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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徐晨燕） 饱受疾病困苦的患者，
在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治
愈后，心怀感恩，决定捐资 50万
元成立“E基金”，资助贫困的耳
疾患者。“E基金”昨天开始正式
启动，符合条件的贫困耳疾患者
可提出申请，每人最高可获得
3333元的资助。

这位好心人不愿透露姓名、

身份，只说叫他 L 先生。57 岁的
L 先 生 是 宁 波 人 ， 一 向 热 心 慈
善。L 先生患有鼻窦炎，10 多年
来饱受折磨，去年他辗转于上海
大医院求医，却始终没有好转。
今年 6 月，他经朋友介绍来到李
惠利医院。接诊的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沈毅主任医生建议他做一次
鼻窦内窥镜手术。令 L 先生意外
的是，他的鼻窦炎居然被治愈了。

“宁波医生技术好又负责！”
点赞之余，L 先生很想为宁波医
疗事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他从
沈毅医生处得知现在中耳炎十分
常见，尤其是少年儿童好发，可

治疗费不菲。中耳炎患者中最后
导致双耳失聪的，相当部分是因
为家庭经济困难，没有得到及时
有效的治疗，病情延误所致。于
是他决定捐资成立“E 基金”，E
是耳朵ear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主
要帮助耳朵疾病的贫困市民就医。

昨天，“E基金”已正式投入
使用，每年捐资 10 万元，持续 5
年，符合条件的贫困耳疾患者每
人最高可获3333元的资助。

按“E 基金”有关规定，下
列人群可申请：低保家庭成员

（持有低保证家庭成员）；残疾家
庭成员 （三级残疾及以上家庭成

员）；低收入人群，即家庭人均收
入低于宁波同期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的 1.5 倍 （2018 年最低生活保
障为 804元/月，申请人家庭人均
收入需低于 1206 元/月，需所在
单位或户籍所在地村委会/社区居
委会提供相关收入证明并说明低
收入原因）；非本地户籍贫困人
员，来甬3年及以上，同时符合1
至3项任何一项。

据介绍，上述贫困患者在办
理住院手续时，可携带证明材
料、低保证复印件或残疾证复印
件或村委 （居委） 会出具收入证
明提出申请。

L先生感恩医生治愈鼻窦炎

捐50万成立基金帮贫困患者

本报记者 冯 瑄
通讯员 徐桂凤 张 俊

6 月 29 日凌晨 5 时，77 岁大
榭城管办事处“爱心屋”志愿服
务站专职义工、党员志愿者施锦
璋突发心梗抢救无效去世。噩耗
传来，认识施锦璋的人都心痛不
已。提及施老，他们都会竖起大
拇指：“做好事，一做多年，了不
起……”

施老走了，7 月 11 日，接替
施锦璋工作的徐志凤在收拾“爱
心屋”志愿服务站时，在一张废
旧报纸下发现了一个泛黄的信
封，里面装有 100 元现金、一张
农业银行借记卡和银行存款票
据。票据显示，这张借记卡是施

锦璋的，余额有 4000多元。信封
的背面，施锦璋写道：“每年各种
奖励费，以后存一部分用做公益
活动。”

因为走得匆忙，这个信封背
后的留言成了施锦璋唯一的“遗
嘱”。

施 锦 璋 出 生 在 江 苏 启 东 ，
2002 年从部队退休后，被原大
榭开发区社区管理局返聘，协
助管理海湾菜市场。“爱心屋”
志愿服务站是施锦璋参加公益
活动的“加油站”。去年 2 月，
大榭开发区城管局郑重邀请他
加入城管义工队伍，帮助城管
查问题。至此，施锦璋又多了
一身份：大榭城管办事处专职义
工。

“施老办事靠谱，效率高，不
管大事小事，一呼就应。”大榭开
发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一个
多月前，大榭城管办事处启动

“爱心商户”建设。施锦璋接到任
务后，二话不说，挨家挨户走访
家门口的海山路步行街，完成
130 多家商户的登记调查。眼下
施老的同事正按照他留下的这份
登记调查结果继续推进“爱心商
户”建设。

为了方便居民第一时间找到
自己，施锦璋在“爱心屋”志
愿服务站门口张贴了他的手机
号码。从此，这个手机号成了

“ 爱 心 热 线 ”。 因 为 调 解 矛 盾
“有一手”，去年施锦璋还被海
湾 社 区 聘 为 和 谐 促 进 会 副 会

长。
平 日 里 ， 施 锦 璋 以 一 技 之

长，开了一家钟表维修店。16
年 来 ， 施 锦 璋 在 钟 表 修 理 店
内，为居民义务修理 2 万余次。
值得一提的是，施锦璋一生救
过的人有 20 多个：大学生跳江
他赶上了，危急关头，奋不顾
身，阻止了一场悲剧；老奶奶
突 然 被 汽 车 撞 倒 ， 他 赶 上 了 ，
生死关头，毫不犹豫将病人送
医 救 治 …… 施 锦 璋 家 人 回 忆
道，施老做这些事“从来不留
名。有人为了感谢他，整整寻
了他三年”。

这个暑假，施锦璋的孙子李
天一利用业余时间加入了公益组
织，传承了爷爷的爱心。

77岁大榭党员志愿者留下“遗嘱”

每年一部分奖励费用来做公益

本报记者 陈结生

昨天上午，有读者向本报报料，
中海东湖观邸小区 10年间从干净
整洁、绿树成阴沦落到现在垃圾经
常不定期清理，大片绿地成菜地的
状况，希望记者来实地进行采访。

昨天中午 12时，记者驱车来
到中海东湖观邸，小区业主赵先生
带着记者来到该小区的“菜地”。记
者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番茄、秋
葵、小青菜……市场上能买到的蔬
菜 这 里 都 有 ，估 算 这 块 菜 地 有
3000平方米。

赵先生表示，这块地原本是
公共绿地，后来被一些业主偷偷
种了蔬菜。他们向物业反映，物

业回复会处理，可是到现在一点
动静也没有。

在赵先生的指引下，记者来到
了该小区 202号附近，看到在公共
绿地上堆放了各种建筑垃圾。“你看
像这样路边随意乱放的建筑垃圾比
比皆是，向物业反映，他们也不理
睬。”赵先生说。

赵先生说，造成这些建筑垃圾
乱堆放的原因主要是小区没有建筑
垃圾堆放点，有些业主会把建筑垃
圾放在垃圾桶旁，而物业有时常常
过三五天才会进行清理，导致垃圾
桶内外都堆满了垃圾。”

记者随后来到中海东湖观邸
物业办公室，在记者一再要求
下，工作人员拨打了中海东湖观
邸物业经理电话，该经理表示不
接受采访。

对于相关情况，记者将继续
关注。

中海东湖观邸小区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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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郑攀 严海） 今年“一打三整
治”工作推进以来，象山查获了一
批违禁渔获物。这些海鲜被查扣之
后会怎样处置？不少市民对此心存
疑问。昨天上午，象山市场监管部
门向记者进行了“解惑”。

据介绍，没收的渔获物一般
会统一存放在定点冷冻厂，而活

体渔获物 （如蟹类以及海龟等水
生野生保护动物） 尽量现场及时
放生。如果渔获物数量不多，价
值不高 （50公斤以下或价值 1000
元以下），可以赠送给经民政部门
登记的社会福利机构。而已腐烂
变质等失去利用价值的渔获物，
将采取垃圾填埋等方式进行无害
化处理，不得倾倒于港口水域。

查扣的违禁渔获物去哪了？
象山市场监管部门为你“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