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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龙华、通讯员武艺婷）近日，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眼科青光眼亚专业医护团队在眼科主任柯敏和副主任医
师曾雯的带领下，为一位先天性青光眼患儿进行了双眼微导管
引导的外路360°小梁切开术（MAT），手术过程顺利。据了
解，该手术为湖北省内率先开展，将为先天性青光眼患儿带来新
希望。

儿童青光眼，是胚胎期和发育期内、眼球房角组织发育异常
从而导致房水排出障碍所引起的一类青光眼，多数在出生时已存
在异常，通常在青少年时期发病。其中，原发性先天性青光眼
（PCG），是儿童青光眼中最常见的类型，约占65%至75%，一般
在3岁前发病。

“微导管辅助的小梁切开术的优势在于，可以在直视下准确
切开小梁组织，减少多次手术及全身麻醉的风险。”柯敏介绍。

据文献报道，该手术作为首选手术治疗方式，在原发性先天
性青光眼中的成功率为93%至100%。

先天性青光眼治疗
取得新突破

手术成功率达93%至100%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义超

“王跑跑”，宜昌钓鱼圈的大红人。
并非他鱼钓得好，而是他专门帮钓

鱼的朋友打捞掉在水里的手机。
打捞手机要到处跑，大家遂叫他“王跑

跑”。时间久了，大家开始主动支付其酬劳，
天热500元捞一次，天冷600元捞一次。

1月14日，“王跑跑”表示，2024年
他累计为宜昌、荆州、荆门及恩施的钓友
捞起来100多部手机。此外，他还捞过
戒指、手串、鱼竿、无人机甚至汽车。

10秒钟 他赤手空拳捞出手机

1月4日，“二九天”的第6天，室外
温度4℃。

中午1点，正在跑的士的“王跑跑”接
到电话，一位钓友在挥鱼竿时，手机掉水
里了。

22分钟后，他赶到钓场，端着刚买
的水下摄像头，疾步来到水边。

此前，“王跑跑”全靠身体贴着水底
搜索，连潜水眼镜都不用戴。去年秋天，
他“升级”了装备，购置了水下摄像头。

2分钟后，他便锁定水下手机的位
置。他小跑回车里，换上新买的潜水服，
就着鱼塘的水浇了浇身子，手臂舒展了
几下。

“扑通”一声。周围人还在嬉笑时，
“王跑跑”已经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

1、2、3……10秒钟后，岸上钓友还
没来得及打开手机拍摄，“王跑跑”已经
右手举着手机探出水面。由于打捞及
时，这部手机完好无损。

“王跑跑”返回车内，赶紧换上御寒
衣物。此时，他才发现右脚脚板被水下
障碍物刮伤。

他说，水下情况复杂，受伤是家常便
饭。

没想到这么多人把手机掉水里

“王跑跑”本名王龙海，1985年出
生，从小在宜昌秭归县香溪河边长大。
1995年，因三峡工程建设需要，全家移

民到伍家乡灵宝村。日常工作中，他是
一名出租车司机。

“小时候在香溪河里捞鱼摸虾。”他
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因为潜水捞物
能力强，自小周围的朋友就把他名字反
着念——“海龙王”。

王龙海喜好钓鱼，帮人捞手机纯属
偶然。

2020年，他外出钓鱼，朋友的手机
掉进了水里。他二话不说，一个猛子下
去，很快就把手机捞了起来。朋友把拍
的视频发到网上，没多久就在钓鱼圈传
开。从此，时不时有人找他捞手机。

2022年，王龙海在网上开设了短视
频账号，记录捞手机的过程。2024年他
帮人捞了100多部手机，仅12月就捞了
20多部。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把手机掉
到水里。”王龙海打开话匣子。

他介绍，有鱼竿中了鱼，激动得忘了

手里还拿着手机，直接握竿的；有误以为
裤子有口袋去放手机，结果手机直接滑
到水里；有的将手机放在钓箱里，钓箱被
风吹到水里……

最忙的一天，他先后在枝江、宜都、
夷陵、伍家岗等地的鱼塘捞了5部手机；
最紧凑的一次，刚帮一位钓友捞起手机，
旁边钓友的手机又掉到水里，他还没来
得及换衣服；他捞起最大的物件是汽车，
一位钓友着急钓鱼，车子停在水边忘了
拉手闸，他赶过去潜水协助吊车绑定车
辆；捞的物件最多的一次，一位钓友的两
部手机、一对耳机、一块手表一起掉入了
水中，他用了数十分钟全部捞了起来；捞
起最小的物件是戒指，江边钓友抛竿，结
果戒指不小心从手指滑了出去……

打捞不易 受助者主动支付酬劳

每次帮人打捞物件，对方都会给王

龙海油费、取暖费、辛苦费之类的酬劳。
“一般都是当事人主动提出给些辛

苦费，天热500元、天冷600元，距离远
的，还会加些油费。捞不上来，一分钱不
要。”王龙海说。

“‘跑跑’无论多晚、多冷，都会及时
帮助大家，支付一点辛苦费，大家都觉得
是应该的。”宜昌云万泽钓场经营者龚艳
平表示，手机里存储着重要信息，丢失了
很麻烦，“王跑跑”的出现带给大家希望，
如果打捞及时，数据不会受到影响。

