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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夏珍
本报讯 5月 25日上午，我区

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推进移风易俗工

作。区委副书记陈红伟，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邵方毅出席会议。

陈红伟指出，开展移风易俗是

一项时代所需、群众期盼的民本大

计，是一场旷日持久、极易反弹的持

久大战，是一出涉及面广、参与性强

的全民大业，需要我们凝聚共识、常

抓不懈、协同发力。要强化舆论宣

传，发挥榜样力量，开展专项整治，

加强文化引领。目前，区里已成立

区婚丧习俗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

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及时成立相

应的领导机构，做到人员到位，保障

有力。要把移风易俗工作纳入各地

各部门年度考核体系，对工作推进

情况开展督查考核。

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区里制定了《推

进移风易俗培育良好婚丧新风实施

意见（试行）》。《意见》指出，要

大力倡导生前厚养、节俭办事、生

态安葬、遵守公德，严格遵守操办

婚丧事宜报备公示制度，严格禁止

借机敛财、接受请吃，严格控制操

办规模等，并且将全面实施烟花爆

竹、封建迷信、婚丧车辆、青山白化

“四大专项整治”，积极规范丧事活

动、婚丧产业从业人员队伍管理、公

墓管理。

我区全面部署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记者 喻兴萍
名片：大堰镇箭岭村垃圾分

类巾帼志愿者团队

小传：一群平均年龄超过 65

岁的“老太太”，组成巾帼志愿者

团队，无偿打扫卫生并做好垃圾

分类，制做环保酵素，挨家挨户宣

传垃圾分类做法，并为每个月的

环保集市出资出力。她们为实现

心中的零污染村梦想共同努力

着。

垃圾分类观念深入人心
这群志愿者很认真负责

“打造零污染村是我们大家

的事，环境好了，受惠的是我们。”

