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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伍慧 通讯员
徐敏） 近日，有市民举报，称鄞
州区江东北路某改造商业地块部
分商户擅自设置地名标志，包括

“我在宁波没人要”“拾串酒生”
“拾里江丰”等网红路牌及非标
准门牌。

市民政局接到举报后，联合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明楼中队
前往违规地名标志设立点进行检
查，发现商家自行设置的 2 块网
红路牌外观样式与标准路牌十分
相似，都是蓝底白字且标注了南
北方向，容易造成指位混乱、公
众误解。

此外，涉事经营物业单位还
擅自制作了门牌，分发给承租商
户并安装在店铺门面，违反了地
名法规。

根据国务院 《地名管理条
例》 规定，街路巷的命名、更
名，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
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设置、拆除、移动、涂改、遮
挡、损毁地名标志。

基于此，鄞州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明楼中队向违规设置路牌、
门牌的商家开具了责令限期整改
通知书。涉事经营物业单位积极
配合，已于当天将违规路牌和门
牌进行拆除。

现场，市民政局相关人员
对 涉 事 经 营 物 业 单 位 咨 询 如
何依法向地名主管部门申报地
名和申请编制标准门牌给予了
指导。

据悉，路牌和门牌等地名标

志属于社会公共设施，是国家法
定标志物。《地名管理条例》 规
定，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在职责范

围内，依据标准地名编制标准地址
并设置标志。单位或个人需要地名
命名或编制标准门牌，应当携带相

关证照到属地地名主管部门或政务
服务中心申请办理，或浙里办网上
申请办理。

“我在宁波没人要”“拾串酒生”

这些违规的网红路牌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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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裘保莉 徐浩跃 姚亦煦

暮春的早晨，海曙区古林镇前
虞村安静如常。走过一座小石桥，
拐过一条巷弄，村卫生服务站映入
眼帘。服务站虽然门面不大，但门
诊室、药房、输液室、观察室样样
俱全。

70 岁的虞斌衡医生早早地走
进服务站，穿上白大褂、戴上口
罩 和 帽 子 ， 迅 速 整 理 好 办 公 桌 ，
准备好医疗用品，和等在门口的
村民寒暄几句后就开始问诊，听
心跳、测血压、量体温，动作有
条不紊。

“‘阳过’之后，的确更需要
关注身体状况，不舒服就要来看
诊。”虞医生对前来就诊的村民说。

1972 年，初中毕业的虞斌衡
通过了鄞县“赤脚医生”的选拔
和考试，成为家乡前虞村的一名
乡村医生，至今扎根乡村 51 年。
9 年前本已退休的他为了村民的健
康，放弃了安逸的生活，继续坚守
岗位。

前虞村有 2800 多名村民，村
卫 生 服 务 站 是 村 内 唯 一 的 医 务
站，虞斌衡是站内的两名医生之
一。早些年，交通不便，村民身
体不舒服，一般都往村卫生服务
站跑。

“只要服务站有病人在，再晚
也不下班。除了日常坐诊和上门为
行动不便的病人看诊外，不管是寒
冬酷暑、白天黑夜，必须随叫随
到，病急是不等人的，不能耽误最
佳诊治时间。”虞斌衡说，有时回
到家，刚端起饭碗，还没来得及吃
就接到电话，连忙出门；有时半夜
熟睡中，有村民拍响了家门，便赶
紧起床出诊，“一个医药箱、一件
白大褂、一辆电动自行车，穿梭在
村道田间，已经习惯了。虽然很忙
很累，但看到病人恢复健康就觉得
特别欣慰”。

多年在乡村行医，虞斌衡总结

了一套乡村全科诊治经验，善用
中 草 药 就 是 他 的 “ 法 宝 ” 之 一 。

“刚入行时，我分别参加了县里和
鄞江镇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
班；后来又向村内的老中医学习
中医药知识；有空的时候，还跟
村里的采药人到附近鄞江、龙观
的山上采草药，回来再晒干、切
片 ， 学 习 制 作 中 草 药 。” 虞 斌 衡
说，农村中草药材遍地都是，对治
疗慢性肝炎、肾炎和慢性腹泻等疾
病很有效果。

51 年如一日乡间行医，虞斌
衡救治过的病人不计其数。对病人
来说，虞医生认真负责，总能抚平

他们因病痛引起的恐慌。
一次，一名患肝腹水的村民因

经济困难，不敢去大医院治疗，就
找到了虞斌衡。虞医生检查后，开
出了中药方。不到一个月，患者的
病情得到了极大缓解，他特地上门
表示感谢。

91 岁的村民李阿成同样对虞
斌衡充满感激。前不久，李爷爷不
小心摔伤，虞斌衡闻讯上门为老人
包扎伤口。后来老人又患上三叉神
经带状疱疹，疼痛难忍。接到电话
后，虞斌衡顾不上周六休息，马上
带着药箱上门看诊，先让老人服用
止痛药缓解疼痛，再对症下药，使
老人病情好转。

