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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媒看

声明 洪山区珞南街道武汉理工大学东社区居民委员
会，因原公章已损坏，声明作废。

声明
武汉桓宇鑫呈市政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作废。
特此声明。

2025年4月17日

公告
由我司负责施工的武汉市轨道交通新港线西延线余

家头与地铁五号线连接通道工程，因地下管网复杂、施

工区域受限等原因造成该工程不能按期完成，我司已

向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办理占道施工延期申请，

现需延期至2025年8月15日。不便之处，敬请谅解，特

此公告。

4月16日，武汉市第五医院西院（妇儿院区）（以下简称
“西院区”）正式投入运营，填补了汉阳区高端妇儿医疗空
白。作为汉阳区重点民生工程，该院区将以“精专科，强综
合”为定位，聚焦妇产儿专科特色，建设现代化医疗综合体，
助力汉阳区及周边区域医疗资源优化升级，实现“家门口享
高品质医疗”的民生愿景。

精专科强综合 构建妇儿医疗“王牌学科群”

西院区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编制床位420张。重
点打造妇科产科儿科核心学科，并同步开设综合门诊、急诊
和住院服务，所有的医技科室和多个省市重点专科入驻西院
区，和总院一院两区共享3.0T磁共振和256CT等高端检查
设备，构建“精专科、强综合、应突发、重防治”的发展理念。

依托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深度
医联体合作，医院引入马丁院士团队、罗小平教授团队等顶
尖专家资源，重点打造产科、妇科、儿科三大核心学科，形成
亚专科齐全的妇产医学部、儿童医学部。设立全科系综合门
诊，涵盖急诊医学科、内科（含心血管/神经内科/消化等亚专
科）、外科（含普外/骨科/泌尿等亚专科）、五官科（眼/耳鼻
喉/口腔专科）及中医康复医学中心，并重点打造多学科协作
的品牌专家门诊集群。

三大危急重症救治中心（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
心）均通过国家级认证，构建包含院前急救、介入导管室、手
术室及专科ICU的闭环救治体系。配套设置整合型专科病
房体系及重症医学中心（ICU），形成覆盖“预防—诊疗—康
复”全周期的多维度医疗服务矩阵，满足广大群众多层次就
医需求。

依托同济资源 三级医联体助推分级诊疗

“西院区的启用，标志着我院一院两区八中心医疗布局

形成。”武汉市第五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严漫丽表示，依托同
济医院国家级医疗资源，将打造出同济医院—武汉市第五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级医联体的新格局，积极推进
分级诊疗资源共享，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区域医疗均
衡布局，让汉阳区的老百姓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目前，医院创新推行的“1+2+N”管理模式，通过同济医
院技术帮扶、双向转诊机制及 8 家社区医疗协同，实现“专
家下沉坐诊、技术持续输血、人才梯队共建”。患者可享受
三甲医院同质化诊疗服务，同时体验“基层首诊、上下联动”
的高效就医流程，切实推动“小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区”目
标落地。

“以前看专家要坐半小时公交，现在家门口就有三甲医
院，太方便了！”63 岁的雷阿姨家住西院区附近，对就医便
捷性连连称赞。院区位于汉阳大道 639 号（十里铺地铁站
B 出口），与地铁 4 号线无缝衔接，并配备 278 个停车位，辐
射武汉西南部及鄂西北地区，大幅提升区域妇幼健康服务
可及性。

临床与人才双轮驱动 打造高水平医疗团队

医院以疾病研究为基石，通过院士团队常态化开展门
诊、手术指导及教学查房，全面提升妇产儿专科临床诊疗水
平。同时设立妇儿疾病研究专项，强化临床科研能力，培育
专科技术骨干，构建科学高效的人才培养与管理体系，为学
科可持续发展注入核心动力。