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国在箭岭村垃

圾分类动员大会上的一句话，现

在成了该村巾帼志愿者的心愿。

王美恩老人今年 73岁，患有

心脏病。自去年 11月垃圾分类

行动开始，她自觉承包了村里最脏

一段河面的垃圾清理工作。寒冬腊

月，山区气温特别低，河边风更大，

但她仍然坚持用自己制作的蛇皮袋

网兜，打捞河面上的漂浮物。垃圾

打捞上来后，用双手拧干，再分类倒

入小垃圾桶。尽管每天双手冻得通

红，她却总说不冷不冷。现在，清理

河面成了老人的“专利”。

曾担任过村妇女主任的王仕

琴，今年70岁，每天花2小时在村里

的酵素工作坊忙活——清理菜叶、

水果皮等原材料，放进塑料桶里，加

入红糖和自来水，也是一份不轻的

体力活。老人去奉城儿子家，捡拾

起小区里柚子树掉落的果子带回村

里，老人说这是制作酵素的好原料。

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这群志愿者很积极主动
如今对箭岭村村民来说，每月

一次的环保集市，是他们最为期盼

的“盛会”。村民高兴地用旧衣物、

饮料瓶、废旧纸箱等，换回肥皂、热

水瓶、剪刀等日常用品，康巧叶、王

小女等一批后勤服务员则感觉十分

欣慰。

49岁的康巧叶是村妇联主席，

也是零污染村创建的主要组织者。

组织妇女挨家挨户宣传，每天两三

次将村民送到她家的菜叶、水果皮

等酵素原料送到工作坊，康巧叶事

情特别多。

每次环保集市中，68岁的王小

女工作最为细碎。她一个人要清点

村民送来的所有农药袋和农药瓶。

很多人怕农药残留不敢去做，王小

女却已坚持了半年。“还要继续做下

去呢！”王小女笑着说。

洁美村庄是共同的家园
这群志愿者很热心无私
古语有云：各人自扫门前雪，休

管他人瓦上霜。对 76岁的刘银莲

和 65 岁的陈章娟来说，门前雪要

扫，他人的瓦上霜也要管。

自去年 11月开始，刘银莲的扫

帚“侵占”了好多地盘，不光自家房

前屋后干干净净，整个小组片区内

的沟沟坎坎都不放过。陈章娟老人

对此更有心得，因为她在村里多年

如是。有村民说，不是你们的地盘

去打扫干嘛？两位老太太只是笑

笑，依然每天坚持。

69岁的刘安芬，是箭岭村垃圾

分类和酵素推广的发起人。刚开始

一段时间，刘安芬几乎每天开车 30
多公里到箭岭村，与村干部商量如

何宣传推广、培训制作酵素、购买垃

圾桶，手把手教村民们如何进行垃

圾分类……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半年多过去，如今村民对垃圾

分类已很自觉，村庄面貌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她仍然坚持每

周至少两次到村里。“我是箭岭的女

儿，村庄洁净村民生活幸福，我也开

心。”刘安芬坚定地说。

她们都有报酬吧，要不谁干？

这种质疑令老太太们挺伤心。她们

做这些完全自愿，没拿过一分钱。

康巧叶说：“村里经济困难，启动资

金是刘安芬老师和村主任刘旭辉自

掏腰包的，现在维持都已困难，给她

们报酬那更是不可能。”

