒下……”

2025年2月23日下午6时15分，跑到江汉桥上，韩靖告
诉记者，上学时，他和同学经常在下面的江滩玩“打仗”游戏。
大家三五成群追逐嬉戏，他是里面跑得最快的人，每次都能追
上假想的敌人，特别开心。于是，2005年初他报名成为一名
海军陆战队员。

令他没想到的是，新兵第一次5公里越野训练，他跑了倒
数第一。他不服气，可爆发力好、耐力不足的他每次都是前
100米遥遥领先，然后就气喘吁吁地被一个个战友反超。下
了连队，老班长的话激发了他的斗志。按照老班长传授的“秘
诀”，韩靖每天偷偷在衣服里塞8颗训练用的仿真手榴弹、两
壶水，负重玩命地练。两个月后，当卸下负重轻装上阵时，他
的5公里成绩由原来的26分钟，一下提高到16分59秒，成为
全营跑得最快的人。

“万一触底碰到江中巨石，就回不来了”

2025年2月23日下午6时30分，下江汉桥，经汉阳，到月
湖桥，在桥中间的一块警示牌前停下，韩靖指着护栏外的一个
碗口粗的灰色管道告诉记者，2023年7月28日早上，他在那
里跳下近 20 米高的大桥，在江中救起轻生女子（长江日报
2023年8月2日曾作报道）。

据韩靖回忆，当时，天蒙蒙亮，正在月湖桥上执勤的他和
同事接警后赶到现场，只见离桥墩约40米的护栏外坐着一名
女子。他见女子情绪激动，悄悄将自己的电台、记录仪等物品
交给同事，以防万一。“其实，跳桥救人前我也犹豫过。你看，
这里江边遍布巨石，江底应该也有，跑过来的时候我就想过这
些。我身高1.72米、体重130多斤，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入
水起码要有七八米深，万一触底碰到石头，就回不来了。但警
情就是命令，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一名辅警，群众有危险，我
必须上。”于是，那名女子跳下去后，他跟着就跳了下去，所幸
江水较深，他幸运地浮了上来，救下了女子。

韩靖认为，他能跳桥救人，得益于部队对他的锤炼。“海上
训练先过吃苦关，所有队员顶着40℃的高温赤膊训练，晒脱
了皮，就到海水里面‘消毒’，那种钻心的疼无法用言语表达。
然后是心理关，我从小就在江边游泳，向往大海，希望能像高

尔基笔下的海燕那样，在大海中搏击风浪。可真正到了大海
中间，面对一望无际的海水，会感到深深的恐惧。”

最后是过身体极限关。海训有一个保留节目——山地穿
越。在炎热的夏季，翻山越岭近200公里，大腿内侧不一会儿
就磨破了皮，遇到大雨，雨水混着血水，将衣服粘在肉上，撕心
裂肺，到最后，大家只能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这种磨炼，让“一往无前，使命必达”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
记忆。

10余次追捕，没人能从他身边跑掉

2007年，韩靖退伍回汉后，先后在商场、消防队、交通大
队工作。部队练就的过人意志和身体素质，成了他出色完成
工作的保证。

在商场担任止损员时，没有一个小偷能从韩靖的手上逃
跑。

在武汉市硚口区消防救援大队担任消防员期间，一次，他
正在洗澡，接报警，来不及擦干净，穿上消防服和队友就冲了
出去，不到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及时将火扑灭。

在武汉市硚口区交通大队担任辅警期间，他参与拦查、追
捕行动10余次，无一人漏网。

2019年末，韩靖随警在京汉大道设卡盘查时，一名男子
驾车冲岗而逃，韩靖奋力追上，与另一位民警将其堵在了一个
死角，从车上搜出一大包麻果。

2023年深夜，韩靖随警在舵落口大市场设卡盘查时，一
名嫌疑人翻墙欲逃。他从800米远的地方追过来，在墙跟前
将对方堵住。

2023年，韩靖跳桥救人后，成了感动亿万网友的救人英
雄，被中央政法委授予“见义勇为勇士”称号，并荣获“荆楚楷
模”“武汉市道德模范”“荆楚交警之星”“武汉最美退役军人”
等荣誉称号。

