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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敏 通讯员 吴佳礼

“00 后”女孩小倪患颈椎病
6 年 ， 痛 苦 不 堪 的 她 因 过 于 内
向，看病时不善于详细陈述病
情。细心的医生别出心裁加她为
好友，通过网络问诊，终于帮她
治好了颈椎病。

肩颈酸痛、头晕、头痛、恶
心，病情发作的时候，需要躺很
久才能缓过劲儿来。别看小倪年

轻，这“颈椎不适”的症状已经
跟随她 6 年了。

最近一年，因为考研和工
作，她的颈椎病频繁发作，每天
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处于肩颈酸
痛、眩晕恶心的状态，睡觉也会
酸痛，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在朋
友的推荐下，小倪来到宁波市中
医院针推科上官育波医生的门诊
寻求帮助。

门诊中，上官医生发现小
倪的衣服是汗湿的，便有意针
对 这 个 症 状 进 行 了 相 应 的 问
诊 。 治 疗 时 ， 他 通 过 针 刺 风
池 、 完 骨 、 天 柱 、 风 门 等 穴
位，改善了小倪的颈椎病，又

针对其多汗病症进行了治疗。
仅仅针灸一次，小倪就发现自

己肩颈酸痛、头晕恶心的症状有了
很大改善，多汗的症状也有所缓
解，这给了她极大的信心。

可是小倪性格内向，在沟通病
情的时候，经常医生问一句她才挤
出几个字，极不利于医生对整体病
情的把握。

“上官医生，我平时话少，但
我在网络上是个话痨。”小倪有点
害羞地说。

在上官医生的建议下，小倪决
定通过互联网医院看诊。通过互联
网平台，小倪详细地向医生描述了
她的病情和困惑，包括失眠多梦、

便秘、消化不良、常年脚冷等症
状。

有了对病情的详细了解，复诊
时，上官医生特别有针对性地增加
了一些针灸穴位，经过两个多月的
治疗，小倪颈椎不适的症状再也没
有发作过，吃得好、睡得香，精神
也好多了。

为感谢上官医生，几天前，小
倪特地给上官医生送来一面锦旗，
上书“针好！”

其实，上官医生的患者网友
不 只 有 小 倪 。 他 是 医 院 有 名 的

“ 针 灸 痴 人 ”， 一 直 研 究 针 药 结
合，因治疗效果好，很受患者欢
迎。

女孩看病不善言辞，网络上却是个话痨

针灸医生别出心裁“加好友”解决沟通难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洪芳秀

“砰！”前天傍晚 6 点多，下
班的陈瑶开着车从象山东陈乡
往丹城的家里赶，正经过沙岗
村村口，正前方突然传来一声
巨响。陈瑶循声望去，正好看
到一辆电动自行车同一辆汽车
相撞，电动自行车车主被撞得
腾空飞起。

“糟糕！”陈瑶是象山的一名
红十字会救护师，他直接将车停
在路边，迅速奔向事故现场。只
见一位 70 岁左右的老伯躺在地
上，由于被撞飞的一瞬间，老伯
是头着地的，额头上撞出了一个
一元硬币大小的窟窿，此刻，鲜
血正往外流，老人衣服上全是
血。陈瑶赶到时，老人已经意识
模糊，他立即拿出手机拨打了

“120”。
“必须马上止血，不然老人会

有生命危险！”可不巧的是，陈瑶
当天没带急救包，抬眼一看，四周

老伯出车祸头上撞出一个窟窿，幸亏遇上了他

急救现场。

徐能 张昊桦 周正宵 文/摄

“ 摇 啊 摇 ， 摇 到 外 婆
桥”⋯⋯一句句用宁波方言诵读
的 童 谣 ， 让 村 里 老 人 重 拾 旧 时
记忆。昨天，海曙区章水镇中心
小学的师生走进李家坑村的童谣
书 塾 ， 穿 汉 服 、 诵 读 童 谣 经 典 ，
稚 嫩 而 又 整 齐 的 声 音 传 出 窗 外 ，
回响在古村街巷。