图为志愿者团队合影。

最美夕阳红，追梦“零污染”
——记大堰镇箭岭村垃圾分类巾帼志愿者团队

记者 斯玲娅
通讯员 陈琼
本报讯 5月 23日，宁波首

本乡村旅游手账在裘村、松岙两

镇正式发行，首批免费向市民发

放 1000份。即日起，市民可以到

裘村镇黄贤村红军广场、马头村

渔夫与海乡村音乐餐厅，松岙镇

卓兰芳纪念馆等地领取。

展示当地乡村旅游特色，推

荐乡村美食，介绍风情独特的民宿

……这本浓浓插画风格的乡村旅游

手账共 58页，分旅游地图、手账涂

鸦、趣味板块、出行必备等四方面。

其中旅游地图内详细介绍了黄贤森

林公园景区、海上旅游项目、白岩山

网红风车公路、千年古村马头村、浙

东红色滨海线路等景点，手账涂鸦

则是请游客回归传统，拿起纸笔，从

规划行程开始，到旅途中收集每一

个票根或是有意思的图文，记录下

旅途中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体

验，用最特别的方式展现出旅行中

所有美好的事物，成为乡村美好时

光的“见证者”。

裘村镇相关负责人说，希望能

借助旅游“个性化”服务，增加乡村

旅游魅力。今年底，还将举办最优

手账大赛。

记录裘村、松岙美好时光

宁波首本乡村旅游手账发布

许犇
近来听闻一件“怪事”，在旧城

改造过程中，我区部分被拆迁老人

出现了租不到房的情况。这里的租

不到房，并非没有房源，而是个别房

东不愿将房子出租给老人。其理由

也是荒诞可笑，老人行动不便、身体

不好，怕徒增麻烦。

危旧房拆了可以住新房，对很

多人来说是好事。但笔者也曾了解

到，有一些老人并不希望被拆迁。

不仅是因为习惯了居住环境，对这

一片区存在感情，更是因为年纪大

了，不愿再搬家折腾。

可为何最终他们配合拆迁？是

因旧城改造的需要，整个奉化发展

的需要，老人同意拆迁是顾全大

局。老人尚且有这种意识，为何个

别房东却没有这种大局意识？或许

有人会说，老人可以暂时住到子女

家中。但是，有些老人并不愿意麻

烦子女，有些老人子女不在奉化，甚

至有个别还是孤寡老人。一个社会

的良性运转，离不开每一个人的主

动参与和担当，参与担当并非一定

要做大事。就像出租房子，何不对

被拆迁老人一视同仁，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呢？

善待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或许现在年轻的你会认为，老

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时代脱

节，嫌弃他们行动缓慢脑子迟钝。

但要看到，老人丰富的阅历而积淀

下来的经验，也是年轻人所不具备

的。老人走过的路、看透的事、悟出

的理，值得每一个年轻人学习和推

崇。在“文明奉邑在行动”深入开展

的今天，身边的很多陋习都在改变，

这种不出租房屋给老人的歧视行

为，与“奉邑文明”格格不入。

当然，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应对

被拆迁老人多一分关爱，不时关心

他们的生活，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

无论从哪个层面出发，善待身

边的老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都是后辈应尽的义务。以己度

人，今天我们善待了老人，不也就是

善待了明天的自己吗？

多一分善待被拆迁老人

本报记者
本报讯 今天，集商业、办公、

居住、文娱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奉化万达广场盛大开幕。奉化

万达广场的开业将进一步促进我区

商业格局升级换代，为市民提供更

加丰富多彩的品质生活体验。

据了解，奉化万达广场是全国

第 245座万达广场，10.4万平方米

的商业空间集结了 222家国内外知

名品牌商户，购物、餐饮、休闲、娱乐

四大功能俱全。万达影城、大玩家、

宝贝王、苏宁易购、永辉超市、玛

斯特健身、MJSTYLE、森马、爱

婴室、妙妙乐等 10大优质主力店

在开业当天齐亮相；大渝火锅、阿

香米线、涌上外婆桥、东北风、鸿

宫、汤岛涮、韩宫宴等 49家舌尖

饕餮品牌，也将为消费者提供全新

的美食体验。

奉化万达广场盛大开幕

记者 斯玲娅
通讯员 乌雯雯
本报讯 昨天，我区首届职教

大会在奉化职教中心举行。市、区

教育部门相关人员、企业代表及家

长代表参加大会。

近几年来，我区职业教育事业

开启了改革发展的新征程，现代职

业教育框架体系基本形成，为全区

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大会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

主题，对奉化职业教育总体情况、优

秀职教团队、优秀职教人、校企合作

单位进行了详细介绍。与会人员在

职教中心体育馆现场感受和体验了

服装设计、电子电工、烹饪等专业动

态技术技能展示。

现场还举行了校企合作签约仪

式，奉化职教中心、技工（旅游）学校

分别与罗蒙集团、佳尔灵气动建立

校企合作共同体，与德朗能、宁波利

安电子签署订单班；中德诺浩汽修

专业国际班与奉化职教中心，新加

坡科文教育与奉化技工（旅游）学校

确立合作关系。

大会对“优秀职教人”胡华安、

应世根，“优秀职企家”单谟君、王剑

波，“优秀职教团队”职教中心电子

电工教学团队进行了表彰。

我区首届职教大会举行

记者 张夏珍
通讯员 汪辰卉
一段短短 10秒视频近两天

在微信群快速传播。视频中，小

小莼湖卫生院桐照分院门口，聚

集了七八十位村民，大伙将拟提

拔离任的分院院长周平团团围

住，纷纷表达难舍之情，一度堵塞

交通。在周平以及闻讯赶来的村

支书的劝说下，村民们才渐渐散

去。

但大伙实在舍不得，村民迅

速组织起来，700名村民联名按

下手印，希望不要将周平医生调

离桐照，“周医生是位好医生，我

们太需要这样的好医生了。”6年
来，周平把病人当亲人，用心守护

村民健康，而村民们打从心底信

任他、依赖他、爱戴他。

“他什么毛病都会看，我们不
能缺了他”

