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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湖北日报讯 （记者刘天纵、通讯员周
唯）12月 22日从湖北邮政获悉，今年以来，
湖北邮政上行农产品包裹2.9 亿件，实现农
产品销售11.4亿元，“赤壁青砖茶”“潜江龙
虾”“秭归脐橙”“京山桥米”“孝感米酒”“蕲
艾”等一批湖北地标农产品通过邮政渠道走
向全国。

在2024年湖北农业博览会上，湖北邮政
2023年打造的“楚邮云仓”产品亮相，具备仓
储、处理、直播、冷链四大功能，能第一时间为
农产品采收提供最近的冷链仓库，通过邮政
下行配货与上行带货能力，为农产品进城提
速并降低损腐率。目前，全省已建成1个省级
枢纽仓、11 个地（市）区域节点仓、72 个县
（市）前置仓，“楚邮云仓”总面积超过52万平
方米。

依托“楚邮云仓”，湖北邮政建设了“楚农
荟”供应链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直连品牌商和
2.3万个末端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为中粮、中
百等大型供应商打造适销农村的线上供货平
台，实现村级商超站点当天订货、次日送达、
直配到村，让邮路既跑邮件，又跑商品，促进
乡村消费提质扩容，更好地融入湖北城乡供
应链体系。

“楚邮云仓”提速快递进城

湖北邮政助销
荆楚农产品11亿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龙华

12月20日上午，走进武汉硚口区韩家墩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超过5000平方米的医疗

空间敞亮舒适，候诊区的就诊居民接连不断。

8年时间，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就

诊患者寥寥可数，到年均111.7万人次的门

诊量，从“看病即开药”的社区“药房”，到拥

有省级基层重点专科，武汉市硚口区社区医

疗服务已成为众多辖区居民看病的首选。

对此，硚口区卫生健康局负责人深有感触地

表示，提升自身医疗服务水平，为社区居民

量体裁“医”，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实现“病

有所医”。

“智慧”化解医患供需之结

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8岁的儿子明明
前来就诊。孩子近期反复发热、咳嗽。韩家
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李洪刚接
诊后，迅速安排小明进行肺部CT检查。不
到一分钟，医疗影像AI系统就给出辅助诊
断结果，提示存在肺炎的可能。5分钟后，李
洪刚的电脑上也收到了明明的CT影像。李
洪刚确诊孩子为肺炎后，迅速与明明父母沟
通，安排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不到半小时，儿子的病就看完了。社
区医院省时省心，家庭医生确实管用。”明明
的妈妈临走时留下的一句话，让李洪刚露出
了笑容。

谁曾想到，几年前的情景却大相径庭。
“那时，由于中心放射诊断专业技术人

员短缺，从检查到诊断结果回传短则几个小
时，长则需要等到第二天。”李洪刚为此没少
听到居民的“抱怨”。

“来社区医院检查，也要等待、排队，签
约家庭医生有什么用？还不如去大医院！”
话语虽直，但背后的道理不难让人理解。

“事实上，在基层，诊疗和公共卫生同等
重要，只有诊疗跟得上，才能对接社区居民
的需求，提供医防融合、综合连续的医疗卫
生服务。现在社区医疗硬件设备提升很快，
急救床、心电监护、除颤仪等设备设施俱全；
体检中心可完成彩超、CT、心电图等全套体
检，但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愿来，关键是缺人
才‘软件’。基层医疗机构首诊‘腰板’不硬，
百姓在家门口看不了病，只能拥向大医院。
现有客观条件下，可以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
术快速弥补短板，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区卫健局负责人在对国内部分省市社区医
疗调研后，很快理顺了其间的逻辑关系，找
准突破方向。

政策指向迅速作出反应。在短短两年

内，硚口引入第三方建设的人工智能基层影
像云平台投入使用，提供区域内影像检查质
控、互联互通、结果互认解决方案；采购可穿
戴式血压监测等智能化设备，向社区居民发
放，实名制绑定，让测量血压数值实时上传，
家庭医生随时监测。激励政策、资金投入，
所有新政指向同一个主题：加快数字化、智
能化软硬件跨入临床，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服务公卫需求。

