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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之约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 江 日 报 社

合
办

长江日报讯（记者耿珊珊 通讯员贺玉
琼）3月11日，长江日报“周二之约”栏目邀请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张鹏、法官助理向前和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政
策法规处副处长朱晗昱做客直播间，结合环
境资源保护热门话题与网友互动。

张鹏介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管辖涉环境资源类民事、行政、刑事
案件（包含公益诉讼）。3年来，该庭依法审
理非法采砂、长江禁渔、岸线保护等相关案件
240 件，为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构筑牢固

的法治屏障。武汉法院坚持恢复性司法理
念，在盗伐林木、非法捕捞等案件中积极运用

“补种复绿”“增殖放流”等责任承担方式。截
至目前，武汉法院有8件案件入选湖北法院
长江大保护典型案例。

朱晗昱介绍了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在长江
大保护方面的亮点和做法。该局启动实施长
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连续5年
在全省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提质增效行动评
估中获得“优秀”等次。2024年，武汉市生态
环境质量达到近年来最优水平，全市国控断
面水质优良率首次达到100%。

直播中，有网友提问：“经常看到有人在
武汉市湖泊、长江沿岸钓鱼，城市垂钓方面有
什么法律禁区？”

张鹏表示，除禁钓区外，我市对长江和
汉江干流允许“一人一竿一线一钩”休闲娱
乐垂钓。但是，城市垂钓仍需注意时间、地
点和方式，不应在禁渔期、禁渔区采取被禁
止方式垂钓。

法官特别提醒广大钓友，今年7月1日将
施行的《武汉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垂钓管理
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从事垂钓活动，不得一人多竿、一线多钩、
多线多钩垂钓，也不得使用探鱼设备、无人机
（船）等辅助工具垂钓。情节严重的，可能会
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还有网友提问：“我们觉得自己的环境权
益受到侵犯时，应当如何维权？”

朱晗昱表示，一般来说，公民、法人因不

服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
罚而产生的争议，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公民、法人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赔偿争
议，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者由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调查、处理达成有
关协议解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

“非法占用多大面积的农用地要入刑？”
针对网友提出的这一问题，向前介绍，根据法
律规定，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基本
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进行建房、挖砂、
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等非农业
建设，造成种植条件严重损毁或者严重污染
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市民在江边湖边钓鱼违法吗
法官：仅允许“一人一竿一线一钩”休闲娱乐垂钓

注销公告
武汉市武昌区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12420106MB0T230495，拟申请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
记，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杜莉刚，工作于武汉铁路公安处，警官证不
慎遗失，证号191029，特此声明。

长江日报讯（记者宋磊 通讯员叶琳）近日，国家电网武汉供
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生产技术室专责熊峰和同事登上武昌南
湖上的一艘作业船，他指着湖中两座输电铁塔说：“我们今天要
让铁塔长出‘新枝丫’，让候鸟歇息挪个地儿，不影响供电安全。”

该输电线路是凤珞一二回220千伏线路，主供珞珈片区。
跨越南湖的两座输电铁塔塔身、横担上停满了水鸟。“这两年，
随着南湖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来这里越冬的鸬鹚、白鹭等候鸟
越来越多。但是，看着电线杆上满是鸟儿，我们心里有点悬，担
心供电安全。”作业船上，南湖渔场职工李洪涛道出顾虑。

去年入冬以来，熊峰和同事巡查线路时发现，在武汉南湖、
后官湖、府澴河湿地等输电线路沿线地段，候鸟在铁塔上扎堆，
影响供电安全的情况比较突出。熊峰说，铁塔上鸟儿的粪便坠
落在绝缘子和导线上时会让线路形成导电回路，威胁供电安全。

“鸟儿是自然生态的组成部分。既然不能野蛮驱赶它们，我
们能不能请它们换个地方休息呢？”一次业务碰头会上，熊峰和
同事转变思路，结合鸟类习性，把传统线路维护中的“驱鸟”变为

“护鸟”，想出新法子——在铁塔上加装供鸟儿栖息的架子。
大家说干就干，有人画设计图，有人购买材料拼装，没几

天就自主装配好12副金属架子，还为这个小装置取名“栖鸟
架”，并定于2月下旬首次在武汉输电铁塔上安装。

栖鸟架是一个长约1米的金属结构框架，非常适合鸟爪
抓停。供电运维人员登上凤珞一二回220千伏线路跨南湖湖
面的两座铁塔，在每座铁塔的不同高度各安装了6个栖鸟架。

几天后，熊峰说，根据他们的观察，候鸟逐渐熟悉了栖鸟
架，纷纷停在上面，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此前候鸟在铁塔敏感区
域密集扎堆的情况。“这个法子有效果。我们将继续在市内聚
集较多候鸟的输电铁塔上加装栖鸟架，在提升电网安全维护
效果的同时保护候鸟栖居环境。”