“西院区整合了区域内妇儿医疗资源，也引入了妇儿领
域知名专家团队。”严漫丽介绍，这将在医疗服务、科研项
目、人才培养等方面助力发展特色专科，为医院建设生育友
好医院和儿童友好医院拓展了空间，不断提升区域妇幼事业
发展。

“未来在两院医联体的合作机制上，我们除了派同济专
家‘沉’到五医院，也会将五医院的医务人员‘请’到同济医
院。”同济医院常务副院长廖家智提到，通过“导师带教”等模
式，将助力武汉市第五医院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医疗
团队。 （文/赵怡然 余洋）

武汉市第五医院西院（妇儿院区）正式开业 填补汉阳区高端妇儿医疗空白

开业大惠民 多重福利惠及妇儿群体

为庆祝西院区开业，2025年4月16日至6月30日
活动期间该院推出多项优惠政策：

1.所有科室挂号费全免
2.妇科、产科、儿科住院普通病房费全免，VIP病

房免费入住3天
3.专项福利
儿科：门诊就诊患儿可享一次免费体检，并赠送感

统课程及智力测试；
妇科专项：HPV+TCT检测五折优惠；
产科：住院患者免费彩超检查一次（限1个部位）。

武汉市第五医院西院（妇儿院区）。

龚自成同志逝世
长江日报讯 武汉市公安局退休干部龚自成，因病医

治无效，于2025年4月15日逝世，享年94岁。
龚自成系湖北省武汉人，1950 年 10 月参加工作，

195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娟娟 通讯员
肖莉娇 刘红）4 月 15 日下午 5 时 30
分，洪山区珞喻路，一名外卖小哥在步
行送餐途中突然倒地昏迷，配送的餐
品和鲜花散落一地，一场与时间赛跑
的爱心接力就此紧急展开。

一位热心市民见不远处停着一辆
爱心献血车，连忙跑上前寻求帮助。

正在车上忙碌的武汉血液中心采
血护士徐丽佳闻讯立即放下手头工
作，冲向事发现场。

“您怎么了？能听到我说话吗？”
徐丽佳一边蹲下身急切询问，一边迅
速检查，发现患者无颈动脉搏动、无自
主呼吸、无意识，初步判断为心跳骤
停，情况万分危急。

没有任何迟疑，徐丽佳当即双膝
跪地，为患者实施心肺复苏，同时大声
呼救，请路人帮忙。

听到呼救，附近市民纷纷上前。
在徐丽佳的指导下，一名学生拨打了
120。一位老人协助徐丽佳将患者头
偏向一侧，并清理口鼻分泌物，畅通
气道。

在附近招募献血的同事发觉异常
也赶了过来，和徐丽佳接力实施胸外
按压。

经过约3分钟胸外按压，外卖小哥面色逐渐恢复红润，嘴
唇也有了血色。

徐丽佳探查发现，患者颈动脉恢复搏动，桡动脉也恢复搏
动，自主呼吸已恢复，判断心肺复苏成功。

“醒了！”见外卖小哥转危为安，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约1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
徐丽佳与急救人员完成交接，目送救护车远去，这才放心

返回献血车，继续投入工作当中。
据了解，经过徐丽佳和热心群众“黄金3分钟”的心肺复

苏抢救，这位名叫陈勤（化名）的外卖小哥各项生命体征恢复
正常，前晚在医院留观一宿后，昨天一早就照常工作了。

4月16日上午，外卖小哥陈勤特意来到珞喻路献血点，向
热心护士徐丽佳连连致谢。

徐丽佳曾在医院急诊科工作3年，积累了丰富的急救经
验，多次参加无偿献血，累计献血1500毫升。

■记者廖君 熊翔鹤

18条丰满的人物故事线，让汉口保元里
上演的沉浸式戏剧《保元风云》每次刷都能
解锁新结局；在黎黄陂路和昙华林来一次
City Walk，享受着边逛边买边拍的快乐；走
进汉阳铁厂工业遗址、武钢文化旅游区，感
受这片土地曾经的历史与辉煌……