很快，在大街小巷里，家庭医生随时回
应居民需求，涌现出一个个感人故事：

古田街社区老人兰奶奶突发高血压，佩
戴的智能血压仪发出预警，家庭医生叶华文
连夜赶来，化险为夷；韩家墩街家庭医生魏
蕾借助“AI辅助诊断系统”，发现简易社区
居民余奶奶为早期肺癌，将其及时转诊上级
医院完成手术。

跨越医养融合沟壑

“5+2，白+黑，全天候呵护您的健康。”
家庭医生对社区居民签约服务时常说的这
句话，传导的是一个庞大保障体系的守护，
是对尊重生命的践诺。

一切的变化让74岁的老人李汉东感到
“幸福来得太突然”。此前，一直为医和食担
心的他，现在心里感到格外踏实。只需长按
一下手表上的按键，设在六角亭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居家养老平台就会快速响应。
一口气解决了两个“心腹大患”，李汉东感到
生活又充满阳光。

一直以来，国家都在提倡医养融合，但现
实却存在一道鸿沟。医由卫生机构负责，而
养的职能则在民政部门，这就带来一个问

题：需要打破部门壁垒，让医养真正融到一起。
2021年4月，硚口区卫健局与民政局联

合，帮助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拿到
“医养结合”牌照，探索运行武汉第一家获此
资格的政府举办公益性医疗机构。不久，该
中心与有关企业签订协议，携手打造“区域
互联网+医养结合服务生态圈管理模式”，为
辖区内的居民提供周期性的医疗、康复、护
理、助洁、助餐和心理慰藉等六位一体服务。

找出痛点、研发破题、迅速实施，许多关
乎社区老人生活细节的暖心之举铺陈开
来。烟感、燃气探测、水渍报警、红外人体感
应等居家安全监测终端与系统平台互动，24
小时看护，一经触发，家庭医生会立即上门
干预。

这些变被动为主动的医养结合方式，也
倒逼着传统的医疗模式改变。

以往，家庭医生给老人上门量血压，时
间不定，不利于精准掌握老人的身体状况。
现在，家庭医生借助双向智能管理、提醒功
能，实现监测体征数据实时上传，可连续动
态科学管理，在线上把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
起来。目前，已有5000多位老人置身这一
智慧居家医养融合的新场景中。为解开老
人们的心结，作为硚口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试点，六角亭街家庭医生们又开始面对
重点人群推出心理签约服务试点工作。

“医养融合既是一个老命题，也是一个
新课题。”硚口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认为，从
某种意义上说，有着连绵不断的新起点。

牵手激活造血功能

12月20日，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家庭医生叶华文到古二社区为居民巡诊。
家住飞帆小区的程奶奶说，近段时间自己血
压总是忽高忽低。

“这是餐后低血压症。”叶华文说，自己
过去也只在医学教科书上见过，跟着下沉社
区的同济医院教授张存泰学习后，发现张教
授接诊血压忽高忽低的病人就会考虑“餐后
低血压症”。“这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诊疗思
维，能迅速找到症结所在。”叶华文说。

2019年2月，硚口区古田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与同济医院合作成立“同济医院老年
病专家工作室”。由同济医院教授张存泰牵
头，带领专业团队定期开展坐诊、带教、教学
查房。同时，古田社区家庭医生们可免费到
同济医院进行脱产临床进修，双方共同开展
健康管理课题研究。5年来，张存泰教授团
队成为家庭医生们处置疑难病症时的坚强
后盾。

家庭医生最需要提升什么？发现疾病
苗头、预防疾病方法的能力。社区居民需求
什么？家门口看好病的优质医疗资源。

“利用辖区医疗资源丰富的优势，让家
门口的大医院专家沉到社区，这是为社区医
疗造血的路径。”8年前起，在硚口区卫健局
指导下，硚口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
别与同济医院、省第三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一
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等
签订医联体协议，在医联体内建立专家工作
室的合作模式，探索“一中心一特色”布局。