宁波市社科院 （社科联） 把李
家坑村列为宁波市社会科学普及基
地，将宁波童谣文化与李家坑村的
山居文化、唐风宋韵相结合，创建

“宁波童谣小村”。
今 年 7 月 ， 李 家 坑 村 的 “ 宁

波童谣小村”项目已完成二期建
设。自今年 9 月以来，李家坑村
吸引了宁波各地中小学生来此体
验研学。

“ 希 望 孩 子 们 能 在 研 学 过 程
中，了解宁波童谣文化。”章水镇
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
章水镇中心小学将国学、地方传统
文化教育纳入学校德育内容，提升
孩子们的思想道德修养。

用宁波方言吟诵童谣

百年古村李家坑创建“宁波童谣小村”

本报讯 （记者李睿清 通讯
员任社） 金九银十已过半，你的求
职进展如何？如果还没找到心仪的
工作，不如来这场洽谈会看看。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人社局获
悉，我市第二十五届高层次人才智
力 引 进 洽 谈 会 将 于 10 月 31 日 启
动。本次洽谈会分为线上和线下两
种方式进行，其中，4 场线下洽谈
会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8 日在市人
力资源大厦举办。

本次洽谈会将聚焦长三角都市
圈共同富裕、宁波转型升级实际
需求、“361”万千亿级产业集群
发展、服务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发
展四方面，四场招聘会预计有千
家企业到场。“这四场招聘会除了
规模可观，参会单位的规格也比较
高。”宁波市人社局相关人员说，除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外，教育单
位、研究所和我市龙头民营企业也
将参加。

此外，在洽谈会期间，我市还
将赴外省组织招聘宣讲活动。“目
前，我们暂定武汉、青岛、大连三
个城市，预计组织 100 家次以上的
企 业 前 往 。” 市 人 社 局 相 关 人 员
说，洽谈会期间，宁波计划邀请
200 余所高校的 2 万余名 2024 年毕
业的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知名
重点院校的本科生参会。

规 模 大 、 企 业 强 ， 这 还 不
够。宁波还为参会人才呈上交通

补贴！对于应邀参会且符合要求
的高校 2024 年毕业在读研究生和
部分紧缺专业本科毕业生，宁波
将以省内 （宁波市除外） 300 元/
人，华东地区 （浙江省除外） 800
元/人，其他地区 1500 元/人的标
准，给予交通补贴。

“我们诚邀符合专业要求的应
届毕业生、专技人才、技术人才、
管理型人才和创新人才参加。”宁
波市人社局相关人员表示。

四场招聘会千家单位

@高层次人才，这个活动等你来

本报讯（记者廖业强） 近日，
有网友在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
板发帖询问，宁波市规范销售生鲜
食用农产品照明专项整治行动进展
如何？记者了解到，鄞州区所有
53 家菜市场，摘除 6000 余盏生鲜
灯，换上新灯具。

8 月初，鄞州区市场监管局开
始整治菜市场生鲜灯。截至 9 月
底，52 家菜市场完成整治，2126
个 摊 位 更 换 5735 盏 生 鲜 灯 。 其
间 ， 老 邱 隘 市 场 定 于 10 月 初 搬

迁，未被列入整治范围。
10 月 17 日，新邱隘市场综合

体开业。老邱隘市场经营户搬迁到
这里继续营业 ， 用 上 了 新 灯 具 。
记 者 在 新 邱 隘 市 场 综 合 体 看 到 ，
肉类、熟食、冰鲜、水果、蔬菜
在新灯具的照射下，呈现出其真
实颜色。一名前来购买肉类的一
消 费 者 说 ， 猪 肉 颜 色 是 自 然 的 ，
让人看着放心。

该市场负责人陶成波告诉记
者，老邱隘市场建于 1991 年。30 余
年来，肉类、水产摊位一直使用生鲜
灯。借此次搬迁之机，他们更换了
150 余个摊位的 300 多盏生鲜灯。