钓友张顺说，“跑跑”很辛苦，潜水需
要技术，贴着水底捞物又容易受伤，所以
大家对他很尊重。

潜水有一定危险，即便水性好，王龙
海也给自己定了规矩：水深超过6米不
下水、水底情况复杂不下水、无人看护不
下水……“钓鱼是健康的运动，一定要注
意好个人财物和人身安全。所以不建议
钓鱼的朋友下水捞物。”王龙海说。

钓鱼人王龙海化身打捞者海龙王

捞起百部手机 甚至还有汽车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训前、通讯员蒲云海、杨光明、李星）1

月13日，在全省2025年越冬水鸟同步调查中，调查人员在位于
荆州监利市的何王庙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发现黑鹳大型种
群，数量达196只。

据介绍，这是我省首次在一个调查单元记录到超过100只
的黑鹳越冬种群，如此大规模的黑鹳种群在国内也属罕见。

何王庙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是全省127个越冬水鸟
同步调查地点之一，湖北省林业局组织专家赴监利市现场指
导，确保调查科学规范、数据准确。省林业局专家与监利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调查人员一起，早早地守候在何王庙保护区
隐蔽处，记录水鸟情况。13日10时许，调查人员发现一群黑
鹳飞临何王庙长江滩涂，数量达196只，它们时而悠闲地觅食，
时而展翅飞翔，场面非常壮观。

黑鹳属鹳形目鹳科，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大型涉
禽，在我省主要分布于黄石、十堰、荆州、随州、襄阳、宜昌等地。
黑鹳冬季主要栖息于开阔的湖泊、河岸和沼泽地带，有时也出现
在农田和草地，主要以鱼类为食。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李翔介绍，黑鹳十分挑剔栖息地，对环境
质量要求非常高。2022年，何王庙保护区越冬黑鹳种群数量为
87只，今年增加到196只，充分说明何王庙成为水鸟的乐园。
近年来，长江大保护持续发力，严格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湿地修
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栖息地环境改善、增殖放流等措施，长江生
态环境显著改善，鱼类资源增加，为黑鹳和江豚等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良好的栖息地。

湖北首次发现
近200只黑鹳大型种群
该物种对环境质量要求极高

“王跑跑”成功为钓友打捞起手机。（视频截图）

“幸亏当时CT检查出来了问题，不然后果不堪设
想。家附近的社区医院关键时候能救命！”1月7日，
马婆婆到韩家中心再次复查CT，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她松了口气。一年前，马婆婆突感头晕头痛，幸得中
心的CT检查出真正的病因，让她逃过一劫。

当时头晕头痛的症状突然袭来，马婆婆以为是多
年的颈椎病所致，并未在意。到了中心后，按照往常
的经验，她要求医生开扩管针。但接诊的全科医生舒
想仔细检查后，立即让她做头部CT。结果提示其蛛
网膜下腔出血，随时有生命危险，患者旋即转至同济
医院ICU治疗。

“幸好CT检查及时发现病变情况，这在以前不可
想象。”中心主任丁良柱感触颇深，“那时，没有CT、胃
肠镜，疑似病例只能靠经验，无法明确诊断；病人对中
心的认可度很低，医生没有成就感，流失现象很严重，
中心的发展陷入泥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22年7月份，在区委、

区政府以及局党委的关心下，中心整体搬迁到南泥湾大
道，面积由1300多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5300多平方米，
添置了DR、CT、胃镜、热成像仪等新设备，成为全市极少
数能开展胃肠镜业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一。

整体搬迁后，中心瞄准大医院“空白点”和居民需求，
差异化特色发展，努力建设“基层卫生标杆中心”“提升患
者体验典范中心”“高质量发展先行中心”。如今，中心通
过“软硬兼施”，软硬条件扎实，设有全科门诊、中医门诊、
康复门诊等10多个科室，医疗队伍“兵强马壮”。

从无到有夯实医疗基础，从小到大奋力拼搏发
展，越来越多像马婆婆这样的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享受便捷看病、优质就医。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近年来，武汉市硚口
区不断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先后投入
5.9亿元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成功改扩
建了一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幅提高基层医疗机构
的医疗设备硬件设施水平。

“面对居民的健康需求，我们一直在探索与实
践。”武汉市硚口区卫生健康局负责人说，硚口区1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与同济医院、湖北省中山医
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等上级医院签
订医联体协议，建立起12个专家工作室。

一项项举措真正落实，居民健康保障落地生根。
如今，硚口区秉持“一中心一特色”的原则，让居民不
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全力推进心脑血管
一体化防治站创建，持续实施“323”专病攻坚，重点人
群健康管理落实落细，老年人免费体检和家庭医生签
约工作连贯有序。

实干为笔，在守护区域居民健康的画卷上，硚口
区卫健局奋力推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技术水平和人
才建设，聚焦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能、大健康产业集
聚发展、区人民医院建设提速“三件大事”，“健康硚
口”美好图景已显现出强劲的张力。