“每次台风袭来，避灾安置点
里总有虞医生忙碌的身影；新冠
疫 情 暴 发 期 间 ， 虞 医 生 防 疫 工
作、核酸采样认真细致，让人安
心。”村干部对虞医生的默默奉献
赞不绝口。

对大家的夸赞，虞斌衡很是淡
然。他说：“看病、打针、用药、
出诊，这些都是医生应该做的，不
值得宣传。”让他感叹的是，现在
乡村医疗条件好了，公交车直通城
里，村民看病方便多了。

如今，虞斌衡除周六、周日两
个下午休息外，其余时间坚持坐
诊。“村里老人多，对慢性病管理
需求大。现在与我签约家庭医生的
村民有 1000 多人，我要对他们的
健康负责。”虞斌衡说，干一行爱
一行，这是他扎根家乡、从医 51
年来的初心，至今无悔。

村医虞斌衡：扎根乡村51年，退休了继续干

虞斌衡医生出诊。 （通讯员提供）

记 者 孙 肖 许天长
通讯员 叶晶晶 翁丹艳

“韦姨，我刚才手机上给你看
的是今年卖得最好的杜鹃小盆景，
种植的技术不高，但造型精致讨
巧。”母亲节在即，昨天下午在北
仑柴桥街道芦源社区，“80 后”花
二代李凯给今年 60 岁的“妈妈”
花农韦利仁分享网上销量最高的几
款杜鹃盆景造型。在柴桥，像李凯
和韦利仁这样老少结对的花农共有
19 对。

李 凯 是 柴 桥 当 地 “ 柴 小 匠 ”
花田助农团的一名年轻成员，除
了柴桥本身的花木基地外，他在
苏州的花木市场有自己的销售基
地，年销售额超过 200 万元。“现
在做农民一点也不简单，得紧跟

潮流学习很多技能。”李凯告诉记
者，韦利仁和自己的妈妈年纪差
不多，赋闲在家照顾 2 亩地的杜
鹃 花 ， 但 销 量 和 价 格 一 直 上 不
去，而像她这样的“妈妈”花农
在柴桥不在少数。他希望用自己
的销售渠道和新理念帮她们打开
一条新的致富路。

前期，芦源社区走访排摸出辖
区内 60 岁至 70 岁的“妈妈”花农
19 位，她们大多因技术欠缺跟不
上多变的花木市场，对于如何让
苗 木 精 品 化 以 提 高 产 品 附 加 值 ，
她们也兴致满满。为此，柴桥街
道社工站链接各方资源，以五社
联动的模式，项目化运作，成立

“ 柴 小 匠 ” 花 田 助 农 团 ， 精 准 结
对，一对一帮扶，助力“妈妈”花
农搭乘共富列车。

据悉，“柴小匠”花田助农团
由花木大户、花木经纪人、花二
代等 19 位花木匠人组成，他们是
柴 桥 花 木 市 场 的 领 头 人 、 佼 佼
者，更是一群怀着炙热爱心、致力
于携手助农奔共富的美好愿景的奉
献者。

“这些花农阿姨在种植技术经
验上都是我们的老师。”同是花田
助农团的“80 后”花二代石瑶琪
表示，单一的线下和网站销售方式
已满足不了多元化的市场，亲近感
和互动性更强的直播销售将成为新
渠道。自己当“主播”在抖音、小
红书等平台推送花田的生产日常，
传授花卉种植技术，也希望在把这
些“妈妈”花农的经验技术分享到
网上的同时，助力她们打开花木市
场销售。

为让更多“妈妈”花农搭上这
趟花田共富列车，项目计划设置 7
个共富工坊点位，点位设置在这些

“妈妈”花农家中，每个点位由两
三位“柴小匠”志愿者负责“联络
揽活”，主要包括杜鹃扦插摘苗、
茶梅摘花苞等。

“ 花 木 产 业 是 柴 桥 的 民 生 产
业，有着 40 多年的种植历史，近
年来，柴桥花农收入逐年攀升，但
仍有部分花农因各种原因未能跟上
共富的大部队，如何精准帮扶，一
直是大家不断努力的方向。”柴桥
街道花木协会党支部书记孙安国介
绍，共富工坊不仅能让老年花农增
收，更能让她们在愉悦的氛围中提
升价值感，同时也能促进柴桥花木
产业的良性发展，打造出一个美丽
的共富花园。

“80后”花二代反哺“妈妈”花农
北仑柴桥街道打造共富花园

景新

昨天《宁波
日报》民生版两

则报道颇具特色：一则是在镇海招
宝山街道古海塘城墙上，市民共赴
换书之约，寻找自己心仪的读本；
另一则是小星星“芝士号”阅读巴
士驶入奉化裘村中心小学和奉化松
岙镇中心小学，为同学们送上“阅
读大礼包”。

宁波沿袭“书藏古今”的风
韵，不遗余力地推进书香宁波建
设。仪式感满满的换书之约、赠书
之行是别出心裁的盛情邀约，用市
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阅读推广，
旨在引导市民参与到阅读中来，形
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
氛围。通过换书、送书行动，一本
书邂逅了新的主人，开启了新的旅
程，途中的浪漫需要读者用心去品