百年建筑被编织成可触摸的时光剧场，
千年文脉正与武汉城市发展的脉搏共振。
近年来，武汉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和活化利用，加快汉口历史风貌区、武昌
古城等16个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建设，记忆由
此流动，时光得以新生。

老房新故事：
可触摸的历史剧场

春光明媚，江汉关广场前游人如织。钟
声响起，江风拂过，眼前云霞般的早樱片片
飘落，身后的历史建筑群在阳光里静静伫
立。这是一场春日花事与百年建筑的对话，
也是游客们来武汉City Walk的首选打卡地
之一。

樱花只开十天，而记忆可以永恒。
2020年底，武汉出台《汉口历史风貌区

实施性规划》，启动汉口历史风貌区旧城改
造城市更新项目。作为近现代建筑发展的
见证者、武汉城市变迁的记录者，排布在沿
江一线的100多座百年建筑焕新归来，再现
着一幕幕历史云烟。

穿上民国服饰，拿一张《江城晚报》，跟
随演员们在红砖瓦房间穿梭，回到 20 世纪
30年代的江城武汉……每到傍晚，位于南京
路西段的保元里巷口总会挤满观众，体验沉
浸式戏剧《保元风云》。

建于1912年的保元里，是汉口极具代表
性的老里分。里分，是武汉独特的民居建
筑，恰如胡同之于北京、里弄之于上海。去
年国庆节期间，保元里上新《保元风云》，贯
穿 130 多个小戏点、18 条丰满的人物故事
线，让市民、游客在感受历史厚重的同时，享
受到一场精彩绝伦的“新玩法”。

武汉文旅集团城市风貌公司总经理田
进说，《保元风云》将沉浸式戏剧、互动体验
和现代科技相融合，是文旅商融合发展模式
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我刷了10遍以上，每一次重刷，都能解
锁新的故事线。”资深玩家朱洪峰说，越深入
了解，就越能体会到那段承载着家国情怀、
风云变幻的历史。

一座建筑，一段往事。
站在鄱阳街、洞庭街与兰陵路交会处，

砖红色的巴公房子像一条扬帆的船，横跨在
马路中间，格外亮眼。这座当时汉口最大、
最高级的公寓楼，由俄国大茶商巴诺夫兄弟
1910年出资修建，由此拉开绵延数万里的茶
叶贸易序幕。

今年春节前夕，以这幢百年建筑为蓝本
匠心打造的巴公邸酒店首次对外开放。不
少游客慕名而来，住进一间融合古典与现代
元素的套房，在充满法式风情的餐厅用餐，
或者以清水红砖的墙体为背景，与百年洋房
合影留念。

巴公房子项目设计总负责人肖伟告诉
记者，此次保护修缮工程，不仅外立面“修旧
如旧”保留历史建筑风貌，内部也尽最大努
力留住巴公房子的“老底子”，先后整合应用
了榫卯工艺、油漆底擦色工艺等10余项传统
工艺，56万块红砖重现建筑的历史肌理。

包括江汉关、保元里、巴公房子在内，总
面积6.02平方公里的汉口历史风貌区，有市
级以上文保单位64处，各类文博场馆21家，
优秀历史建筑128处，列入武汉市优秀历史
建筑保护目录的18处，占全市的90％。

在改造过程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
和“最小干预”的原则，为这一城市文脉寻找

“新思路”——对整个片区进行功能重置、生
活重构和形象重塑，一排排砖红或青灰的老
建筑被修缮、改造，融入现代生活。

老街新潮流：
被点亮的时尚地标

漫步汉口历史风貌区街头，岁月在此沉
淀、回望与交织。酒吧、咖啡店、潮牌店、饰
品店等各式小店隐匿其中，不少游客闲坐街
旁休憩。开放的历史文化街区让来客一窥
城市更新带来的文化魅力和经济活力的交
融，也享受着边逛边买边拍的快乐，百年老
街正重新成为“潮流”汇集地。

