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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理诊断中，“看清疾病靶区细胞形态”
始终是精准诊断的核心需求。传统显微镜观
察依赖人工逐视野搜索，效率低且易漏诊。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郑廷博士团队历
时4年，在光谷研发出一款名为“数字切片扫
描仪”（俗称扫片机）的设备，为AI诊断疾病奠
定最大一块基石。

譬如，一厘米见方的组织切片，以前需要在
显微镜下观察、拍照，然后进行图片分析。现在
只需要把它放置在扫片机中，短短一分钟便可
生成3G的图片，不仅能看清每个细胞的结构，
而且无须费力地在显微镜下去寻找观测，医生
和科学家们拥有了一种高效的微观观察方案。

———【研发者说】———
讲述人：武汉幂加科学联合创始人郑廷博士

扫片机虽然只有40立方厘米，但功能
强大。扫片机的腹腔内，显微成像、多轴机
械臂、机器视觉、高精度的运动控制集于一
身，这些核心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其中大
部分还属于自主研发。

扫片机通过特殊设计的光源与运动机
构的配合，能将组织切片迅速进行亚微米水
平下、100帧以上的快速扫描成像。如一块
一厘米见方的组织切片，只需要60秒便可
变成3G的高清图像，能清晰看到细胞结构
信息。切片经过扫片机处理后，就可形成一
张纯数字化的虚拟切片，不仅解决了常规切
片不易长时间保存的难题，还让切片具备了
数字化的优势。

这种虚拟切片，不仅能像数字地图一样
随意放大缩小，还能快速通过互联网进行传

输，非常适合远程诊断，解决医疗资源分布
不均的问题。结合AI图像分析，还能通过
计算机精准找到病变细胞，完成 AI 诊断，
大大提高诊断效率，减轻医生负担。我们
正在迭代AI图像分析算法，希望服务于医
疗应用，相信不久的将来，切片进入扫片机
后便可直接提供分析结果，帮医生显著提
高疾病诊断效率。

在扫片机的基础上，我们还专门针对
脑科学的实验研发出脑片分析仪。一分钟
内便可全自动地完成脑片的扫描和配准，
准确反映切片上的信号所在脑区的位置和
数量。

目前，扫片机已经在国内150家单位用
于科研实验使用，今年内可拿到医疗器械
许可证，正式进入临床。

———【大众点评】———
讲述人：重庆医科大学教授汪萌
我们将12毫米切片往扫片机里一放，一

分钟时间，旁边显示器便看清切片组织的细
胞结构。

扫片机外观小巧，如家用电器，特点
是智能化。过去我们做相同的实验，需要
在显微镜下观察、拍照，然后进行图片分
析。现在有了扫片机，可以全自动完成，
成像速度较过去快了几十倍，图片质量也
更高。

重庆医科大学不少学生排队抢着使用
扫片机，半小时可完成过去一个月的工作
量，效率大大提升。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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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荧光标记，扫描出来的细胞组织清晰可见。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东新警方为企业串起线上线下办事“链”

“你们的急办让我们不再难办”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徐天羿 曾明雄 周舟 记者夏奕）

“当时真以为整个研发项目就卡在这了！感谢东新警方急
办，让我们不再难办！”7月4日，东湖高新区某企业负责人
曾先生再次来到东湖高新区公安政务服务大队办事窗口，
专程感谢警方加急办理，解决企业难题。

5月中旬，企业在采购生产原料时，突然发现缺少必要
的存储设施验收备案文书，导致整个项目不得不暂时停
摆。“能不能加急？拖一天，项目就卡住一天啊！”

接到求助后，东湖高新公安分局政务服务大队迅速启
动“一企一策”服务：线上通过“云平台”把企业存储设计图
纸传给安监、消防等多部门专家预审；线下联动企业园区、
区安监局、消防大队等单位组成联合服务小组，直接扎进企
业仓储现场。

“多位专家在云端实时审阅，现场发现任何问题，都是
点对点视频连线，马上沟通解决！”民警举着手机带着企业
安全主管一边看现场一边改方案，在多部门紧密配合下，原
本复杂的验收备案手续办结时间压缩一半。拿到备案文书
那一刻，曾先生忍不住感慨：“这次调度又快又好，救了我们
的‘工期命’。”

东湖高新公安分局政务服务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服务好530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及18万余户市场主体，东新
警方不仅整合公安内部涉企服务，更主动联动园区管理、安
全监管等外部环节。“过去这类事项需要企业找多个部门逐
一沟通，现在警方帮我们把‘链条’全串起来了。”一位科技
企业行政总监有感而发，“全链条”的服务让企业真正获得
更高的办事效率。