（葛蓉 胡凌云）

绘就基层医改“硚口画卷”

硚口区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八年蝶变
“没想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能把病治好。名头不大，

本事不小！”1月5日，患者曾先生给武汉市硚口区韩家墩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韩家中心”）送来锦旗。两周前，

曾先生因左腕外伤肿痛难忍、关节无法活动，到家附近的韩家
中心寻求治疗。夹板固定、外敷药、内服药……一系列中医特
色治疗后，曾先生的肿痛情况在一周后消失了大半，“本来只

想临时打个夹板固定，再去大医院看，没想到在这治好了！”
这次惊喜的就医体验，一改曾先生对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看法。

92岁的画家杨茂林没想到，他
这辈子“最舒心的一次就诊”竟然
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家住硚口的杨茂林是湖北美
术家协会会员，尤擅画菊，有“杨菊
花”的美誉。

痛风发作时，杨老就近来到韩
家中心看病。全科护士尹小琴观
察到老人耳背、手脚不灵活，便主
动上前搀扶，并全程陪同其缴费、
抽血、拿药。

“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他们
对待每一位病人都这么认真和热
情。”杨老心怀感动，作画一幅送给
中心。中心将养老服务纳入家庭
医生服务对象，为其进行定期健康
随访。

基层医疗机构是呵护居民健
康的第一线，而居民的需求是多样
化、全方位的，该如何满足？

“想把老百姓留在基层看病，
首先要有留得住人的医疗水平，还
得为辖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健康管
理服务。”韩家中心党支部书记胡
凌云说。

从单纯的疾病治疗到预防保
健，从康复护理到长期照护，从产
后康复中心到老年康复病房等特
色科室……拓展全生命周期健康

服务，中心蹄疾步稳。
“服务是软实力，也是第一生

产力。”韩家中心笃行不怠。
2023年8月，《最温暖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三年提升行动服务举
措88条》被印制成口袋书，装进了
中心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口袋里。
他们定下了一个“小目标”：用3年
的努力，持续内外兼修，打造“最温
暖”的社区医院。

设置“母婴自助服务区”，方便
热水冲饮、更换尿布；为服务对象
提供“爱心糖果”预防低血糖；设置
危重病人（如胸痛卒中）专用就诊
通道，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开通
与三甲医院联网的远程医疗服务
……88条作为制度，硬件软件双注
重，除责任到人外，还加强巡查监
督，力求件件落实。中心门诊量较
8年前增长434.7%。

从最初的基本医疗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发展到如今涵盖个性化
健康管理方案制定、慢性病随访管
理、上门服务等多元化服务内容，
韩家中心签约居民数量逐年递增，
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形成了与居民
紧密相连的健康守护链条。

1月6日上午9时，韩家中心挂号窗口、取药窗口、
候诊区皆是人头攒动的景象。当日，中心门诊量为
538人（次），在全市同类机构中名列前茅，基本实现了
居民就诊首选社区医院。

然而，在八年前，该中心一天处方量还不到40
张。业务量十倍提升的背后，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
用“党建+业务”双轮驱动、砥砺前行的发展之路。

面对患者就医的急难愁盼，他们优化流程、“患
位”思考，持续提升医疗的温度；面对潜在的疾病威
胁，他们抽丝剥茧、防患于未然，为公众健康开出社会
处方……将党建工作贯穿于医疗服务的各个环节，韩
家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
战斗堡垒，每名党员都是一面鲜红的旗帜。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调研，领
导班子敏锐发现，青年人才的“双核需求”，一方面需
要在专业上不断学习和精进，另一方面需要归属感和
安全感。

据此，中心启动实施“党建师带徒”项目，为青年医
生配备生活和业务双导师，针对性实施“双引擎”共同
发展工程。思想上，中心选派政治思想过硬、党龄超过
10年的优秀党员作为青年医生的生活导师，督导青年
医生的政治学习、思想状况、生活谈心；业务上，中心聘
请或选派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师为青年医生传授医疗知

识和技术，在日常工作中进行一对一指导。
党建师带徒项目，吸引了人才，也培养了人才。

通过党建引领各项人才培养举措，韩家墩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疗队伍变得“兵强马壮”，设有全科门诊、
中医门诊、康复门诊、专科门诊等10多个科室；引进
博士，带来硕士，形成1个博士带领7个硕士的人才发
展格局。目前，中心拥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
达到10人。

在“党建+业务”双轮驱动下，党支部与社区党组
织结对共建，将医疗服务延伸到社区的每个角落，增
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近年来，
硚口区涌现出“党建‘疾’先锋”“红心引领，先锋攻坚”

“社区健康守门人”等特色品牌，促进党务、业务双向
奔赴，推动医疗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

2024年，中心年门诊量达12.3万人（次），居民首
诊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成常态。

业务精进 从基础医疗迈向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 党建引领 以红色引擎驱动健康事业发展

跨越发展 健康硚口的蓬勃脉动

画家杨茂林给韩家中心赠送书画作品。

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韩家中心副院长陈松（左）
与康复科主任李亚其一起探讨病情。

硚口区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