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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在宁波的
一些医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代替病人与医生沟通；请求医生关
照某些特殊病人；专业帮病人解决
社会、心理、经济等问题；给住院
病人提供生活和心理的照顾。他们
就是这两年医院里出现的一个新职
业——医务社工。

昨天下午，我市举行了 2020
年宁波市医务社会工作优秀案例
展示活动，来自 8 家医疗单位和 2
家社会组织的医务社工进行了案
例分享。

医务社工，全称叫医务社会工
作者。据介绍，医务社会工作是指
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和方法，为有需
要的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专业医务社
会服务，解决或预防因疾病所导致
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帮助其恢

复和发展社会功能的职业活动。
资料显示，我国台湾地区医务

社会工作人员与医院规模、医院层
级成正比，医院评价标准规定社会
工作人员与床位比需达到 1/100。
在香港，从 1982 年 10 月开始，政
府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被纳入社会
福利署的管理范围。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市
的医务社工处于起步阶段。据了
解，宁波市第一医院于 2017 年成
立医务社工部，为全市第一家医
务社工部。2019 年起，各市级医
院相继建立医务社工部，目前所
有市级医院成立了医务社工部。

医务社工实际上是医患之间
的“摆渡人”，他们的出现受到了
欢迎，被帮助过的病人称他们为

“亲人”，医生护士则视他们为贴

心助手。
去年，贵州王先生 3 岁的儿子

小天被诊断为地中海贫血，经四处
打听后，王先生夫妇俩带着儿子来
到宁波市第一医院。医生为小天制
订了治疗方案，可是医疗费需 30
万元。面对这巨额的费用，王先生
如坠深渊，夫妇俩抱头痛哭。是医
务社工乐凌为他们一家重新燃起了
希望。

“临近春节，他们一家人连吃
饭都成了难题，我们同事看着心
里都不好受。”乐凌四处打听，终
于帮王先生在医院里找到一份运
送工作，一个月收入有 4000 元左
右。儿科的医护人员主动承担了
买饭送饭的任务，让小天一家终
于不再饿肚子。更让这一家人感动
的是，由医院医务社工部牵头向社

会各界筹集善款 5 万元，医院还减
免了部分治疗费用，再加上来自贵
州老家爱心人士的帮助，他们终于
解决了医疗费这个大难题，小天得
救了。

市卫健委医政处处长王涌说，
医务社工是现代卫生系统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专业技术人员，医务
社工的出现，改变了之前医院单
纯 的 治 疗 “ 身 体 疾 病 ” 的 模 式 ，
让患者在医院能够得到身心各方
面的照顾。业内人士认为，医院是
否设立社会服务部或社会工作部等
机构，已成为衡量、检验、评价医
疗服务质量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
标之一。

据悉，3 年内，我市所有三级
医院和县域医共体将全面开展医务
社会工作。

医院悄然出现了一群医务社工
他们是医患之间的“摆渡人”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陈
琼） 我市首场星级家庭医生事例巡
回报告会近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
悉，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末，全市家
庭医生共签约居民 151 万人，家庭
医生已经成为宁波城乡居民的健康

“守门人”。
宁波市自 2011 年起在全省率

先开展家庭医生试点工作，2015
年 5 月 1 日起全面推广实施并连续
4 年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目
前 ， 全 市 有 家 庭 医 生 4000 余 人 ，
其 中 三 星 级 家 庭 医 生 1600 余 名 ，
四星级家庭医生 326 名，五星级家
庭医生 37 名。

我市家庭医生开展多样服务，
提供预约诊疗、家庭病床、上门出
诊、健康诊断和预约诊疗、大型
仪器检查、慢病长处方等 11 个优
先优惠项目，充分满足签约群众
个 性 化 的 基 本 医 疗 卫 生 健 康 需
求。据统计，截至今年第三季度
末，全市家庭医生共签约居民 151
万人，签约重点人群 124 万人，提
供上门出诊 2.3 万人次，开设家庭
病床 625 张。

在基层就医不光省心，而且省
钱。在宁波，签约居民在家庭医生
处就诊免收一般诊疗费，经家庭医

生转诊住院的患者提高报销比例。
签约慢性病患者在家庭医生处就
诊，可享受与市级大医院相同的药
品，还可享受 153 种药品一次配药
量放宽至 3 个月以内的“长处方”
优惠政策，经家庭医生转诊到综合
医院住院的老年居民及非从业人员
医保报销比例提高 3 个百分点。

