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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从海曙区城管局垃圾分类办传来消息，据
《2018年1~6月全市生活垃圾增量控制情况的通报》数据
显示，海曙区年度控制总量为48.63万吨，1~6月实际总
量为23.11万吨，占年度指标47.52%，同比负增长3.75%，
成为全市唯一的生活垃圾增量控制负增长的区，有效地实
现了半年度垃圾减量的目标。

海曙区是如何实现减负的？从2013年开始，海曙区
就率先开展垃圾分类试点探索。5年来，海曙区不遗余力
地做好垃圾分类普及，试点一户一码、委托第三方督查、开
展志愿者入户、推行绿色积分、引入智能分类……如柳锦
社区作为全市首个再生资源小区试点，社区居民将用剩的
各类玻璃制品拿到社区兑换，而社区将积累一定数量的废
玻璃运往专门的玻璃制品企业，完成废玻璃回收利用。目
前，海曙区各社区均设置了废旧玻璃等低价值可回收物暂

存点，全面打通了从居民家到再回收企业之间的废玻璃资
源利用渠道。

为更好地让垃圾资源归位，海曙区针对可回收物开出
了“居民自行处理、街社物牵头、81890兜底”的模式，即居
民可以选择自己分类处置，或选择由街道、社区、物业三方
公布的回收企业，或直接致电81890，由81890为居民精挑

“就近”企业预约回收。同时，有条件的社区加入“垃圾分
类+资源回收”项目，通过“我要换糖”平台实现网络预约。

大件垃圾经常在其他垃圾里“鱼目混珠”，为做好两者
有效分类，海曙区也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落实各小区在
合适的空地位置设置大件垃圾收集点，并设置分类标识，
做好围挡要求，引导居民将大件垃圾投放到收集点，要求
物业单位及时将大件垃圾清理运输到专业处置企业；另一
方面积极搭建好社区与企业的“桥梁”。如浙江星益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日处理大件垃圾能力100多吨，实现大件
垃圾96%的综合利用，为有效解决海曙区大件垃圾的处
置提供了专业化企业化服务。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海曙区还率先把垃圾分类向
农村推进，西片区各乡镇（街道）积极行动、主动作为，从宣
传发动入手，想方设法提高村民对垃圾分类知识和要求的
知晓率、参与率。

垃圾源头减量，海曙区一直在行动。海曙区即将出台
的实施方案提出了2个目标5项任务，并制定了街道6类
33项标准、区属单位3类10项标准的考核清单，对各小区
的垃圾分类要求不断拨高，对区属各单位、部门的责任再
提升，继续推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深入开展。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顾东栋 文/摄

开门理城事

海曙上半年实现生活垃圾增量控制负增长

海曙垃圾分类办举办的垃圾分类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 房伟 通讯员 谢美君 金琼）昨日上午，34岁的
徐先生躺在鄞州二院急救医学中心病房内，回想起一星期前一家三
口先后触电的情形，仍然心有余悸。

徐先生一家租住在鄞州区一幢公寓楼内。7月30日晚上10点
左右，徐先生12岁的女儿小清（化名）正在浴室间洗澡，夫妻俩突然
听到一声惨叫，随后传来女儿倒地的声音。两人以为女儿不慎摔倒
了，连忙冲进浴室，打算把女儿抬出去。没想到刚触碰到女儿，夫妻
俩几乎同时被一股电流击倒，瞬间失去了意识。

“应该是电热水器漏电了。幸好当时电源自动跳闸了，不然我
们一家子恐怕已经没命了。”徐先生回忆，第一个醒转的是最早倒地
的女儿，然后夫妻俩被女儿叫醒。当时，三个人都感觉到手脚麻木、
头晕心悸，但最严重的还是徐先生自己，因为倒地时他刚好撞到了
淋浴房的玻璃门上，胸背部被撞出了两个血窟窿。

当晚11点左右，一家三口被送往鄞州二院急救医学中心救治，
医护人员进行对症处理后，三人的情况都较稳定。目前母女俩都已
康复，而受了外伤的徐先生这两天也能出院回家了。

鄞州二院急救医学中心副主任李之斌提醒，如遇触电者，首先
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不导电物体如干燥的木棍、竹棒或干布等物
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切勿徒手直接接触触电者，防止自身触电，出
现更大范围的伤亡。

