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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任秀月老人的过往，昨天上午，
记者采访了村干部胡伟亦。胡伟亦告诉记
者，任秀月家一直是困难户，丈夫身体一直
不好，不能务农，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
任秀月的肩上。祸不单行的是，30多年前
的一场火灾，把任秀月的家烧光了。

“尽管家庭经济困难，但只要有患者上
门，任秀月都会帮忙治病，从不收一分
钱。”胡伟亦说，村民们经常看到任秀月背
着竹篓子上山采草药，有时一去就是大半
天。

在女儿王国萍眼里，母亲是个特别能吃

苦的人。虽然读书不多，但母亲常说，能帮
助患者减少病痛折磨是她最大的心愿，只要
能帮，就不会放手不管。

因为母亲年纪大了，王国萍总是劝说她
不要独自上山采药，以免发生意外。但嘴上
答应得很好的任秀月，一到家里就把这些话
都忘了。

任秀月说，从小父母教她要多做好事，
治病救人凭的也是良心。虽然老母亲离世
20多年了，但这句话始终刻在心里，“我虽
余生不多，但帮助病患者的这颗心不会改
变。”她说。 记者 孔玲

为了三官堂大桥建设

来宁波好几年的他
连南塘老街都没去过

甬江岸边，三官堂大桥项目正如火如荼
地建设，项目部工程部部长黄赓宇整天都泡
在工地里，少有闲时。“来宁波好几年了，连
南塘老街都没去过，要说最常去的地方，应
该就是栎社机场了。”说这句话时，他的语气
中带了点无奈。

每天跟施工小组一起上班

三官堂大桥及接线工程（主桥）南起高
新区江南路，中跨甬江，北至中官西路，工程
全长3.3公里，桥梁总长2.2公里，是连接甬
江北岸与宁波中心城区的主要过江通道之
一，其主线按照城市主干路双向八车道设
计，采用一跨过江方案。

“大桥主桥工程地理位置特殊，限制条
件较多，既有桥下20米的通航净高标准，又
有60米航空限高要求，江中不宜立墩，要穿
过轨道交通2号线的高架桥梁，还要避开平
行的拟建轨道交通5号线隧道，因此建设条
件相对困难。”黄赓宇向记者介绍说，2016年
9月，大桥南岸打下第一根桩，去年10月，南
岸下部构造完成，如今，南岸三角区桥面板、
下三角区杆件、边跨所有6个大节段钢桁梁
的安装工作已经完成；而大桥北岸主墩于今
年3月进场施工，目前正在进行主墩下部施
工。

“工人早上6点进场，我们也要早上6点
上班，先给施工小组的负责人讲当天的施工
内容、难点以及施工安全要求；工人开始施
工后，我们要到场督促及检查，工人解决不
了的难题，我们要帮忙解决；工人下班后，我
们还要对当天施工的进度、质量等进行总
结、检查。”黄赓宇说，施工时常会受到天气
影响，夏天天气炎热，为保证钢结构安装的
精确性，工人常常要在半夜开工，工程部也
要到场；冬天，考虑到气温、湿度有时达不到
施工要求，工人需要在严寒到来之前加班加
点、赶进度，工程部也不能缺席，“没有节假
日，一般就是轮休，但工地里一有事，就得赶
过去。”

辛苦并自豪着

黄赓宇是四川成都人，别看已是三官堂
项目部的工程部部长了，但他其实还很年
轻，是个90后。“我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四川
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还参加过
宁波芝兰桥项目的建设。”黄赓宇说，三官堂
项目开工以来，只有过年的时候，工地放假
10天，他才有时间坐飞机回一趟老家，“我和
妻子是大学同学，如今她也在三官堂项目的
合同部工作，算是工地夫妻档了。”

“感觉对自己的父母、孩子都有一份亏
欠。”他说，妻子生下女儿那会儿，他都没有
陪在母女俩身边，也没怎么给女儿换过尿
布，后来，妻子休完产假回宁波上班了，女儿
就交给在老家的父母照顾，“现在，女儿已经
2岁半了，我们天天跟她微信视频。我妈告
诉我，孩子出去玩时还跟别人说，爸爸是造
桥的，特自豪！”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廖浪 文/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痛
风、高尿酸血症已成为严重威
胁人们健康的常见病。