与前几年相比，宁波家庭医生
的业务能力明显提升，对慢性病及
常见病情进行筛选。遇上患有重症
或紧急病情的病人，家庭医生完全
可以与上级医院对接，为签约病患
进行远程会诊，或优先转诊开通

“绿色通道”，让群众在基层就医更
加放心。数据显示，2019 年，全
市基层共提供门诊医疗健康服务
6471 万 人 次 ， 基 层 就 诊 率 达 到
66.1%，同比提升了 487 万人次。

与此同时，我市家庭医生还搭
上了智慧快车道。目前，全市已开
设 50 余个远程会诊中心、270 余个
基层云诊室，家庭医生通过远程医
疗服务中心、云诊室、穿戴式健康
管理设备、在线健康咨询等，建成

“健康专线”，实施全程健康干预管
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人复
诊配药足不出户就可借助物流直接
配送到家。

151万宁波人
拥有家庭医生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陆明光 徐莹莹

昨天是全国第九个“交通安全
日”，今年的主题是“知危险会避
险、安全文明出行”。记者从当天
举行的 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暨宁波
市美丽乡村行文明交通宣传启动仪
式上获悉，高德地图第三季度数据
显示，宁波城市交通健康指数在汽
车保有量超 200 万辆的城市中排名
第三 （公交幸福指数排名第一），
运行总体平稳。

宁波公安交警提供的数据显
示：今年 1-11 月，全市全口径交
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30%，并
且没有发生一起死亡 3 人以上的较
大事故。

活动剑指高事故率目标

“小朋友，这是真人版交通飞
行棋哦！你先站到起点，然后根据
抛出的骰子点数前进，路上会遇到
各种交通问题哦。”昨天上午 9 点
30 分，在江北文创港，我市迎接
全国第九个“交通安全日”活动如
期举行。交通飞行棋的出现，瞬间
成为现场孩子们的“团宠”。

交通安全知识问答区、交警铁
骑演示区、车辆盲区展示区，行业
代表承诺文明出行、示范村代表谈

文明交通创建、文明交通宣教基地
授牌⋯⋯昨天的活动有备而来，剑
指各项高事故率的目标：电动自行
车、老人与孩子、农村区域道路。

而在前几天，我市各地交警部
门也陆续开展“交通安全日”宣传
教育活动，同样精彩纷呈。

在余姚，当地交警邀请 80 余
名外卖小哥一同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 ， 并 且 发 出 安 全 文 明 出 行 倡
议。余姚目前有 42.4 万辆电动自
行车，每年半数以上的交通事故与
它有关。

在海曙，当地交警再次走进古
林镇葑水港村开展活动。在总结交
通文明示范村创建经验的同时，还
特意组织了一场葑水港村文艺演
出，将交通安全知识宣传融入其
中，给观众送上一场丰盛的“交通
安全文化”大餐。

在江北，交警不仅举行了“拒
绝酒驾”专场培训，还联合当地教
育部门走进校园。该区推出了全国
首个单车训考基地——宁波市青少
年绿色学校单车训考基地，主要面
向年满 12 周岁的宁波广大中小学
生开展安全骑行培训和考试。

知危险更要会避险

今年的“交通安全日”宣传教
育活动为何会有这么明确的指向
性？背后是有原因的。

记者从我市公安交警部门获
悉，今年 1-11 月，全市新增汽车
25 万辆，保有量更是超过了 295 万
辆。预计明年 1 月，宁波就将加入

300 万辆城市俱乐部，交通供需矛
盾进一步加剧，随之而来的道路交
通安全问题越发突出。

对今年 1-10 月全市全口径交
通事故分析，从车型来看，电动自
行车仍然是事故大户。虽然全市涉
及二、三轮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死亡
人数同比下降了 59.45%，但仍占
总 人 数 的 26.28% 。 从 道 路 类 型
看，全市农村县乡道路事故死亡人
数同比下降了 34.33%，但其占公
路交通事故总人数的 81.4%。这说
明，农村县乡道路是死亡交通事故
的高发区域。从人群来看，全市
60 岁以上老人交通事故死亡占总
死亡人数的 47.96%，居年龄段的
首位。此外，在涉及机动车违法的
死亡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存在使
用手机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
排首位，占 27.61%。