目前，硚口区成立了“同济医院老年病
专家工作室”等13个专家工作室，16位博
导、91位博士下沉社区。大医院名医每周出
现在社区诊所，家庭医生帮助居民优先预约
名医专家号、绿色转诊，已成常态。

为社区群众量体裁“医”
——硚口区做实家庭医生服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际凯
通讯员 沈芙萱 张丽萍

“海霞，你又来啦！”12月5日，在汉川市刘家
隔镇农村福利院，几位老人正在院内晒太阳。
看到刘海霞，88岁的杨之元激动地招手示意。

“杨奶奶，今天来给您剪头发，剪完之后漂
漂亮亮的。”

“哎呀，又要麻烦你了，姑娘。”
杨之元是刘家隔镇逼驾台村人，因子女在

外地工作生活，不愿离开故土的她选择进福利
院养老。

刘海霞今年43岁，是逼驾台村妇联主席，
也是村里的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

福利院院长高四安介绍，这里生活着60
多位老人。平时，刘海霞和村里的巾帼志愿者
每个月至少要来一两次，跟老人谈心、过生

日、演节目，老人们亲切地称呼她们为“红马甲
姑娘”。

逼驾台村因明代世宗第四子景王朱载圳
而得名，常住人口2200多人，60岁以上老人居
多，女性1000多人。刘海霞是逼驾台村人，中
专毕业后一直跟着父母在武汉做生意。2017
年，她跟亲戚一起返乡创业，因热心公益、能力
出众，回到村里不久就被大伙选为村妇联执委。

志愿服务，是刘海霞返乡后一直在做的
事。2021年村“两委”换届，她高票当选村妇
联主席。任职后，她依托村里的妇联执委、热
心人士，牵头成立了“巾帼红”志愿服务队。村
湾的空巢老人逐年增多，志愿服务队发起《纸
润银龄——关爱农村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项
目》，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

为了让志愿服务更加精准，刘海霞和其他
执委们一起成立了宣讲宣教团、创业创新团、

关爱帮扶团、综合维权团、特色家庭创建团等
五个团队开展组团服务，每个团队由一名妇联
执委牵头，遇到村里的建设管理等发展大事，
或邻里之间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等，妇联
组织都要参与其中。

一村民经常在酒后和妻子扯皮，还曾惊动
了警方。村妇联执委、综合维权团负责人张露
得知后，带着几名姐妹上门劝说，最终通过联
系双方长辈上门，解开了夫妻俩的心结。之后
为了帮助女方就业，村妇联执委、创业创新团
负责人谢红玉牵线搭桥，为女方介绍了零工岗
位，进一步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许多我们男
同志解决不了的问题，她们都能又快又好地解
决，我真的是心服口服。”逼驾台村党总支书记
肖万明说。

在汉川市湾潭乡，当地妇联组织聚焦清理
农村垃圾、归整各类杂物、整治农家庭院、美化

村庄环境等方面，从收集群众的“微心愿”入
手，村妇联执委带动志愿服务者一起动手、群
策群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

汉川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罗澜介绍，近
年来，汉川市妇联常态化推进“执委进万家”，
率先开展执委组团服务，打造妇联工作“135”
新路径，编制妇联组织“一张网”、打造“三个”
执委一个团、提供执委领衔的“五个”组团服
务。全市4300多名各级妇联执委通过组团服
务，开展活动100余场次，联系和服务妇女儿
童、老人近5000人次。

今年以来，全省近30万名各级妇联执委
积极参与大走访工作，常态化联系、领办项目、
组团服务等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进一步密切
与妇女群众的关系，成为她们离不开、信得过
的温暖“娘家人”。

汉川巾帼志愿者温暖空巢老人
——共同缔造“她力量”③

湖北日报讯（记者杨然、通讯员杨槐柳）
“我是老党员，不仅参加长江救援，还将参与社
区安全治理……”12月20日，武汉长江救援志
愿队队员张清海有了“义警”新身份。当天，武
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宣布成立“长江义警”，拥
有2000余名志愿者的长江救援志愿队被整体
纳入义警队伍。