去年夏天，始建于1919年的民众乐园重
新开业，这里曾是与上海大世界、天津劝业
场齐名的中国三大娱乐场，著名戏剧家梅兰
芳、周信芳都曾登台献艺。

“得知民众乐园开放，院团派了我去演
出，当时心情特别激动。这是能代表武汉戏

曲文化底蕴的地标，一定会有很多老戏迷去
看。”武汉汉剧院“00后”演员文隽华说。

演出当天，跟文隽华印象中的传统剧院
完全不同。民众乐园中庭区域近千平方米，
舞台只占了一小部分，潮流时尚的装饰、多
元艺术的设计、创新先锋的舞美，无一不展
现着传统文化在现代空间里的新生。“那天
观众们非常热情，二楼都站满了人，年轻人
居多。”文隽华说，大家的欢呼声就像音乐节
一样，很酷、很有活力。

对外开放仅半年时间，青年音乐派对、
传统京楚汉剧惠民演出、沉浸式数字艺术体
验、文创市集展览、VR探索体验等在民众乐
园陆续上演，以文化引领商业，以潮流带动
消费，这里迅速成为武汉的文旅创新场景和
潮流商业爆点。

江汉关的钟声还在耳畔回响，轮渡已驶
过长江。

长江对岸武昌的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
亦是一处老城改造的代表。昙华林是明洪武
四年形成的一条老街，距今600余年历史，汉
口开埠后，传教士们在此传教、办学、施医，
1200多米的街道集聚了教堂、医院、学校等50
余栋老建筑。从2015年开始，武昌区启动昙
华林3.7公顷范围的修建性规划建设。2019
年，昙华林人文小镇一期正式亮相。

“彩色墙绘被暖阳加上柔光滤镜、百年
老宅屋角风铃摇曳，历经修缮后，这里的一砖
一瓦、一梁一木，仍散发着多年前的气息。”武
昌区古城保护中心副主任翟卫华介绍，近年
来通过各种文创活动，昙华林每年吸引游客
近千万人次，其中年轻游客占七成。

抬头可见五彩缤纷的涂鸦墙，风格各
异、充满个性的文创小店，街头博物馆、城
市书房、非遗体验馆、艺术交流中心散落其
间。发展夜经济的运营思路也被充分应
用，推出灯光秀、美学集市、国潮营地等内
容，璀璨的灯火伴着悠扬的民谣，点亮了都
市夜晚。

“街区”“景区”“社区”“园区”“校区”叠
加，让昙华林以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底
色，引领文艺新风潮，建设成为“主客共享”
的休闲家园。

老城新气象：
活起来的文化基因

昙华林的城墙光影秀讲述着武昌古城
故事，不远处的黄鹤楼则在樱花季开启了限
定主题灯光秀。“通过创新‘现代光影+真人
演艺’的游园模式，让游客能沉浸式走进流
传千年的文化传说，从全新视角感受今日江
城的壮美与瑰丽。”黄鹤楼公园管理处工作
人员江萌说。

与黄鹤楼隔江相望的，是汉阳龟山上的
晴川阁，另一侧山脚下便是古琴台。在汉
阳，除了“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
洲”的诗情画意，还有“高山流水遇知音，彩
云追月得知己”的知音文化，更有近代中国
转型缩影的钢铁故事。

汉阳古城历史风貌区城市更新于2022
年启动1800米汉阳古城文化轴建设，以翠微
路步行街为起点，建设汉阳树公园等6大景
观节点，串联起西大街、显正街两条古老街
道，一直延伸至汉阳江滩。

走进汉阳铁厂工业遗址群落，古朴精巧
的砖红建筑迎面而来；归元寺的寺前广场整
修一新，“荆楚道古今”建筑风格的远洋里商
业街区未完全开放，已吸引不少游客拍照；
发端于汉阳古城的归元庙会，至今仍在传承
最浓郁的年味……工业遗存、百年老树、文
化IP，都有机融入了城市发展脉搏。