本报讯（记者 房伟 通讯员 徐寅烨 郑轲 文/摄）一个多月来，
在市二院北院区住院部、七号楼诊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坐着轮椅、脚
踝上打着一大圈绷带的中年男子。他或是由人推着，微笑着和病人打
招呼；或是自己两手费劲地转动轮椅两边的铁圈，缓慢行进……

他的身份很“特殊”，既是术后仍在治疗中的病人，也是带病坚持
上岗的医生——市二院疼痛科副主任王秋生医生。

坐着轮椅、打着绷带，是因为王医生右脚踝长了一个巨细胞瘤，5
月底进行手术。这个肿瘤发病已经有六、七年了，但是他一拖再拖。
拖了那么多年，科里人和亲戚朋友都劝他早点手术。到了今年，疼痛
越来越频繁，甚至影响到行走、工作，这才让王秋生下定决心：“手术医
生也说我这人怎么这么会拖，到现在才决定做手术？没办法，病人和
工作离不开呀！”

在手术前，王医生心中还是挂念着病人。5月中旬，他就和手术
医生商量好了5月22日进行手术，5月18日，手术医生通知他第二天
一早办理住院手续，但是他仍惦记着19日上午是自己当班的门诊，硬
是上午去门诊，下午安排好科内事务才去住院。

手术前一天是他的骨质疏松门诊，王医生依然没有停诊，坚持上
岗，下午又前往北院区查好房才安心去住院等待手术。

据了解，王医生这次动的肿瘤手术，脚踝两边的切口都有二十多
公分长，手术持续了六个半小时，肿瘤组织切出来竟有一斤多重。手
术后愈合也欠佳，后来局部一大块组织坏死，不得已又做了一次手
术。至今仍有一块创面皮肤缺损，踝关节功能也不能支持正常行走。

虽然病情反复，一直没有彻底康复，但王医生忘不了工作和病
人。门诊的老病人都希望他快点康复，能为病人治疗。王秋生手术后
第一次门诊，就围了一大堆病人。

前几天，一个老患者来找他，需要进行关节腔注射治疗，但患者上治
疗床很不方便。王医生二话没说，就拖着病腿单膝跪地给患者施行治疗。

一个多月来，妻子每天推着轮椅接送王秋生上班下班；科里人员推
着轮椅从这个病房查到那个病房；王秋生自己推着轮椅坐接驳车来往
于门诊及住院部两个院区之间。“轮椅医生”，每天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动完肿瘤手术
坐着轮椅出诊、查房

“轮椅医生”出没
只因“忘不了病人”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陆超群 徐思虹 实习生 余婷）自学
C语言编程两年，慈溪这名叫陈科含
的11岁小学生自制智能机器人，经过
市级、省级赛选拔后，参加在江苏无锡
举行的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
活动，荣获机器人竞赛小学组灭火比
赛一等奖，这也是我省选手首次在该
项目拿到全国一等奖。

在杭州湾新区滨海小学上五年级
的陈科含，从小不像一般的男孩那样
平时热衷玩电脑游戏，而是喜欢课余
在家捣鼓各种机器。

小学三年级时，科含就缠着爸
爸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单片机。买了
这个“玩具”没人教，科含就利用淘
宝卖家随单片机附赠的视频教程自
己研究。除了自己研究对一般人来
说有点难懂的单片机，科含还从那
时起对C语言编程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通过上网搜索教学视频和信息
自学。

在学校教信息技术的倪老师的建
议下，科含在3月底报名了宁波市智
能机器人比赛的灭火项目。比赛中，
科含排查解决了机器人四轮不同步的
问题，在灭火等重要得分点都精准地
完成了比赛，最后得分排名第二。

之后，科含又顺利拿下了浙江省
中小学智能机器人比赛，得到了参加
今年在江苏无锡举行的第十九届全国
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的机会。

在准备全国比赛的过程中，科
含在艺高机器人创意中心经常一待
就是一个下午，对于灭火机器人，他
还有想要完善的地方。科含的指导
老师马老师说，为了让机器人被输
入程序后少走弯路，科含自己想出
了加装激光传感器的主意，帮助他
在无锡的比赛中拿到了理想成绩。

女儿洗澡时触电
父母施救也被电晕
医生提醒：切勿徒手接触触电者

慈溪11岁男生
拿下灭火机器人全国一等奖
这是我省选手首次获得该项荣誉

坐着轮椅查房的王秋生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