知危险，方能有针对性地避
险。市交警局相关负责人说：“大
数据分析显示，涉及电动自行车、
农村县乡道路、老人的交通事故居
高不下，仍将是下一步的攻坚重
点。此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已经开始整治。”

宁波不少做法有亮点

事实上，针对这些突出问题，
宁波已经在尝试各种解法，并且取
得了不少成绩。

宁波是最早倡议骑电动自行车
戴头盔，并且立法推进的城市。早
在 2017 年 3 月，本报就与海曙交警
合作，一起做了现场实验——骑车

戴头盔关键时刻能不能“救命”？
实验结果证明了戴头盔的重要性。
当时，本报与海曙交警就发出了

“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倡议。
2019 年 7 月 1 日，经过交通部

门反复呼吁、人大反复调研修订的
《宁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正式
施行，宁波成为全省首个把“驾乘
电动自行车必须戴头盔”写入地方
性法规的城市，新规实施一年多
来，死亡事故大幅下降，证明了它
是“会避险”的良方之一。

在公安部发布的事故统计中，
去年“未按规定让行”造成的伤亡
数量最多，尤其是农村区域。在宁
波，不仅文明礼让斑马线行动开展
得有声有色，交警部门也在通过科
技手段帮群众“避险”。

今年 11 月 6 日，鄞州交警在鄞
城大道与荷南美景小区的出口处安
装了智慧斑马线预警系统。若有行
人和非机动车进入斑马线，雷达就
会“发现”并“通知”道路两旁的
警示灯，然后由其闪烁提醒过往车
辆。其实，早在去年，鄞州与宁海
就推出了灯光斑马线，一度成为

“网红”：你来了，我就亮起灯光欢
迎；你走了，我就自动熄灯。

宁波还通过示范村创建工作来
改变农村等地交通文明“洼地”的
现状——完善交通设施、改善通行
条件、增强村民尤其是老人的交通
安全意识。

今年 11 月，市交警局启动了
交通文明出行示范社区 （村镇、企
业） 推广工作，并在全市推广 4 个
样板。

知危险而后会避险

宁波这些交通安全创新措施救命无数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张彩娜） 昨天下午，随着顶管机从
北往南破土而出，月湖景区南北片
区地下通道顺利贯通。

整个贯通工程采用矩形顶管法
施工，顶管管节为预制结构。使用
矩形顶管法施工无须开挖路面，对
柳汀街过往交通没有影响，且噪声
小无扬尘。这项技术在市中心城区
地下通道施工属于首次应用。

工程设南北两个出入口，北侧
为始发通道井，南侧为接收通道
井，顶管设备从北向南推进，挖出
的泥土通过重达 250 吨的履带吊装
入储存罐进行处理。自 11 月 16 日
贯通工作启动以来，建设者们马不
停蹄推进顶管施工，每天可推进约
3 米，历时 17 天将主通道打通，贯

通后地道内部将形成高 3.3 米、宽
6 米的行走通道。

月湖景区南北片区贯通工程
位于海曙区柳汀街与镇明路交叉
口，采用过街地道形式下穿柳汀
街，连通月湖公园南、北景区的
院士林和玉兰林。地道全长约 71
米，其中主通道长约 54 米。地道
南、北侧各设置出入口，两侧出
入口各设置踏步楼梯和一部无障
碍垂直电梯。

该工程接下来将进行管道装
修、地面景观绿化等工作，整个工
程预计于 2021 年 4 月底完工，届时
市民来往南北片区可以直接走地下
通道，出行将更为舒适安全。

右图：通道内景效果图。
（市住建局提供)

月湖景区南北片区
地下通道已贯通
明年4月底完工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朱
蕾） 每天中午11点，是宁波市南山
老年疗养院住养老人的午餐时间。

在自助餐厅里，佩戴着“光盘
大使”袖章的银龄党员和居民代表
正热切地做着引导，“包子先拿一
个吧，吃完了还可以再拿。”“饭
菜小份量，品种花色多，更有益
于 营 养 均 衡 呀 。”“ 哇 ， 都 吃 完
啦，给你‘光盘’点个赞！”围坐
的 老 人 ， 在 细 嚼 慢 咽 中 也 “ 比 ”
起谁吃得更干净。