青山区的钢铁印记则是新中国工业奋
进的续写。来到武钢文化旅游区，炼出新中
国第一炉铁水的武钢一号高炉经过改建亮
相，游客轻按触摸屏，便可以看到火龙从出
铁口奔涌而来，重现过去铁水出炉的震撼场
景。今年，这里还全新推出了春季参观线
路，游客可以探寻武钢一号高炉、观看5G智
慧炼钢、直击热轧生产工艺、品尝职工特色
美食，体验一场工业探秘之行。

不论是千年诗词，还是百年钢铁，都在
如今的江城重焕光彩。随着武汉三镇的历
史文化风貌街区建设，武汉独特的文化基因
也伴着现代生活得以生长，成为流动在寻常
巷陌的文明血脉。

汉剧青年演员邓诗洁会和同学们相约
在老汉口散步，看看街巷里的戏曲主题墙绘
和戏曲人物铜像，感受市井烟火与古老文化
的融合；汉服爱好者们来到昙华林拍照打卡
的同时，也会走进非遗工作室，挑选一件汉
绣马面裙；非遗表演“打铁花”在改造后的青
山正街上演，运用现代光影技术，再现新中
国首炉钢水迸溅的历史瞬间……

不久前，2025武汉马拉松成功举办，共
有 4 万余名马拉松职业跑者、爱好者参与。
它仿佛一根串联古今的文化丝线，连接起江
汉关、晴川阁、黄鹤楼、首义广场等地标。这
场春日盛宴上，选手们一路跑来，樱瓣翻涌、
古建典雅，江湖春色与厚重文脉相互辉映，
正好诠释着传统与现代的共生。

（原载于《经济参考报》4月16日6版）

游客在巴公房子前拍照留影。 记者熊翔鹤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黄丽
俊）从事公交驾驶29个春秋，运送乘客460万
人次，零投诉；驾车 2.5 万趟次，经过红绿灯
路口 197 万次，零违章；行车近百万公里，零
事故……武汉公交集团531路驾驶员张兵把
公交车当成为民服务的窗口，乘客说：“坐他
的车，我们有种幸福感！”

张兵 1984 年加入武汉公交集团，立志
将方向盘作为服务人民群众的“接力棒”，
把全部热情倾注于公交事业。他说：“公交
车是老百姓的车，当好专职司机就是我的
使命。”

为追求行车平稳，张兵自创“魔鬼训练
法”：驾驶台放置无盖水杯，水若洒出便自我
惩罚；用一把豆子记录停站偏差，反复琢磨改
进。最终，他总结出“中速行驶、低速进站、停
稳开门、关门起步”16字安全行车法，成为行

业标准。他还精通车辆维修，被同事称为“车
辆医生”，每年节油1500余升，近三年累计节
约成本超3万元。

张兵的“五心服务法”感动无数乘客：对
老人多等一分钟、扶一把；为学生协调错峰乘
车，3年护送单亲家庭孩子上下学；自学手语
服务聋哑学生，自购百个“安全书包”赠予特
殊学校；甚至标注沿线公厕位置，化身外地乘
客的“活地图”。一位老人曾写下表扬纸条塞
进他的口袋：“两元钱享受五星级服务！”

在张兵精神的感召下，湖北省公交战线
全面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大竞赛，涌现出
一大批“张兵小组”“张兵式标兵”，越来越多
的公交驾驶员加入争创“三零”新纪录的行
列。“三零四一”工作法成为湖北公交行业为
民服务新品牌。

“公交承载着我的梦想，服务百姓就是最
大的幸福。”多年来，张兵先后荣获“全国劳动
模范”“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
荣誉称号。

历史活化 文旅融合
——武汉老城改造新观察

公交驾驶员张兵：

16字安全行车法成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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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佳（右一）和热心群众纷纷上前救助外卖小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