痛风、高尿酸血症还与慢
性肾病、心血管疾病、脑卒中
等疾病密切相关。重视痛风的
临床特点，早期诊断和系统的
规范化治疗十分必要。鄞州人
民医院将于 11 月 21 日 （周
三）免费为患者提供痛风健康
讲座，并举行义诊。

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周三）
1330-1630

地点：鄞州人民医院门诊楼 4 楼学
术报告厅

《痛风、高尿酸血症的危害与防治》
授课人：单爱琴主任医师
《痛风患者的饮食指导》
授课人：施善芬副主任医师
《痛风诊疗的常见误区》
授课人：潘翠萍主治医师

张基隆 房伟

宁海有位老人
用祖传偏方
帮了不少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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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海力洋镇和长街镇，只要提到任秀月老人，远
近村里的人无不知晓。40多年来，她用祖传的中医偏方
治好了不少人的难疾。即便她自己家庭遭受重大变故、
生活困顿不堪，这位善良的老人始终不改初衷。

为了患者 她自采草药自己试药
昨天上午，在宁海长街石桥头120号，

满头银发的任秀月老人正在整理刚刚晒干的
草药。“这些草药都是我采来的，它们跟我
打了40多年交道了。”她说。

“如果不是任阿婆帮我治，这病恐怕一
辈子也好不了。”邻村的村民鲍桂霞说起任
秀月老人，满心感激无以言表。2年前，鲍
桂霞小中风入院治疗，出院时左胳膊不能抬
举，左腿走路也不平稳。面对半残的身体，
鲍桂霞一蹶不振，这一切被过来串门的任秀
月看在了眼里。

为了给鲍桂霞治病，任秀月几次上山采
草药。为安全起见，药煎好之后，她自己先
试喝，然后端给鲍桂霞喝。据鲍桂霞自述，
经过一年的调理，她的左胳膊慢慢康复，如
今能拎起小物件了。

“我的痛风也是任阿婆治好的。”村民邵
老伯受痛风病折磨多年，2年前听说任秀月
有偏方可治，便慕名前来。从上山采药、配
药开始，任秀月根据病情及时调整剂量，还
经常送药上门。如今邵老伯的腿已不再疼
痛，可以正常走路了。

经过测试 改良祖传中药偏方
“前天在桥头村慰问困难家庭，看到几

名远道而来的患者特意登门感谢，这才了解
到任阿婆的善举。”志愿者朱志宁说，了解
到任阿婆家境并不富裕，却义务助人40多
年，自己很受感动。

今年68岁的任秀月是力洋镇文正村王
家人，她的母亲和哥哥都是医生，家里有祖
传的治疗偏瘫、痛风等病的中药偏方。任秀
月从 12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学习采药、抓
药，小小年纪就能报出几十种药名和配方剂
量，是母亲的好帮手。

任秀月的女儿王国萍告诉记者，40年
前，父亲患了痛风，关节水肿发炎，一条腿

肿胀严重，根本不能走路，去医院治疗，短
时间内没有明显效果。不忍看父亲被病痛折
磨，母亲决定自己试着配中药给父亲喝。

王国萍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一个月的药
效并不明显，之后母亲大胆结合祖传偏方，
加大了一倍剂量，结果父亲喝了药却痛得更
厉害了。此后三个多月，母亲不断测试、改
良祖传偏方，父亲的病情不断好转，最终得
以康复。

“为父亲治病的经历，让母亲积累了不
少经验，后来她结合祖传偏方进行改良，治
愈了很多患者。”王国萍说，看到被治愈的
患者登门感谢，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

“帮助患者的心不会改变”

鄞医下周三举行痛风健康讲座与义诊

女儿王国萍关照母亲任秀月不要
独自上山采药。 通讯员 朱志宁 摄

三官堂大桥项目工程部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