春天的气息
武汉解放公园的树绿了、花开了，洋溢着春天的气息。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风姿 摄

动人的景致
微风轻柔地拂过大地，冬日的沉寂悄然褪去，缤纷的色

彩预示着春天即将来临。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花开成了
动人的景致，它们用各自的绚烂与芬芳书写着浪漫诗篇。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华苒

大黄村公交站前两年因为樱花火了起来，
没想到今年升级改造了，期待！再过一段时间，

我将拉上摄影师朋友去体验一把那里的新硬件设施。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春风十里 点评《醉了，醉

了，满城尽带樱花香》
（整理：沈欣）

输电铁塔长出“新枝丫”

让候鸟歇息挪个地儿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让志愿服务成为城市风尚
建设“志愿者之城”

志愿精神

设计/刘岩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安装在输电铁塔上的栖鸟架是一个长约1米的金属结构
框架。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最后一口，吃
完了擦擦嘴。”3月10日下午5时30分，硚口
区六角亭街道荣东社区托育中心里，两名保
育老师正在帮助小朋友欢欢（化名）吃晚饭。
去年11月，一岁半的欢欢来到托育中心后，
一个月体重就增加了4斤。现在，托育中心
每天都为欢欢延时托育到傍晚6时。

“社区办的那个托育中心在哪儿？”3月
10日下午4时，长江日报记者来到荣东社区
时询问。一位奶奶给记者指路：“左边往里
走，在第一个路口右转往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是去年刚开的托育中心，公办的，傍晚6时
还有小孩在里面玩。”

记者看到，托育中心位于荣东社区活动
广场旁的一栋4层建筑内，2楼户外平台和社
区活动广场就是托育中心的活动中心，孩子
们乘坐电梯即可从2楼托育中心直达社区活
动广场。

去年9月，托育中心刚开办时，荣东社区
工作人员罗佩霞把自己2岁的小孩光光（化
名）带过来“试点”。中午下课时，光光意犹未
尽，不愿回家。于是，罗佩霞掏钱为光光报了
半托班。

3月10日下午5时30分，托育中心内只
剩欢欢一个小朋友，保育老师王晓燕、何深琳
帮助他吃晚饭。

欢欢的父母在附近上班，平时工作忙。
去年11月，他们把一岁半的欢欢送到荣东社
区托育中心。

“去年11月来到托育中心时，小孩的体
重为9.8公斤。到了12月份，他的体重增至
12公斤。”欢欢的妈妈说，“小孩在托育中心

里吃得好、玩得好，户外活动时间多。我下班
后就能直接走过来接他。”

“吴园长来这里之前已经有多年托育经
验，我们很信任她。”荣东社区党委书记潘丽
娟介绍，为了打造社区“一老一小一新”服务
矩阵和15分钟生活圈，社区先后建立老年活
动中心、社区食堂、户外工作者驿站、图书室、
健身房等。去年，为了补齐“一小”服务，六角
亭街道办事处通过硚口区卫生健康局邀请区
内一家资质达标、经验丰富的托育机构保育
人员，参与荣东社区托育中心的建设和运营
工作。

潘丽娟说，筹建托育中心时，街道办事处
邀请消防、卫健、税务、城管等多个部门工作
人员来社区调研指导。去年9月，荣东社区
托育中心正式开办，接纳0岁至3岁的孩子。

吴园长说，公办和普惠性民办托育机构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荣东社区托育中心属
于街道公办托育中心，委托第三方机构管理
和运营，兼具专业托育机构的成熟管理经验
和公办托育机构的普惠性收费。

这个社区开起公办托儿所
宝宝来了一个月体重增加4斤

右图：3月10日下午5时30分，两名保
育老师帮助小朋友欢欢（化名）吃晚饭。

长江日报记者杨荣峰 摄

■长江日报记者罗兰 通讯员聂文闻 陈有为

“我搜索全网发现，在手术机器人技术下
的这一细分领域，数中国医生最厉害。于是，
我就来了。”近日，日本医生安井芳孝结束在
武汉近一个月的学习之旅，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为他举办了一场小型
欢送会。接过中国同事赠送的最新书籍和资
料，安井芳孝向中国导师、协和医院小儿外科
教授汤绍涛依依话别。