7月3日上午张先生到东湖高新政务服务窗口办理居住
证和名下企业的公章备案手续，本以为要排队两次，没想到
他却得知“取一个号就行”，他很快提交资料办妥两件事。东
湖高新区政务服务大队负责人介绍，“一窗通办”正逐渐成为
群众办事的常态，让群众少跑腿、少费劲、少折返，把“按科挂
号”逐步转变为“全科门诊”，为群众提供更多便利。

■讲述人：栾秋桂

我叫栾秋桂，68岁，家住东湖生态旅游风
景区新磨山社区。我每个季节都自己种点菜，
可这几年冬天，年年闹心。辛辛苦苦种的菜薹、
菠菜和萝卜一夜之间被偷个精光。

菜被偷的当晚我也听见过狗叫，可心里打
鼓，天又冷，就没起身去看。大清早再去，发现
几个月白忙活了。向周围种菜的邻居打听，大
家都叹气：“今天少几个萝卜，明天少几根菜薹，
总被偷，太不像话了！”

说归说，我们也没想着去派出所报案。菜
都没了，报案有啥用？再说菜地周围的小路四
通八达，小偷肯定找不着，警察来了也难查。就
这么的，大家忍着，菜一茬茬被偷。

今年1月，社区民警陈磊巡逻时恰好听见
我们抱怨，他停下来问咋回事。我们把几年来
的憋屈跟他叨咕完，陈警官眉头一直紧锁，他是
真替我们着急。

陈警官说，偷菜贼确实难抓，但要想个办法，
让贼不敢再来。没过几天，菜地边立起醒目的警
示标识：“偷菜就是违法！”“严厉打击偷菜的违法
行为！”“偷菜可耻！”标识的落款是“磨山派出所”。

不仅如此，陈警官还带着辅警半夜来菜地
里转悠，把印有派出所电话和他自己手机号的
小卡片挨家挨户发给附近的人。“如果菜被偷，
或是有什么事，不管白天晚上，赶紧给我打电
话。别怕麻烦我，记得啊！”他说得特别认真。

你别说，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菜真的再没
被偷过。邻居们都说，陈警官这法子管用。他
真把我们这些菜农操心的事放心上了。

陈警官也不只管菜地，巡逻时见谁家闹了
矛盾，或是有什么难事，他都主动帮忙，在我们
这里当社区民警快六年，他就像我们家里人一
样。有这样的警察在身边，有磨山派出所落款
的警示标识立在菜地旁，我感觉就像是有了“守
护神”一般，安心得很。

（长江日报记者夏奕 实习生顾雨晴 通讯
员杨槐柳 苏畅整理）

（《我和我的派出所》专栏电子邮箱为
1019458868@qq.com，欢迎您分享故事）

【画像】 磨山派出所
磨山派出所辖区面积17.45平方公里，实有人口2.6万余

人。辖区景区多、村湾多、外来人口多、出租房屋多，季节性
交通流量大、人员流动大。该所2022年被公安部评定为“一
级公安派出所”，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集体嘉奖一次，
曾获评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最美派出所、全
市群众满意基层站所，全市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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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彼时，汉口已开埠15年，早被誉为“楚中

第一繁盛处”，但那时的黄浦路和后湖一带仍
是沼泽地和土墩子，人烟稀少。

1905年，汉阳归元寺昌宏法师因仰慕隆
希学识，常到“古德茅蓬”参学。1909年，隆希
自感年事已高，经缜密考虑，选择昌宏做接班
人，“古德茅蓬”也迎来了第一次改扩建，风格
为中式传统建筑。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京汉铁路
刘家庙车站周边成了战场。

刘家庙车站的位置现已改建为月台公
园，与古德寺直线距离仅1公里多。弥漫的硝
烟中，昌宏率领僧众砍伐寺院竹林制成担架，
救护起义军伤员。

据寺内资料记载：1912年，孙中山专程到
古德寺凭吊革命志士；1914年，黎元洪题竖版

“古德寺”寺名。古德寺从此声名远播。昌宏
抓住机遇，次年再次扩建庙宇。

寺庙改造中，昌宏主持推倒了原有的大
雄宝殿，开始建造一座构思奇特、融合东西方
多种建筑元素的圆通宝殿。

抗日战争时期，古德寺片区多次遭日军
飞机轰炸，众多建筑和寺内保存资料遭严重
损毁，唯圆通宝殿无恙。

20世纪70年代，古德寺被划拨给武汉照
相机厂使用。1996年，武汉市腾退工厂，恰逢
解放大道扩建，位于江岸区四唯街道袁家墩
社区的清济寺搬迁，清济寺的尼众便入住古
德寺修行至今。

