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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周末，许多南京人
在春日“撒欢”。3月2日，20多组
现代+小记者家庭齐聚南京中山
码头和潜洲岛，开启了一场与“水
中精灵”江豚的美丽邂逅。

为了让小记者们近距离观察
珍稀动物，也让他们更加了解保
护长江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现代快
报大记者秋晨哥哥带着充满好奇心
的小朋友来到长江边，他一边分享
江豚的生活习性一边不时地抛出几
个小问题，吸引大家抢答。

在南京长江江豚监测站，小记
者们沉浸式了解江豚的生长环
境。监测站的吴老师介绍：“江豚
和海豚不一样，海豚苗条，江豚
更圆一些，因此江豚不会像海豚
那样高高跃出水面。它们喜欢成
群结队在水里嬉戏，有时跃出水
面，就像在和我们打招呼！”吴老
师风趣幽默的讲解令小朋友收获
颇丰。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神秘空
间，巨大的投影仿若将长江的水

世界搬到了眼前，小记者们被江
豚的影像包围。只见江豚妈妈带
着宝宝在水中自由游动，时而翻
滚，时而跃出水面，溅起晶莹的水
花。如此真实的场景让小记者们
忍不住伸出手，触摸这些可爱的

“水中精灵”。
“走，我们去江边亲眼看看江

豚吧！”秋晨哥哥带着兴奋许久的
小朋友来到鼓楼滨江风光带的江
豚观测点，在开阔的江面捕捉江
豚的身影。“快看那个是不是江
豚？”大家都沉浸在寻找江豚的乐
趣中。

这次江豚之旅不仅让孩子们
近距离接触了“微笑天使”，更让
他们懂得了保护环境、守护长江
的重要性。与江豚的短暂会面
后，小记者们纷纷拿出准备好的
垃圾袋和手套，捡拾江边垃圾。
大家用自己的行动告诉长江：“我
们会好好保护你的！”
实习生 薛子康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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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好好保护你的
现代+小记者邂逅“水中精灵”江豚

2025年2月，一颗永久编号为
530768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南
浦星”。该小行星由南京市第一中
学提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向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提名，由国际
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核批复。

“南浦星”取意于南京市第一中
学两个校区所在地。南京市第一中
学作为南京市首家开展一校两址办
学的中学，拥有位于中山南路301
号与浦云路64号的两个校区。“南
浦星”一词中的“南”取自中山南路，

“浦”则来自浦云路。这颗星是南京
市第一中学的化身，也将见证一中
学子的逐梦征途。

始创于1907年的南京一中，
118年来扎根南京教育沃土，秉承

“求真”校训，勇担社会责任，培养
了茅以升、饶子和等30多位两院
及外籍院士，一大批在文化、教
科、艺体领域的领军人物，在社会
上赢得了良好的办学声誉。新时
代以来，学校以科学教育为特色，
特别重视拔尖创新基础人才的早
期培养，取得了丰硕的育人成
果。“南浦星”获得国际批准，标志
着国际社会对于南京市第一中学
118年办学发展成就，特别是为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所作贡献的充分
肯定。

在南京一中，除了“南浦星”，
还有“饶子和星”“缪昌文星”在宇
宙中永恒闪烁，指引着崇文学子
逐梦前行，是学子们心中最闪亮
的“星”。

2022年10月3日，国际天文学
联合会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发布公
告，浩瀚星空中又新添一颗中国科
学家星——以中国生物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饶子和命名的505906
号小行星“饶子和星”，以表彰饶子
和院士在病毒致病机制和结核致病
菌等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作
为南京一中1967届校友，饶子和院
士始终关心、支持母校发展，担任南
京一中“崇文导师”、崇文班“名誉班
主任”。自学校“院士1课堂”开办
以来，饶子和院士多次带领崇文学
子深入生物领域，了解科学前沿。

2024 年 10 月 20 日，在东南
大学举行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院40周年庆典活动现场，中国
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向中国工程
院院士、江苏少年工程院院长、建
筑材料专家缪昌文颁发了以其姓
名命名的“缪昌文星”的命名公
报、证书及小行星照片。江苏少
年工程院是南京一中与江苏省工
程师学会联合打造的高端科技创
新教育平台，致力于发现和培养
未来高端工程科技后备人才。在
江苏少年工程院创建之初，缪昌
文院士便围绕江苏少年工程院的
课程体系评价方法等关键问题展
开讨论，提出了“小院士”的培养
思路。2021年，江苏少年工程院
在南京一中正式挂牌成立，缪昌
文院士担任江苏少年工程院院
长。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袁永红

南京一中有了专属小行星“南浦星”

微循环线路有望扩大范围，
辐射到其他医院吗？南京市城管
局停车处副处长杨扬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联合各部门，梳理存量
停车资源，探讨省人医周边机动
车停车接驳方式的可行性以及微
循环线路向周边医院扩充的可能
性，进一步缓解省人医片区停车
难题。

南京还会开通类似的公交线
路吗？南京市公交集团运营服务
部线网规划工程师谢鑫表示，若市
民有需求，道路有相应的通行条
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他们会开
通类似的短驳线路，并且除了开通
医院的接驳线外，其他有需求有条
件的类似线路也会积极开通，以解
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