2025年2月23日晚7时许，韩靖跑步结束，记者在其工作
的利济路交通岗亭看到，桌上摆放着“韩靖志愿服务队”字样
的铜牌。武汉市硚口区交通大队成立韩靖志愿服务队，希望
更多人能以韩靖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对于荣誉和称赞，韩靖说，他只是做了一个退伍军人和辅
警应该做的事，“对我来说，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在人
生的道路上，我会一直奔跑，奋勇向前”。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璇 通讯员杨玉玲 曹京）近日，武汉市
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帮助96岁超高龄老人成功战胜“人生最后一
次骨折”，打破高龄手术禁区，为更多高龄骨折患者带来新希望。

96岁的罗奶奶家住武昌，年纪大了走路不太顺畅，前段日
子在家不慎摔倒，当即站不起来，右髋疼痛剧烈，子女迅速将她
送往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就诊。

接诊的肖志刚医生细致查体发现，罗奶奶右髋肿胀、畸形，
右下肢短缩外旋畸形。考虑到摔倒时头部受到了磕碰，医生同
步安排了髋关节、头部CT检查，结果显示右股骨转子间骨折、
蛛网膜下腔出血、硬膜下血肿。

老人高龄、骨折合并颅脑损伤，且存在多项基础疾病。为
了制定更为完善的治疗方案，关节外科王国波主任组织全院多
学科会诊，关节外科、神经外科，麻醉科、心血管内科、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临床营养科等科室专家共同参与，结合老人身体
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专家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实施微创手术。

家属却十分担忧，觉得老人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担心动
手术身体无法承受。但是不做手术，老太太翻身、排便极其不
便，每移动一下身体，骨折处揪心地痛。

王国波详细解释，高龄不是手术禁区，通过系统评估，只要
老人身体各项指标符合手术条件，还是应尽早手术，减轻痛苦，
提高生活质量。保守治疗，老人很可能永远无法站立，而且长
期卧床可能增加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及泌尿系统并发症出现的
风险，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

经慎重考虑，家属最终选择信任医生，尽快手术。关节外
科团队在柳昊教授、王国波主任带领下，精细分工、默契配合，
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右股骨粗隆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

术切口仅3厘米。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和康复指导下，罗奶奶术后就能床

上活动，疼痛一天比一天好转。17日，老人康复出院。
骨质疏松症是老年人的常见问题，跌倒后极易发生骨折，

其中以髋部骨折最为严重也更为常见。髋部骨折不仅会导致
老人长期卧床、活动能力丧失，还可能引发致命并发症，因此被
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武汉市武昌医院柳昊教授表示，很多老年人和家属对于骨
科手术仍存在传统观念误区，认为年纪大了经不起手术。事实
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通过科学、系统的术前评估和多学科
协作，高龄已不再是手术的禁忌。近几年，医院已为多位90岁
乃至百岁高龄老人成功实施了各类骨科微创手术，极大提升了
患者生活质量。

近日，一家自称武汉“晓华”的改
衣店被爆改成“缝纫教室”，吸引了不
少缝纫爱好者。那是一家经营了 15
年的改衣店，位于武汉市江汉区。2
月21日，九派新闻记者前往探访。

这家老店由李师傅和他的姑姑一
起开办，从写字楼办到城市街边，李师
傅立志要做一家“有档次的改衣店”。

“很多客户在家很无聊，想学点手艺打
发一下时间。”李师傅告诉记者，从
2023年9月起，该店开设了缝纫课程，
目前一共接收了100多名学员。年轻
人大多奔着玩的心态学手艺。

“小白”学员学习后自主创业营收

改衣店老板、“85后”李师傅大学
主修服装设计。早些年他的姑姑在深
圳开改衣店，后来跟着儿子一起回到
湖北发展。“我当时也想创业，两人一
拍即合，就开了这家店。”他说。