从沼泽孤岛上的“古德茅蓬”，到声名远
播的“各寺之冠”，历经百年沧桑，这座古刹始
终敞开怀抱，容纳着各种元素的碰撞与共生。

一眼看尽中西

游客带火了古德寺，因为这里“出片”。
“出片”是年轻人一种生活化的表达，在这里
能拍出高质量的照片。

“混搭”的古德寺恰有这样的气质——融
不同宗教元素、汇迥异风格于一体的建筑。
社交平台上，网友称其是“一眼看尽中西文明
的建筑孤本”“万国建筑博物馆”。

5月的一个周末，成都游客周捷初见古德
寺，内心充满了好奇：“这真的是一座寺庙
吗？”30年前，古德寺现任住持灵德法师初到
古德寺时，也怀有同样的好奇与惊讶。

“它大手笔吸纳东西方文化，成功实现了单
体殿堂建筑风格多元化，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
建筑。”刘谦定聊起大殿的建筑细节，如数家珍。

圆通宝殿为上塔下寺造型。殿顶的大小
佛塔共9座。站在地面看塔顶，最多只能看到
7座，暗合了中国道教“北斗九星、七显二隐”
的说法。殿顶96个莲花方墩，源自中国传统
望柱，寓意“国之四维，天圆地方”。

圆通宝殿到底融合了多少种建筑风格？
中式廊亭、缅甸佛寺群塔样式、伊斯兰清真寺
风格、欧洲哥特式教堂玻璃花窗、印度帕纳瓦
风格……一座大殿，混合多国不同建筑风格，
讲述了一段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故事。

神奇之处在于，这些来自欧洲、东南亚以
及中国本土的建筑符号和装饰元素并非生硬
拼凑。它们被巧妙地组织在传统中式的方形
框架和空间秩序内。

混搭、神秘、异域风情……从海南来武汉
度假的一家三口、安徽来武汉毕业旅行的女
大学生、内蒙古来武汉出差的白领、北京来武
汉探亲的老夫妻……每位游客心里对古德寺
都有一个标签，亦如他们对武汉这座城市不
一的印象：包容、开放、多元。

设计者是谁

百年之前，武汉为何会出现这样一座建

筑？设计者又是谁？如何产生这样的巧思？
寺内流传着一个说法：昌宏法师为建寺

苦思冥想，行走坐卧都在琢磨。他一次打坐
时，眼前出现一座精美宝殿，便立即绘出景
象，按此建造圆通宝殿。

早年间，有学者推测，圆通宝殿是仿缅甸
阿难陀寺建造，昌宏法师请人带回了阿难陀
寺的设计图。

近年，研究古德寺的历史学、建筑学学者
有不同的看法。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副教授万谦推测，圆通宝殿是西方文
化汇入武汉后，文化交融与经济发展的产物。

圆通宝殿的开建时间，历史资料和当代
学者考证多不统一，主流认为是1921年，古德
寺内部考证是1914年，至于完工时间，则统一

为1926年。古德寺保存的《昌宏老和尚略传》
记载：圆通宝殿建成后，昌宏心愿已了，回房
打坐7日，安然圆寂。

无论是1914年或是1921年，均是大汉口
商业和金融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东方芝加
哥”“东方茶港”的称谓享誉世界，著名的江汉
关大楼也建设于这一时期。

圆通宝殿能建成，与古德寺的经济实力
也有一定关系。据寺内师父介绍，古德寺的
庙产范围曾北至朱家河、西至竹叶山、南至永
清街、东至长江边。此外，古德寺还在惠济路
设有古德庵一座。

广东文史学者陈晓平曾试图考证圆通宝
殿的根底。他在《汉口古德寺的“新知识”》一
文中提到，1935年5月5日的《益世报》上有一

段文字：古德寺在汉口，虽然它的新建筑物在
多年以前完成……费用将近20万元。

20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那时武汉
粮价6元一担，一担100斤。而修筑古寺的工
程处，正是修筑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的“汉协
盛营造厂”。武汉三镇300多座著名建筑中，
建筑商可考者107处，其中56处为“汉协盛营
造厂”建造。

“汉协盛营造厂”主要合作设计方为英国
人海明司开办的景明洋行。万谦曾查阅景明
洋行等当时西方在武汉的设计机构建筑名
录，遗憾未发现与古德寺相关的记录。

虽然具体的设计者难以查证，但一座寺
庙内主要建筑的建设，必定是由寺庙自身主
导的。

可以想象，百年之前，昌宏等僧众大胆革
新，采众家之长，主持建设了一座风格杂糅、
工艺精湛、震惊世人的大殿。而他开放包容
的胸襟、务实求变的智慧与超越时代的文化
自觉，给这座城市留下一个鲜明的符号。

