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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旦遭遇电梯下坠怎么办？被困电梯
了又该如何求救？

据了解，电梯下坠实则是电梯启动了“自我保
护”机制，以保障乘梯人的安全。一般分为两种情
况，一种是电梯在运行过程中急停，原因通常是运
行过程中安全回路或者门锁回路断开，造成电梯
停止，乘客会感觉腿发麻，这是电梯紧急停止造成
的；另一种是电梯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并自动回
到基站（通常设在建筑物的一层）复位，这个时候
即使把每一个楼层按遍，也没有太大作用。这时
被困的人不要惊慌，应保持冷静。

“市民如果在电梯中受困遇险，可直接拨打
96333热线，并提供张贴于电梯轿厢内特种设备使
用标志中的6位识别码，后续的救援工作将第一时
间展开。”特监处负责人说。

据悉，去年5月10日，宁波市特种设备应急处
置指挥中心合并升级电梯困人应急热线96333（原

12365），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远程坐席系统以
及应急调度系统的联合运用，实现对困人电梯的
快速定位和快速救援。

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张淑蓉 孙桂秀

甬城春日，樱花相继开放。“十日樱花作意开，绕
花岂惜日千回。”诗人苏曼殊的这句诗正是感叹樱花
花期短暂，每日看千回也不觉多。近日，宁波财经学
院的几名大二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历时半年成功
复原古法樱花香丸，将娇艳易逝的樱花以另一种方
式保存起来。

参照古书香方制成樱花香丸

制香是古代文人骚客引以为傲的技能，传统的香
丸配方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相互创新改良的产物。

就读宁波财经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蒋梦秋
和伙伴们复原的樱花香丸为“二苏旧局”（茉莉丸）的
创新改良版，此香香方出自陈云君所著的《燕居香
语》，以沉香、檀香、乳香、琥珀为基底，外面裹上樱
花，窖藏一至两个月，使香味更加浓厚。其名意在怀
念宋代大文豪、玩香高手苏轼与他的兄弟苏辙之间
的至亲深爱之情。蒋梦秋团队历时半年，参照书中
香方，不断实验、改良，最终成功复原，并在此基础上
将方中的茉莉花替换成樱花，制成了樱花香丸。

数千花瓣只能研磨出几克花粉

《红楼梦》中宝钗的“冷香丸”因其制作工艺繁

杂，为人所惊叹。而樱花香丸的制作也丝毫不亚于
此。自秦汉到明清，传统制香工艺早已形成了严谨
完整的体系，能在各类典籍记载中寻见踪迹，其制作
过程极为繁复且需慎重仔细。

蒋梦秋和伙伴们需要在樱花季摘下花瓣，晒干，
碾粉。数千花瓣最终只能研磨出几克花粉。研磨花
粉的时候要力道均匀，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需要花
费大量时间，而这只是完成制香前的准备工作。

炼蜜是制香中极需要掌握火候的一步。“蜜过
多，会让所有香丸粘成一团；蜜过少，香丸又不易成
型。”团队指导老师俞佳伟说。

最难的还是要复原古方里所描述的香味。古人
对香的描述大多偏向文学性，人们看到文字时会对
它的香味浮想联翩，产生神往，但对于制香的人来
说，越抽象的描述越难复原。团队需要反复调配试
验，以找到合适的配料与调制比例，使其香味更接近
古籍记载。

制香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香丸制成后，想要细品其香味，就需要“隔火熏
香”。隔火熏香是一种很考究的用香方法，不直接点
燃香品，而是以专门制作的香炭块为燃料，通过“隔
片”灸烤香品，可免于烟气熏染，有利于香气释放更
加舒缓、温润，香韵悠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炭火的
燃烧在变化，香丸散发出的香味也在变化，一颗香丸
大约可以烧2小时。

“不论香道还是茶道，展现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修养，追求的是精神享受的过程，我们不是为了制
香而制香。”团队的另一名指导老师林雷杰对古方香
丸颇有研究，曾成功复原过沉香丸，他说，“香也有品
格，和人一样，有的味道浓烈，有的滋润温柔。制香
是为了激发更多年轻人的文化精神高度，让更多志
同道合的人一起享受文化才是我们的初心。”