李师傅的改衣店提供衣服的修
改、体型调整、定制、教学等服务。在
改衣店增设“缝纫教室”是店里的客户
给他的建议。据了解，“缝纫教室”教
学由拥有三十多年缝纫经验的姑姑来
负责，他负责客户接待、上门取衣等业
务。缝纫教程分为10天、20天和一年
的课程，价格在 1480 元到 7980 元不
等。

“我们主要针对零基础的学员，从
手工到穿线、走机器、走直线等步骤我
们都会一步一步慢慢教。”他告诉记
者，10 天的课程是入门课程，能够掌
握缝纫基本的工艺，比如用机器将一
块布拼成短袖和短裤；20天的课程可
以教学员学习如何做更加复杂的款
式。

李师傅表示，也有不少学员报名
了 20 天的课程后转到了一年的课
程。“他们可能希望在这个行业里有一
些发展，比如赚钱或者创业。”

据李师傅介绍，一位来自“洛丽塔
圈”的女生学习了 10 天的入门课程
后，便自己在网上接单，卖自制的“lo
裙”，目前有了自己的一家工作室。“洛丽塔服装看起来复
杂，但其实它的工艺并不难，拼接起来就可以了，只不过
花费的时间很长。”李师傅告诉记者，学会做这类服装后，
自己创业收益会比较高。

李师傅告诉记者，来“缝纫教室”的学员大部分都有
自己的工作，90%的人想拓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有
学员想将其作为一项谋生的手艺。“缝纫教室”开办一年
多的时间以来，吸引了100多名学员报名学习，以30岁至
50岁的女性为主，其中还有十几岁的初中生和部分男性
来学习。

他表示，学员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和家人做衣
服，其次是为自家宠物制作服装，此外还包括满足小众爱
好的Cosplay服装需求。让李师傅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一
位学员专程从北京到武汉学做宠物狗的服装，“他还去成
都和长沙考察过，才来我们这边学习，他说我们这里的师
傅很实在”。

缝纫不仅是一门手艺，还成了兴趣爱好

李师傅向记者介绍，“缝纫教室”课程设置灵活，
“在学习10天的基础课程后，我们可以按照学员的需求
来定制课程，如新中式服装、宠物服装、Cosplay 服装
等”。

“学习做衣服，不仅能给自己穿，还能给家里的小猫
小狗穿。”李女士正在“缝纫教室”里尝试自己做一条裤
子。她告诉记者，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想着自
己掌握了缝纫手法后还能给宠物定制衣服，“看见自己做
出来的衣服，会很有成就感！”

李女士还表示，自制衣物不仅能够节省成本，还能陶
冶情操。“我对做衣服很感兴趣，未来也想从事这个行
业。”

早在去年3月就报名了缝纫课程的胡女士目前正在
休产假。“现在售卖的衣服款式虽多，但是稍微看得上的
就很贵，便宜的衣服又看不上。”她表示，目前市面上的衣
服很难同时满足自身喜好和对性价比的追求。

胡女士是“缝纫小白”，在“缝纫教室”学习后，现在两
天就可以自制一件衣服，在老师指导下还能尝试做宋锦
和新中式衣服。

“家里一些衣服的打扁也交由我来做。”她表示，在改
衣店里提供缝纫教学课程算是一种增值服务，为年轻人提
供了一种拓展兴趣爱好的方式。并且上课不用按照他人
的进度，可以自由安排学习时间。

李师傅说，这里学习氛围很好，学员们有时候还会相
约去武汉著名的织补街、胭脂路“淘”布料和辅料。

“现在，衣服随时可以买，随时可以退，买到新衣
服的喜悦感荡然无存，甚至不再追求衣服的质量。”他
认为，学习做衣服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从选布料
到量体裁衣，整个过程都是个性化的，并且能够自己
把握衣服的成本投入。“自己做出来的衣服穿着就会
有一种成就感，而且做出来的板型都是适合自己的。”
李师傅说。

九派新闻记者蔡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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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奶奶完成骨折手术
手术一小时，目前已康复出院

韩靖跑步赶往现场。 长江日报记者陈勇 摄 韩靖跳桥救人。 （视频截图）韩靖抱着2岁患儿飞奔就医。（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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