这支“光盘大使”先锋队伍
成立于南山老年疗养院银龄党员
之家的启动仪式上。“我们在银龄

党员中发出 《倡行节约 支持光
盘行动》 的倡议书，现场就有 10
多位银龄党员响应‘招募令’，表
示愿意以一名宣传员、践行者的
身份在疗养院大家庭里助力‘光
盘 ’ 行 动 ， 带 头 争 做 厉 行 节 约 、
反对浪费的传播者、实践者、示
范者。”南山老年疗养院党支部书
记周娅萍说。

“我们这一辈人经历过吃不饱
饭的年代，知道每一粒米来之不
易，特别反对浪费粮食的行为，也
会更加珍惜、支持‘光盘’！”83
岁的王奶奶说，在这样的氛围中进
餐，更有味。

据悉，南山老年疗养院采用多
种形式，将“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风尚融入园区生活，确保老
人吃得营养、健康。

这家养老院有了“光盘大使”

昨天，余姚市阳明街道姚驾桥村应巷桥自然村一处传统水蜜桃种植基
地，桃农正在修枝。进入冬季，广大果农加紧对蜜梨、葡萄、桃树等各类
果树进行冬剪管理作业，确保来年增产增收。

（朱剑庆 陈结生 摄）

果园冬剪果园冬剪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
凌可望 袁潇涵） 借助城市“天
眼”这一秘密武器，偷倒污水、垃
圾的情况在宁波日渐减少。但也有
胆大者，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近
日就处理了一起吸污车不吸污反排
污的案件。

“当天晚间，江北工业区巡防
人员在巡查至姜湖路段精达公司后
门时，发现有一辆黄色吸污车逗留
时间过长，形迹非常可疑。”江北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巡防队员上前查看后，发现
吸污车司机正趁着夜色，向市政排
水管网内偷倒不明污染物，随即进
行制止。

江北区公共排水管网管理中心
接到巡防人员的情况通报后，第一
时间派人赶往事发现场。“根据现
场情况，我们初步判断，这次偷排
行为对江北管网造成了较大损失，
很可能已造成不同程度的堵塞，严

重危及城市的排水安全。”该中心
工作人员王小康说。

现场勘察后，王小康立刻安
排专业检测机构对吸污车水质进
行取样，并赶往江北交警大队调
取视频。通过从早到晚、一个路
口接一个路口地查看，执法队员
全面掌握了该车辆近一个月的行
动轨迹，并发现该车于半个月前
另一时间段也发生了一例疑似偷
倒的行为。

根据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水样
的 10 项检测指标全部严重超出污
水纳管综合排放标准，排放的污物
中，除废水外还包含了疑似工业污
泥的物质，该物质已造成部分管道
堵塞。

最终，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以危及排水处理设施安全为由立
案，对吸污车司机作出行政罚款
1.4 万元、管道清理疏通费用 3.4 万
元的决定。

不吸污反排污！江北一吸污车司机被罚4.8万元

梁正

据12月2日
《宁波日报》 民

生版报道，今年 1-11 月，全市已
查处“开车使用手机”违法行为
3.56 万 起 ， 其 中 现 场 查 处 5440
起，电子警察抓拍3万多起。

开车使用手机大家不陌生，或
许你也经常这么做。尽管越来越多
的惨剧在提醒大家开车时使用手机
的危险，不过，别人的遭遇似乎很
难 真 正 撼 动 各 自 身 上 的 这 一 陋
习，相当一部分人在心理上并没
有当回事。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管干啥
事，都不能分心。否则，不但做不
好事，还容易出现意外情况。特别
是开车，机动车的速度相当快，眨
眼之间就是几十米，尤其是在高速
公路上，速度更快。开车时使用手
机，危险不仅在于危及自身，还容
易殃及无辜。这种违规威胁到的是
公共安全，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当

然，分心驾驶不仅是使用手机，还
有 比 如 交 谈 、 听 音 乐 、 思 考 问
题、开情绪车，驾车时吃东西、
抽烟、东张西望等等。我们开车
时不经意间的一个视线转移或短
暂的思绪纷飞，很可能就是一次
事故的原因。司机一“低头”，危
险就“抬头”。

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需
要交通参与者的认知和实践。希望
司机一定要本着对自身安全和公共
交通安全负责的态度，摒弃侥幸心
理，改掉开车时使用手机之类的坏
习惯。真有急事需要打电话，请把
车停到安全地带。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司机一“低头”危险就“抬头”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