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足踝外科
学科带头人马昕教授工作室，是最早
落户市九院的专家工作室之一。一年
多来，在马昕教授及其团队的帮助下，
市九院足踝外科团队快速成长，江北
的居民也能在家门口看上海名医了。

一位22岁女孩，因为儿时身患
“儿麻”（小儿麻痹症），一只脚只能脚
尖着地跛行，每两三个月就要磨破一
双鞋。因为腿疾，女孩爱情受挫，生活
陷入低谷。跛行的腿常常疼痛，一次
女孩去慈城的医院就诊，市九院下沉
坐诊的骨科医生说的一句话，让她重
燃生活的希望：“你的腿可以做手术，
我们有上海专家在。”

半年前，马昕教授为女孩做了手
术。手术后，她总是离地5厘米的脚
跟第一次着地，激动万分。如今，女孩
走路已经接近常人。

2017年 11月，上海华山医院足
踝外科学科带头人马昕教授工作室落
户宁波市第九医院。如今，马昕教授
团队每月1-2次来市九院坐诊、带教

和手术，像足踝部畸形、急慢性足踝部
运动损伤、肿瘤等疑难的手术，上海专
家都带着市九院医生一起上。

“现在运动损伤的患者越来越多
了，过去我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不够
深入，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是上海专
家带来了全新的运动损伤修复理念。”
市九院足踝学科负责人陈启旺说，宁
波有一位体育老师，踝关节扭伤几个
月，休息、固定、外用药等方法都用了，
不见好转。马昕教授通过手术纠正了
韧带和关节软骨的损伤，几个月后，这
位体育老师再度活跃在运动场上。

马昕教授工作室落户市九院一年
多，医院也获益良多。陈启旺医生告
诉记者，马蹄内翻足是难度比较大的
足踝外科手术，过去市九院从未开
展。马昕教授来了以后，带着他们做
了好几例。如今，市九院足踝外科团
队已经能独立开展不少足踝部手术，
包括拇外翻、踝关节的微创手术、青少
年平足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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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张翔 顾东栋 文/摄）“分类桶的外
表要时常清洗，保持干净。”“特别要注意不要让行人丢其他垃圾进去。”
日前，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鼓楼中队对鼓楼步行街名为桃笺的餐饮
店进行立案查处，原因是垃圾混投。

同样的违法行为还发生在和义路上的鸟八日式烧烤店。该餐饮店
在被中队查到垃圾混投后，未及时整改。中队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并对该店处以罚款770元的处罚。

“鼓楼是海曙区的门面，地处市中心，这里的餐饮店尤其是小店铺
密集，仅鼓楼步行街范围内就有近百家。”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鼓楼中
队副中队长胡国忠说，为了城市形象和人居环境，中队借助全区开展的
餐厨垃圾攻坚专项整治，对私收、私运、变相买卖、随意倾倒、非法收运餐
厨垃圾、擅自处置餐厨垃圾、混杂生活垃圾、废弃食用油脂收运不规范等
违法行为，按相关规定严肃进行处理。

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已有9家餐饮店因餐厨垃圾混投被立案查处。

改编垃圾分类歌，宣传督导两不误
“要使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共

同建设美好家园。”……在红房子小区，随处可见类似的宣传标语。
早在创建初期，小区便利用楼道小黑板、宣传窗、社区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宣传垃圾分类。社区网格长及志愿者上门发放倡议书、垃圾分
类宣传册和环保帆布袋等，入户宣传率和居民知晓率达100%。

小区党员周德成还给《两只老虎》重新填词，改编成“垃圾分类”
专属歌曲。“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环境美，环境美；我们一起动手，我
们一起动手，齐努力，齐努力！”旋律朗朗上口，时常飘荡在小区的各
个角落。

为更好地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小区成立了由14名居民党员及
楼组长组成的督导志愿者队伍，今年8月起新增30名在职党员参
与垃圾分类桶边督导志愿服务。“督导时间长了，我能明显感受到居
民自觉性高了。一开始垃圾都混着扔，现在基本能把厨余垃圾分离
开来了。”周德成说。

由被动变主动，垃圾分类成习惯
红房子小区尝试通过对居民投放的厨余垃圾进行评估和扫描，

向分类正确的居民发放积分卡。在次月的1至5日，居民可凭积分
卡到社区换取相应的奖品。“我们通过这种宣传激励的方式，鼓励小
区居民养成分类习惯，以点带面，促进整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
车站路社区负责人表示。

在小区29号楼居民刘良华看来，垃圾分类并不麻烦，只要平时
养成习惯，完全是小事一桩，但是意义重大，“利国利民利下一代，对
我们的环境和子孙后代都有好处。”

如今，像刘良华这样的居民在红房子小区明显多了。从当初被
动进行垃圾分类，到如今主动意识到其重要性并自觉履行，垃圾分
类全民参与的热潮在这个小区里越来越盛。

“以前走过垃圾房，臭味扑鼻而来，苍蝇一群群的，楼上的住户
都不敢开窗。现在厨余垃圾每天清运，没什么味道，小区环境卫生
好多了。我们是垃圾分类的践行者，也是垃圾分类的受益者。”周德
成说。 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袁力波

本报讯（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陈佳）北仑白峰街道白峰村村
民邵安信是一位有着38年党龄的老党员，今年81岁。去年11月，
白峰村作为白峰街道垃圾分类工作的试点村，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
伊始，邵安信便主动请缨，成为村里第一批加入垃圾分类宣传、督导
工作的党员，入户宣传垃圾分类，桶边督导村民投放垃圾，每天都为
垃圾分类工作奔波着。

不怕脏、不怕臭，有家人支持；脾气好、态度好，有群众基础；尽
心尽责、任劳任怨，被众人认可。这是白峰村村委会和大多数村民
对邵安信的评价。从今年1月15日开始，村里决定将山防安置片
区的垃圾分类督导工作交由邵安信一人负责。

在过去的200多天里，不论刮风下雨，还是遇到节假日，每天早
上5点、下午4点，邵安信都会准时出现在山防安置片区的垃圾集
中投放点进行桶边督导，指导村民投放垃圾。对于村民投放错的垃
圾，他不怕脏、不怕臭进行二次分拣，并告诉村民以后该如何分类，
早上持续到8点、晚上持续到7点才结束。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需要每个人加入，不分年龄，党员更是义
不容辞，要起到带头作用。”这是邵安信常说的一句话。

刚开始，也有部分村民不理解邵安信这样不厌其烦地指出他们
分类不正确的行为，对老人的态度也不是很友好，但邵安信从来不
受影响，他在督导垃圾分类时所受到的委屈，也从来不跟任何人说，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了村民的垃圾投放习惯。

如今，白峰村山防安置片区的垃圾分类率达70%，分类质量达
70%。

被动变主动，垃圾分类成习惯
镇海红房子小区分类投放正确率达90%以上

81岁老党员桶边督导200多天
以身作则带动众人参与垃圾分类

对餐厨垃圾混投行为说“不”
9家餐饮店“吃”罚单

执法人员在检查餐饮店。

早上7点不到，72岁的周德成便戴上了蓝色的袖标，来到了小区垃圾房
前，开始垃圾分类督导工作。“纸巾不是厨余垃圾，需要放到其他垃圾里，下
次一定要注意。”翻查完居民的垃圾袋，周德成耐心地说。周德成是镇海招
宝山街道车站路社区红房子小区的居民，也是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志愿者。

红房子小区是招宝山街道最早推行垃圾分类的小区之一，经过几年的
努力，居民由被动变主动，垃圾分类成为习惯，目前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投放
正确率已达9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