“这位中国医生很厉害”

今年46岁的安井芳孝是日本金泽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儿外科副教授。他一直有一个想
法，就是用手术机器人技术为孩子们解除病痛。

目前，手术机器人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
运用，但在小儿外科领域存在“短板”。机器人大
多是一人多高的“大块头”，面对儿童尤其是婴幼
儿几乎无从“下手”。因此，国际上仅有部分医院
将手术机器人技术运用于小儿外科。安井芳孝
所在的医院已经将手术机器人技术运用于成人
患者，但对于儿童患者迟迟未开展。

安井芳孝在专业网站上搜索“查新”，发
现包括欧美在内的诸多小儿外科医生中，有
一位中国医生很厉害。他一口气搜索出世界
权威期刊上刊登的三四十篇文章，都是这位
中国医生将自己每一次具有代表性的手术进
行总结而形成的学术论文。文章的发表意味
着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安井芳孝记住了这
位中国同行的名字——汤绍涛。2024 年 8
月，他向汤绍涛教授发来电子邮件，期望前来
协和医院小儿外科学习两周至四周时间。

巧合的是，汤绍涛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和金泽医科大学早已结成姊妹大
学，交流手续很快办好。

武汉导师手把手倾囊相授

今年2月9日，安井芳孝如期抵达武汉，

汤绍涛邀请他参与科室日常工作。科室每每
遇到疑难手术，中国同事就会把他叫上，尽可
能为他创造观摩机会。

2023年，协和医院引入的第四代达芬奇
手术机器人Xi正式“上岗”，这是该院继2015
年引入第一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后的迭代升
级。2015年，汤绍涛带队为一名4个月大的
婴儿完成机器人手术，创下机器人手术中国
年龄最小患儿纪录。2024年，协和医院共完
成机器人手术 1187 台，其中小儿外科完成
195台。

安井芳孝感叹：“这个学习机会真好！”第
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Xi能为医生提供更
清晰、更逼真的人体3D视野。同时，由于机
械臂体积更小，手术的操作空间更大了，更有
利于开展复杂的手术，但手术的成功同样离
不开医生的术式创新。

来自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的9岁患儿晴
晴（化名）排便困难长达6年。汤绍涛确诊其
为复杂的先天性巨结肠症，必须尽快接受机
器人手术。

今年2月18日，在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Xi辅助下，汤绍涛带队为晴晴完成“结
肠次全切除术+肛门外横断直肠 Duhamel
术”。术中，他一边为晴晴紧张有序地进行手
术操作，一边适时向安井芳孝讲解要点。汤
绍涛教授团队研发的直肠内切除术保护了直
肠周围的括约肌和神经，从而保全了排便功
能。术后，晴晴顺利排便，不再腹痛、腹胀，康
复出院。

从熟悉环境到一旁观察，再到参与手术，
安井芳孝的学习不断深入。四周时间里，有
些疑难疾病没有机会碰到，汤绍涛就把曾经

的手术视频送给他。他多次感谢中国导师手
把手倾囊相授。

日本同行也值得中国医生学习

“我从此就是科室的新人，请大家多多
关照。”虽然是高年资医生，但安井芳孝仍非
常乐意从查房、问诊等基础工作做起，了解
每一名患者的“来龙去脉”。查房时，他会仔
细观察汤绍涛的问诊、触诊要点，记住汤教
授向大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仔细揣摩、思
考答案。

安井芳孝和中国同行“打成一片”，让中
国医生也看到了日本医生的治学精神。汤绍
涛发现，安井芳孝每次学习之前都会先用
iPad绘制解剖图，然后掏出笔和笔记本把观
察到的每个手术步骤记下来。如何入路？如
何打孔？选择什么样的术式？如何缝合？每
当遇到重要操作步骤，他都会一边观看一边
特别标注。“安井芳孝医生求知若渴的精神值
得我们青年医生学习。”汤绍涛说。

“先进的技术没有国界之分。”临别之际，
汤绍涛与安井芳孝相约，在今年5月举行的
一次国际学术活动中“再切磋”。

“这个领域数中国医生最厉害”

日本医生来汉学习机器人手术

安井芳孝在协和医院操作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