鄞州所有菜市场
摘除生鲜灯
更换6000余盏灯具

新邱隘市场综合体。 （廖业强 摄）

本报讯 （记者廖业强 实习
生何苗） 10 月 17 日，宁波日报报
网端报道了鄞州区小洋江东钱湖镇
段存在“绝户网”的问题。次日，
东钱湖镇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反
馈，该镇莫枝淡水渔业合作社已组
织保洁人员对小洋江该段水域进行
排查，清理地笼 5 个、地笼标示竹
竿 20 余根。

10 月 19 日，记者再次走访小
洋江东钱湖镇段，未见明显地笼和
竹竿。不过，东钱湖大道十七号桥
下仍有两个地笼、一根地笼标示竹

竿亟待清理。
对此，莫枝淡水渔业合作社负

责人表示，他们会在 20 日彻底清
除剩余地笼、竹竿。今后，该合作
社将加强巡查，及时清理江中地
笼、竹竿和异物。

发现身边问题，请您继续通过
以 下 方 式 反 映 ： 1. 拨 打 热 线
81850000；2. 打开甬派 APP，在首
页下方点击进入“问政”板块留
言；3.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
后直接留言；4. 打开中国宁波网，
登录宁波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

小洋江东钱湖镇段
“绝户网”基本清完

保洁人员清理地笼。 （东钱湖镇提供）

景 川

据昨天《宁
波日报》民生版
报 道 ， 现 年 77

岁的忻元华是一名高校退休教师，
他先后 8次赴江西上饶山区、广西
边境山区、四川大凉山、甘肃陇西
山区等贫困山区支教，所到之地他
是唯一的科普实验支教志愿者。如
今，他已经为 20多个民族的 1.6万
余名山区孩子带去科学“星火”。

忻元华的到来，给支教山区的
课堂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他的科
普实验课是充满魔力的，是稀缺和
宝贵的，具有启蒙意义。有同学表
示，“老师的实验让我感受到了科
学的魅力，我要好好读书，走出大
山。”这名学生的心声，俨然是孩
子改变命运、脱离贫困的希望和

“星火”，而忻元华便是那个播下火
种之人。

本可在家安享退休时光和天伦

之乐的老人，却跋山涉水、不辞辛
劳，奔赴山区支教。忻元华的退休
生活为何如此“折腾”？那是因为
心中有热爱、脚下有力量。

对于忻元华老人而言，站在山
区支教的三尺讲台前，是“传道
授业解惑”教学生涯的延续，是
职场打拼之后的“加时赛”。所从
事 的 还 是 他 炉 火 纯 青 的 “ 老 本
行”，能够将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
和业务专长，在山区支教的舞台
上大显身手一番，这本身就是人
生 一 大 快 事 。 从 中 可 以 发 挥 余
热，体现老有所为的人生价值，收
获精神层面的愉悦。

“人有一种本性，叫作人往人
处走，哪儿人越多，越会吸引别的
人来。”忻元华心怀烛火、满腔热
忱地行走在山区支教路上。我们期
盼越来越多的教师与他一路同行，
在山区共同点亮最美“夕阳红”。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在山区点亮最美“夕阳红”

新 闻 追 踪

海曙区章水镇中心小学师生在参观“童谣小村”。

也没看到药店。“这可怎么办？”此
时，正好有一名辅警经过这里，陈瑶
立即向辅警讨要急救包。

接过急救包，取出一卷纱布，
陈瑶立即熟练地为老伯包扎额头上
的伤口，并将老人扶坐着，为老人
全身做了个简单的检查。做好这一
切后，陈瑶陪着老人一起等候急救
车。感动于陈瑶的救人举动，一路
人拍下了他救人的视频。

20 分钟后，急救车到了，陈
瑶一边帮着将老人抬上急救车，一
边告诉急救医生老人的受伤部位及
自己做了哪些处理。

“这位老伯受伤比较严重，如
果不及时做止血处理，很可能会造
成严重后果。”陈瑶庆幸自己掌握
了一手急救技能，才能够对老伯及
时施以援手。

据 了 解 ， 陈 瑶 已 多 次 救 人 。
“也许有一天，学了急救知识的你
会给他人带来一线生机。”他希望
更多的人学会急救技能，关键时刻
派上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