味和续写。
在政府和社会公益的推动下，

书籍作为精神食粮走进千家万户，
让每个市民触手可及。但书籍“拥
有”并不代表“享有”，手中的书
最终未必能够转化为头脑中的知
识。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买书、借
书的热情“狂飙”，但书籍一旦到
手，总会发现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
情让人没法专心阅读，紧接着以无
暇读书、兴趣退却、以后再看等种
种理由说服自己把书束之高阁，最
终成了名副其实的“藏书家”。

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书籍，
书籍也需要能够读懂它的知音人。
一本好书只有被阅读才能体现价
值，每一本好书都不应该被辜负，
真正的书香不是拥有书籍的那一
刻，而是你翻开书本扉页的一刹那。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每一本好书都不可辜负

本报讯 （记 者伍慧 林微
微） 昨天是第 76 个“世界红十
字日”，由宁波市妇联、宁波市
红十字会共同推进的“薪火相
传 爱心永续”2023 年“宁波
康乃馨救助计划”众筹活动在甬
城进行。据悉，该活动筹得款项
将专项用于救助我市罹患乳腺癌
及妇科恶性肿瘤的低收入妇女。

当天，在轨道交通 1 号线鼓
楼站、海晏北路站、福庆北路
站 和 市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5 号 楼 ，
共设置了 4 个募捐点位，市民扫
描募捐二维码即可参与腾讯公益

“5· 8 人 道 公 益 日 ” 互 联 网 众
筹，奉献爱心。现场工作人员
为捐款的市民献上康乃馨以示
感谢。

“我以前看过相关的视频宣
传，除了卵巢癌之外，乳腺癌对

于女性的身体伤害也很大，需要
提前预防。”高先生了解到，“宁
波康乃馨救助计划”主要关注对
象是生活困难的患病女性，他毫
不犹豫地掏出手机捐款，“每个
人家中都有女性亲属，男性也要
行动起来关心身边的‘她们’”。

据了解，“宁波康乃馨救助
计划”涉及的妇女救助金，是市
妇联于 2007年在市红十字会专门
设立的贫困妇女健康帮扶专项资
金，用于帮扶我市生活困难且罹
患妇科恶性肿瘤的妇女。救助金
设立 16年来，已累计募集并支出
救助款989万元，983名罹患乳腺
癌及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受益。“我
们通过随访了解到，85%的受助人
病情稳定，生活能够自理，40%的
受助人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市
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世界红十字日

市民为“她们”捐款献爱心

昨天上午，由鄞州区红十字会主办，东胜街道红十字会、曙光社区
红十字服务站承办的纪念第76个“世界红十字日”活动在宁波财富中心
广场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居民手拿现金依次排在红十字众筹箱旁，你
10元、我20元捐款，未带现金的居民拿出手机扫描“众筹码”献上自己
的爱心，用实际行动践行红十字精神。社区红十字会志愿者还一起宣
誓：“弘扬红十字精神，关爱生命、保护健康、维护尊严，为促进和平
进步事业而不懈奋斗。” （许天长 吴利君 宓伊沛 摄）

他们用实际行动
践行红十字精神

通讯员 郑瑜 张波
记 者 陈敏

夏天是撸串旺季，喝着啤酒吃
着串，别提有多惬意了。但值得注
意的是，夏季也是布鲁氏菌繁殖旺
季，如果吃烧烤不当，很容易中招
感染。家住鄞州区的 30 岁小伙小
李就因为吃未烤熟的烧烤肉串，随
后出现发热、四肢疼痛等症状，医
生诊断其患了布鲁氏菌病。

小李是个健身达人，每天下班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健身房“撸
铁”。可是，最近一个月小李发现
自己成了“懒羊羊”，总觉得浑身
没劲，还反反复复发热、关节酸
痛，动不动就出一身汗，吃了好几
种退烧药和消炎药都不见效。几天
前他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鄞

州人民医院） 感染科就诊，结果被
医生诊断为布鲁氏菌病。

小李主治医生陈颖介绍，布
鲁 氏 菌 病 又 称 “ 懒 汉 病 ”“ 蔫
病”，是一种人畜共患性传染病，
主要流行于西北、东北、青藏高
原及内蒙古，主要传染源是受感
染的羊、牛、猪等病畜，人主要
通过接触病畜流产或死胎时的畜
胎、羊水或分泌物，或食用没有
灭菌的奶制品、未煮熟的牛羊肉
感染，经受损的皮肤黏膜、呼吸
道或消化道感染。另外，苍蝇携
带和蜱叮咬，也可传播。

那么，应该如何防止布鲁氏菌
病的发生？陈颖提醒，应淘汰疫畜
或阳性畜，做好预防接种和牲畜检
疫，同时加强个人防护，要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如饭前或接触牲畜
及其制品后及时洗手，不食用生的
或半生半熟的家畜肉，加工和保存
食物要生熟分开，餐具不能混用。
喝牛奶、羊奶时，可用巴氏消毒

（70℃，30 分钟） 或煮沸后饮用。

吃了未熟烧烤
30岁小伙患上布鲁氏菌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