与城市共生

一座建筑，承载的是其所处时代的独特
印记，映射着那个时代的建筑技艺与社会风
貌，印刻着城市的历史记忆。

汉口被称为“水冲来的城市”。明朝成化
年间，汉水改道，汉口因水而生，汉江和长江
交汇，天下四聚、九省通衢，汉口又因水而兴。

“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清
朝，汉口已是长江流域货物运输的交通要塞，
湖北、湖南、安徽、山西、江西、四川、浙江、广东
的生意人在此集聚打码头。清朝秀才叶调元
诗称，“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东西南北、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带来
的是多元交融的码头文化——开放包容、精
明务实。江河交汇之处，人们的思想也会激
荡活跃，善“开风气之先”。

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风日盛。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圆通宝殿似乎是这个理念的生动实
践。彼时，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一栋栋
西式建筑起于江畔，构起“万国建筑博览会”，
中西建筑文化也在此交融，咸安坊等一批融
合西方联排住宅与中国传统院落格局的里份
住宅相继建成。

时光回溯百年，古德寺决定采用钢筋混
凝土的方式建设圆通宝殿。武汉自古多水
患，古德寺建于水塘遍布的高地上，距长江直
线距离仅1.5公里，相较当时的传统建筑，钢
筋混凝土建筑防洪性更强。

1931 年夏，武汉 3 个月阴雨连绵，“鄂渚
之三镇，昔日繁华，顿成泽国”。古德寺当然
未能幸免，寺中众多建筑被冲毁，但一张老照
片显示，圆通宝殿孤零零矗立水中。

“佛寺奇葩、文明瑰宝。”这是古德寺宣传
片开篇的一句话。2013年，第二届武汉设计
双年展公布 5 座“武汉城市地标”，经网民投
票，古德寺以104155票，从江汉路水塔、湖北
省图书馆、晴川阁等建筑中脱颖而出，位列城
市地标之首。

2015年之后，游客在古德寺打卡照在社
交媒体悄然走红。抖音平台上有个古德寺的
话题，浏览量高达2.6亿人次，天南海北的游
客在话题中留言互动，分享自己拍摄的视频
和照片。

2023年，武汉位列中国十大热门旅游城
市，入选中国十大旅游目的地必去城市。当年

“五一”假期，一天内9万名游客涌入古德寺，把
仅有 3 个足球场大小的寺庙挤得水泄不通。
现在，古德寺游客年接待量在280万人次。

我想，古德寺当年的设计者和建设者无论
如何都想象不到，百年之后，一座寺庙的建筑
会成为一个让市民和游客触摸历史的窗口。

神奇古德寺

长江日报讯 一项承载着几代人记忆和情怀的赛事不
断传承。7月5日，由武汉市体育局、武汉市教育局、长江日
报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2025第31届武汉晚报中小学生足
球赛报名正式启动，绿茵少年可搜索“武汉晚报杯中小学生
足球赛”微信小程序，组建战队，完成线上报名。

自1995年首次创办以来，武汉晚报杯中小学生足球赛
（简称“晚报杯”）成为武汉市青少年实现足球梦想的摇篮。
这项武汉历史最悠久、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的青少年足球
品牌赛事，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1999 年，“晚报
杯”被评为“武汉市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十大体育事件”之
一。2024年，“晚报杯”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首批群众

“三大球”精品赛事。
今年，“晚报杯”设置普及类（小学U7—U12组）、初高

中组、竞技类（精英甲、乙组；青训俱乐部甲、乙组；女子甲、
乙组）共14个组别，其中普及类赛事将于7月20日—30日
在武昌赛区毛坦公园、汉口赛区塔子湖足球训练基地和汉
阳赛区提球青训足球场等三大赛区同时举行，球队可就近
报名参赛。初高中组的赛事将于7月20日—30日在黄陂
区足球训练基地举行，竞技类赛事将于8月8日—20日在
塔子湖足球训练基地举行。

市足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与上届赛事相比，今年赛
事有两大亮点：一是在去年部分组别实行线上报名后，今年
全面启动“晚报杯”小程序线上报名工作，也为所有参赛球
队、球员提供了方便；二是增设分赛区，是为了鼓励全市范
围内符合条件的适龄段足球青少年组队就近参赛。

市足球协会青少部相关负责人提醒，报名参加小学精
英甲、乙组的球队只能以学校为单位报名，队员必须为该校
在籍学生。青训俱乐部甲、乙组以青训俱乐部为单位报名，
队员必须为同一俱乐部注册运动员。 （朱文秀 刘勇）

晚报杯足球赛开始报名啦

古德寺成为网红打卡点。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