武汉公安正积极在全市倡导义警队伍建
设。水上分局着眼于提升水域安全，成立了

“长江义警”。沿江设有22个救援值守点、拥
有2000多名志愿者的长江救援志愿队被纳入
义警队伍。今后，他们除了水上救援，还将在
水上分局指导下，参与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主
动配合水上公安开展法治宣传、治安防范，推

动群防群治、联防联控。
一年来，公安、水务、教育、应急等多部门

联手防范溺水事故，水上公安派出所和长江救
援志愿队积极组织进社区、进学校、进工地、进
江滩“四进”宣传活动，深入沿江社区、学校、餐
馆等场所，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沿江
学校中小学生等溺水高发群体，开展“珍爱生

命、远离野泳”宣传教育活动。在水情危险的
七八月份，队员们还乘坐冲锋舟，沿江巡逻，处
置险情。

据统计，2024 年，水上民警辅警和长
江救援志愿队共成功施救 66 名溺水群
众，两江游泳溺水、溺亡（失踪）人数实现“双
下降”。

武汉水上公安负责人表示，将努力把“长
江义警”打造成一支讲正气、有担当、尽义务、
有活力的队伍，让“长江义警”真正做到敢管
事、真管事、能管事。同时，水上公安将深入践
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提升两江四岸治
安管控、基层治理能力，完善长江汉江水域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

武汉水上公安成立“长江义警”
2000多名长江救援志愿队员有了新身份

武汉硚口区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上门为居民服务。（湖北日报通讯员 汪常青 摄）

枣阳市邮政部门利用“楚邮云仓”为乡村
小商超配送小家电。

（湖北日报通讯员 王运明 摄）

湖 北 印 记

印记

湖北日报讯（记者陈熹、通讯员易俊、李
莎）12月21日从江汉大学获悉，由江汉大学蒋
细旺教授团队多年优选的樱花（华中樱）、野菊
花，以及合作单位的野菊花、萱草等6种花卉种
子材料，参与了太空搭载飞行试验。这是湖北
省樱花（华中樱）、野菊花种子的首次太空搭载，
近期这些种子将陆续播育、试种。

据介绍，9月27日至10月 11日，由国家
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组织实施的中
国实践十九号返回式试验卫星搭载的148种
花卉种子（共计4488.41克）成功完成在轨飞
行试验，并于12月 6日进行了搭载种子交接
仪式，蒋细旺教授团队优选的花卉种子材料
在列。

蒋细旺介绍，过去传统的育种方式主要有
两种，即杂交育种和辐照育种，这是团队第一次
参与太空育种。蒋细旺说，这些太空搭载的种
子非常珍贵，是湖北省樱花（华中樱）、野菊花种
子的首次太空搭载，将对推进湖北省花卉科研
工作、种质资源创新、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
重要作用。

蒋细旺表示，下一步，其科研团队将对太空
归来的种子进行播种、栽培实验，从出芽开始对
其全生长周期进行跟踪记录，从中筛选特别优
秀的变异植株，从形态学、细胞学、生理生化检
测、分子生物学等方法研究变异后的稳定性、适
宜性等，优选品种或品系推向市场。

湖北樱花首次上天
江汉大学培育花卉种子

参与航天育种实验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泽牧）12月22日，搭
载高清摄像头的归巢式无人机，掠过宜昌市点
军区牛扎坪村上空。中央控制室智能大屏幕
前，智能监测清晰画面一览无余。这标志着宜
昌首个低空智能运营服务平台搭建成型，形同

“低空警察”。
打开低空智能运营服务平台，宜昌上空适

飞空域无人机飞行情况一目了然。就连天气如
何、什么时候适合飞行，“低空警察”都能实时作
答。响应速度也从按天审批，到按小时预约，再
到按秒响应。

三峡设计集团旗下勘测院技术人员王长饶
介绍，该类归巢式无人机可续航30分钟，飞行
半径5公里，巡航模式下每天最多可飞12趟。
在宜昌，这样的智能机巢目前有19个，已覆盖
宜昌市中心城区和高新区约1200平方公里范
围，可实现无人机就近起飞。

2025年，宜昌计划将监测网拓展至所有县
市，并覆盖乡镇一级。

宜昌构建“低空警察”
智能监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