记者 李臻 章萍 通讯员 郑金悦 王轶群

去年宁波4700多人被困电梯
平均救援用时16.06分钟

参照古书香方，历时半年
甬城大学生复原古法樱花香丸

电梯使用越来越广泛，电梯被困事件也日渐受到关注。宁波每年有多少人被困电梯？在
电梯中被困应该怎么办？记者昨天从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目前我市在用电梯总量接
近9万台，去年处置电梯困人应急救援事件2256起，解救被困乘客4767人。

我市在用电梯总量接近9万台

“目前，我市在用电梯总量接近9万台，按国家
一年一检的规定，每年开展的定期检验（含复检）

就要超过9万次。”宁波市市场监管局特监处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电梯的安全使用一直是他们的
重点工作，“除了国家规定的定验，还有日常的监
督检查，去年日常督查电梯1867台。”

电梯应急处置工作也备受关注。据这名负责
人介绍，去年相关热线共计呼入、呼出电话16716
通，处置电梯困人应急救援事件2256起，接受电梯
相关投诉咨询44起，解救被困乘客4767人，平均
救援用时16.06分钟。

遭遇电梯下坠、被困电梯怎么办？

养老待遇领取
资格认证期限放宽
倡导通过人脸识别自助认证

昨天，市人社局发布消息，从今年起，
我市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更加便捷、高
效，认证期限由原来的每年4月至8月，放
宽为每年12月25日前。认证方法主要实
行信息比对、线上自主认证和线下社会化
服务相结合的新模式，倡导各类待遇领取
人员特别是异地居住人员通过“宁波人社
APP”等人脸识别自助认证。

这些人需要进行资格认证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社保
经办机构每年要对以下人员进行资格认
证：享受机关（事业）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人员；享受企业退休（职）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人员；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含享受原老年居民养老保障、新型农村

养老保险待遇）人员；享受被征地养老保
障待遇人员；享受职工遗属、工伤供养和
精减职工（含部分精减职工）生活困难补
助费人员；享受宁波社区综合补贴的省部
属企业退休、援外回甬定居人员。

据统计，我市共有近200万名各类养
老保险（障)待遇享受人员。

倡导通过人脸识别自助认证

各类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特别是
异地居住人员，应在每年12月25日前通
过“宁波人社APP”或“支付宝”等途径的
人脸识别技术，开展自助认证或亲友协助
认证。对既未自助认证又无实名验证信
息的，由街道（乡镇）、社区（村）和自管组
织通过文体活动、走访慰问、帮扶服务、参
保登记等形式开展资格认证。

对高龄、病残、行动不便的人员，如果
既不会使用“宁波人社APP”自助认证或亲
友协助认证，又无实名验证信息，可以提出
上门服务申请，由街道（乡镇）、社区（村）基
层服务组织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向异地居住
的领取待遇人员寄送《异地居住人员社会
养老保障待遇领取资格协助认证表》，也
不再要求领取待遇人员返回参保地认
证。这些人员可以通过“宁波人社APP”
或“支付宝”办理自助认证或亲友协助认
证，也可以建立点对点微信视频认证。

机关事业（离）退休人员资格认证工作
由原单位负责，“宁波人社APP”“支付宝”
等人脸识别认证功能尚未对他们开放。

这些行为属于违规领取

以下行为属于违规领取养老待遇：退
休人员、城乡居民和被征地人员去世后，
其直系亲属不在规定期限报备，继续领取
养老金；职工遗属、精减职工和工伤供养
人员去世后，其直系亲属不在规定期限报
备，继续领取生活困难补助金；各类养老
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被判刑、失踪，直系亲
属不在规定期限报备，继续领取养老金和
生活困难补助金；冒用他人档案材料或伪
造人事档案材料参保退休，骗取养老金；
伪造死亡证明、虚构死亡时间，骗取养老
金及丧葬费；虚构劳动关系，伪造参保资
料办理参保补缴手续，骗取养老金；其他
通过欺诈、伪造证明材料骗取养老金。

骗取、冒领和重复领取养老待遇应主
动退还。对拒不退还者，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应按规定移交行政部门处理。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任社

俞佳伟老师在准备隔火熏香。通讯员 毛心妍 摄

樱花香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