莼湖卫生院桐照分院很小，

只有4名全科医生、1名牙科医生

和4名护士，每日一般安排2名医

生坐诊，可是这个小小卫生院的

平均日门诊量竟有170余人。

2012年 6月，在西坞街道卫

生院工作了 15年的周平，被任命

为莼湖卫生院桐照分院院长。在

村民眼里，周平可不是什么院长，

而是一位“什么毛病都会看”的医

生。桐照村民有点小病小痛，都

直奔这里，就连附近河泊所村和

鸿屿村的百姓，也更愿意来这儿

看病。

有村民告诉记者，周医生就

是一位“神奇”的医生。困扰他们很

久的毛病，只要找周医生看一看，吃

几天药就好了。

而更“神奇”的是，他还能在疾

病初期准确判断，挽救了不少村民

的性命。村民林爱浓的丈夫，2年
多前只是感觉小便略有不畅，并无

疼痛等异样，周医生却让他尽快去

做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果然不好，

幸亏发现及时做了手术。还有一位

老人因喉咙不太舒服来找周平，周

平看过验血单后，叮嘱他务必去大

医院复诊，后来查出是喉癌。

“我哪有这么神奇。”对于村民

的褒奖，周平显得很不好意思。他

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责任心

驱使他不断加强学习、研习医书，多

年的临床经验又让他对基层百姓的

常见病、多发病非常熟悉。来桐照

后，脑中慢慢建立起一份健康档案，

常常找他看病的村民的既往病史甚

至生活习惯，都了然于心。

“我有风湿病，以前去奉化、宁

波的医院找专家看，周医生开的药

跟专家的一样，我现在都找周医生

看，方便多了！”因为有了周平，桐照

老百姓很是安心，村民们已习惯不

再跑去外面看病。

“他从来不大嗓门，也不会厌烦
我们老年人”

除了过硬的医术，让村民留恋

的，还有周平的真心、耐心、细心。

不止一位村民说，从未见过周

医生皱眉头，不管忙不忙，他的态度

一如既往地好。有时诊室人多嘈

杂，后面的病人忍不住会嚷嚷，周平

总是笑眯眯地说：“再等等呀，大家

别心急，我会一个个看完的。”

周平身上有一种淡定的气质，

每次诊断完，都细细将病情跟病人

说清楚，提醒他们要注意什么。“将

心比心，要是自己是病人，也希望多

了解病情。”因此，周平常常错过中

午饭点。每每这时，病人们就会催

他快去吃饭。

“他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好，有时

候真的比儿子还要亲。”林大爷说，

无论是谁需要去奉化医院作进一步

检查，周医生都把去哪家医院、几楼

看哪科门诊，写得一清二楚。走在

桐照的路上，他会主动询问那些常

来就诊的慢性病患者，最近身体如

何。

桐照敬老院长期住着三四十位

老人，2016年起，每过半个月，周平

都会前去为老人检查身体。“他每次

一个都不落下，有几位老人卧病在

床，他也记得。他从不嫌弃老人家

身上有味道，都是笑眯眯的。”在敬

老院院长吴赵娟眼里，周平不只是

医生，还是位“雷锋”。

“我现在活得好好的，他是我的
救命恩人”

“我当时心跳都停了，可你看我

现在还活得好好的，现在的命完全

是周医生给的。”72岁的陈彩娣，直

呼周平是她的救命恩人。

去年 3月的一天，陈老太突然

感觉胸闷，去卫生院的路上，老人晕

倒了。路过村民立刻把老人送到卫

生院。当时，老人呼吸急促、脸色发

白，神志模糊。“呼吸急促，非常危

急，快，抬到抢救室！”

吸上氧气、挂上点滴后，床边心

电图里曲线变成了直线！周平立即

指挥大家展开急救，没有除颤器，他

和另一位医生轮流做胸外按压……

五六个循环之后，老太太终于恢复

了心跳。“我当时都吓傻了，那个场

面，真的跟电视上演的一模一

样。”陈老太的小女儿林旭娜说起当

时的情景，依旧红了眼眶。

等到 120救护车赶到，老太太

被送往区人民医院进一步抢救。后

来经 CT检查，老太太患的是肺栓

塞，所幸在桐照得到及时抢救，住院

半个月后，陈老太顺利出院了。

“急诊室的医生告诉我们，我妈

妈刚送进，周平医生就打电话来询

问病情了。”林旭娜说，“出院后还打

电话找到我大姐家，特地上门来看

她。”

那天，陈老太又来看牙医，想把

她一枚坏牙拔除。周医生听说后马

上过去叮嘱牙医，老太太之前患过

肺栓塞，拔牙怕引起复发，千万要谨

慎。于是，牙医最终采取保守治疗。

有人说，当医生应该拿手术刀，

每天从死神手中抢救生命。但有人

拿手术刀，也要有人关心群众的头

疼脑热。

1997年从学校毕业后，21年来

周平一直扎根基层卫生院。“虽然在

基层，看的都是小病小痛，但获得的

成就感并不比在大医院里少。”他

说，每次面对群众肯定的眼神、由衷

的感谢，心里就非常满足。

好医生6年辛劳守护群众健康
奉化700名村民自发联名挽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