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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胆 就医颇费工夫
自从三年前体检查出自己有胆囊结石后，钟女士就

一直很纠结。“这几年先后去了几家医院咨询，医生都是
一个意思，建议手术切除胆囊。”她说，“但我始终有点犹
豫，特别是查了不少资料，得知有可能保胆后。”

为了能够保胆，她还在朋友介绍下去过外省医院
就诊，当时都办了住院准备手术，结果因为持续几天
重感冒只得作罢。这次，得知宁波就可以做这个保胆
手术，而且是经口内镜下，比微创更“微创”，她就决心
过来了。

于是，钟女士找到了浙江大学明州医院消化内科林
琪主任医师。经检查，钟女士的胆囊状况良好，符合保
胆条件。于是，林琪为钟女士进行手术，顺利取出了钟
女士胆囊内的两颗小石头。

整个手术过程虽仅耗时近1小时，但对医生手术操

作的熟练度和细致度要求很高。早在今年的8月6日，
林琪就操刀进行了全市首例保胆取石手术。

这项技术可消除患者不良症状
俗话经常说，有胆囊才胆大，这个其实是无稽之

谈。但胆囊对于健康的身体而言，确实不容忽视。
在不进食时，肝脏分泌出的胆汁会储存并浓缩在胆

囊内，当我们进食后需要消化时，胆汁再由胆囊排出，参
与脂肪的消化和吸收。

胆囊切除手术后，由于肝脏分泌胆汁是24小时无
休进行的，这是由于胆汁缺乏储存、浓缩，只能随着肝脏
的分泌，淅淅沥沥不停地排入肠道，由此引起消化不良、
腹胀腹泻等情况的出现。

“一般来说，身体能够慢慢适应没有胆囊的状态，恢
复到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如果保留了胆囊，就是保留胆
囊功能，病人术后不会出现因没有胆囊所引起的不良症

状。”林琪说，目前保胆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而且通过严
格筛选符合保胆指征的患者，加强对患者术后饮食、生
活习惯甚至体重控制的指导和术后药物规范治疗，结合
先进设备的辅助，已经能做到术中取尽结石，复发率明
显下降。

不过在林琪看来，胆囊切还是不切，还是要看患者
个人情况。“首先要看患者意愿，其次要看胆囊状况。胆
囊功能测定后，符合治疗指征的我们建议保，情况已经
不乐观的，硬保也没有意义。”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黎燕

胆结石多年不敢手术
医生“超微创”保胆取石

林琪正在为患者做检查。

“真是太好啦，不用切除胆囊就能把结石取出来，现在一点也不疼了，而且身上没有一点手术伤口。”近日，钟
女士顺利接受保胆取石手术，从浙江大学明州医院消化内科病区出院。临走前，她特意向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林琪表达感谢。

会议强调，常态化巩固提升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必须增强常态化
文明城市创建的自觉性，紧紧围绕
民之所需、民之所盼、民之所急，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典范城市
夯实坚实基础。

会议要求，抓好突出问题整
改，积极回应百姓呼声，坚持问题
导向，切实抓好整改落实；抓好检
查督查，市、区文明办常态化开展
日常巡查检查，主动发现问题，推
动问题整改；抓好文明好习惯养成

工程的推进，搭建各类平台发动群
众参与，久久为功、驰而不息，推出
更多文明好习惯的新名片；抓好特
色亮点工作，善于创新，打造更多
文明工作新品牌，形成亮点纷呈的
可喜局面；抓好宣传发动，加大新
闻宣传、社会宣传力度，不断传播
正能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创建
的强大合力；抓好责任落实和制度
完善，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举措、
更实的作风，不断推动文明创建向
更高水平迈进。

记者 朱琳

常态化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月度讲评会昨举行

文明城市创建市民参与度明显提高

昨天，我市举行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月度讲评会，会
议通报反馈了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工作的检查情况，并部署下一
阶段高标准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段时间
以来，市文明办按照文明城市常态
化创建“每周有检查、半月有通报、
每月有讲评”的工作要求，做了一
系列工作。

总体来看，市民、外地游客、参
加公务商务活动的来甬人员及网络
媒体对宁波文明城市给予了肯定和
赞誉，市民的参与度也较往年明显
提高，市民对常态化创建持支持、赞
同态度，全市形成了“你我他齐动
手”的浓厚创建氛围。

如今的宁波，城市环境秩序
保持较好，主次干道、公共场所、
社区（小区）以及农贸市场等整体
上保洁较好，车辆停放有序；机动

车文明礼让斑马线普遍，交通路
口行人、非机动车遵规守法率有
提升；校园周边秩序保持较好，上
下学期间门口管理到位；景区景
点内部环境卫生保持较好，周边
整体有序；建筑工地文明施工要
求落实较好，围挡宣传常态长效；
窗口单位服务意识有所提升，公
益宣传保持较好；媒体宣传持续
开设专题专栏，积极宣传常态化
创建工作开展情况，宣传“爱心
宁波、尚德甬城”的暖心故事，以
及创建经验做法和先进事例；公
益广告宣传氛围较为浓厚。

不过，会议也指出了创建过程
中容易反复的问题有所回潮。

形成“你我他齐动手”的浓厚创建氛围

音乐剧、快板、情景剧、故事汇……

村里来了文艺微党课宣讲团

原创音乐剧原创音乐剧《《第一书记第一书记》。》。记者记者 崔引崔引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朱琳） 10月27
日晚上，东钱湖镇城杨村文化礼堂
座无虚席，鄞州区赴延安文艺微党
课宣讲团宣讲活动在这里举行。

开场大鼓表演、音乐剧、快
板、情景剧、故事汇、小组唱，一个
多小时的宣讲时间里，文化礼堂
内几乎无人提前离席，村民们借

“周二夜学”平台，听了一堂新鲜
有趣、气氛活跃的党课。

10月18日，作为全国唯一受
邀的基层宣讲团，鄞州区新时代

“鄞铃”文艺微党课宣讲团走进延
安学习书院，以音乐剧、情景剧、
快板、故事汇等文艺形式，串联起

“文艺说小康、理论进万家”的主
题宣讲，反响热烈。

为进一步扩大延安主题宣讲
的成果，以赴延安宣讲阵容为主
要班底的宣讲团来到了城杨村，
为村民们带来一堂接地气的文艺
微党课。

原创音乐剧《第一书记》，通
过欢快的音乐，活泼的表演，把鄞
州区3名农村“第一书记”的故事

形象地展现在台上。
宣讲员王贤国用地道的宁波

话演绎快板《打好村社换届漂亮
仗》。

根据全国道德模范周秀芳爱
心事迹创作的情景剧《支教奶
奶》，通过对10周岁、50周岁、72
周岁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周秀芳经
历呈现，讲述她如何走上支教这
条路，展现了文艺宣讲的榜样激
励效应。

90后新型农民、鄞州姜山归
本水稻农场负责人汪琰斌讲述了
基于自身经历的故事《稻花香里
话小康》，令在场村民印象深刻。

“这么新鲜的党课还真没听
过，我全程看下来了，还拍了照片
和视频。”村民杨安裕说。

村干部杨贵军表示，宣讲团
的风采果然不一样，既接地气又
好听好看，这样的文艺宣讲，党
员、群众都喜闻乐见。

据了解，今年以来，“鄞铃”文艺
微党课已宣讲120多场，创作主题
课件177个，听众超过8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