据悉，B15路开通后，各方还
将做好保障线路运营。如鼓楼城
管大队将设省人民医院的城管便
民服务岗亭，日常安排5—7名执
法人员、协管员，协助交管部门、
院方做好公交进出区域的交通秩
序管理与疏导。省人民医院将在
院内设置专用的车辆停靠点、驾
驶员休息点等。

从“站台”到“院内”无缝接驳

南京首条就医公交专线开进省人医

小记者
沉浸式参观

南京首条就医公交专线采用
的是7米级纯电动“小蓝鲸微巴
士”，被很多市民称为“宝宝巴
士”。现代快报记者看到，公交从
清凉山公园站（地铁清凉山站 1
号口）出发，沿广州路、虎踞关、省
人民医院内部道路，最终回到地
铁清凉山站 2 号口，单循环行
驶。沿途停靠公交清凉山公园站
（上客站）、省人民医院门诊部、省
人民医院急诊部、清凉山公园站、
地铁清凉山站（下客站）。

服务时间为上午 7:00—11:
30、下午1:00—5:30，根据医院门

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六运行。该线
路采用无人售票，票价2元，支持
电子支付，同时乘客可享受政府相
关优惠或免费乘车政策。值得一
提的是，上下车处还设置了轮椅无
障碍设施，轮椅可以直接推上车。

登上巴士，内设有14个座位，
可搭载约30人。市民陈女士说，
她每次从双门楼宾馆坐公交车到
省人医看病，就诊完再走到清凉山
公园公交站坐车，“今天第一次坐
微循环公交，正好到清凉山公园下
车，就可以换乘532路，很方便。”

王先生也点赞就医公交专线

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我每
两天就要来省人医打针，地铁7号
线开通后，都是坐地铁来，但下了
地铁走到医院要快20分钟。现在
可以坐公交直接到门诊部了，对于
我们老年人来说，省时又省力。”

在省人医工作的胡大夫也表
示，平时下班走到地铁站要十几分
钟，现在坐上巴士很快就到了，“方
便了我们医护人员，体验感不错。”

据悉，B15 路阶段配备了两
辆十四座微公交巴士，10—12分
钟发车一班。经测算，高峰时段
全线行驶时长为15—20分钟。

“宝宝巴士”开进省人医，市民都说方便

江苏省人民医院是省内规模
最大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日均
门诊人流量约7万人，其中约35%
为60岁以上老人。2024年12月
南京地铁7号线中段开通后，乘坐
地铁的就诊人群明显增加。

江苏省人民医院保卫处处长
张辉介绍，医院门诊楼距地铁清
凉山站直线距离近500米。不少
就诊患者反映，从地铁下来还要
走约20分钟，长时间步行较为吃
力。如开车前往，因医院周边道
路车流量较大，通行、停车也要面
临长时间等待。院方一直在思考
如何通过“地铁+公交”破解这一
问题。

南京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全市共享停车的牵头单
位和省人民医院停车管理共建单
位，市城管局在获悉这一情况后，

要求鼓楼区城管局以7号线中段
开通为契机，全力配合省人民医
院，做好缓解通行难的实地调研，
并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鼓
楼区城管局接到任务后，立即开
展现场调研，摸排就诊人群出行
习惯和现有道路路况条件，并结
合地区停车资源现状，提出了设
置接驳公交专线的初步设想。

由于设置接驳公交专线涉及
跨部门综合协调，市、区城管局于
2025 年 1 月 8 日联合市公交集
团、交警五大队、鼓楼区华侨路街
道等单位召开提升协调会，现场
成立工作专班，明确由区城管局
牵头，倒排工作任务。通过多次
开展实地勘察、专题研究，最终明
确：采用单循环公交模式，让微公
交开进医院内，把站点直接设在
院内门诊楼、急诊楼前。

为了保障线路的顺利开通和
运行，各部门通力合作，做了大量
细致入微的工作。市交通局迅速
审批B15的专用番号微巴士运行
路线；市公交集团引入“三微巴
士”，并在省人民医院门诊楼、急诊
楼设置特色站牌；交警五大队科学
调整沿线的交通信号灯并施画“就
医微小巴士停靠点”标识，高峰时
期，允许接驳微公交借用直行可变
车道优先在虎踞关路口左转，确保
顺利从医院6号门驶入。

省人医改造内部道路，设置
专用道与步行区域的隔离栏；鼓
楼区城管局还完成沿线道路维修
700平方米，修剪38株行道树、补
植苗木170平方米，协调地铁部
门在清凉山地铁站设置B15路的
公交引导牌，并在地铁列车上插
播引导语音播报。

城管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动，两个月开通

探讨微循环线路向周边医院扩充的可能性

3月3日上午7:00，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的公交清凉山公园站，南京首条就医
公交专线启程首发。这条番号为B15路的单循环公交全长1.8公里，连接江苏省人
民医院内的门诊楼、急诊楼和附近的公交清凉山公园站、地铁清凉山站，实现从“站
台”到“院内”无缝接驳，为就诊患者节省约20分钟步行路程。

通讯员 于璐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赵丹丹 文/摄

B15路就医专线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