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岁的郁振伟当志愿者已有20
年时间。从保护环境到文明大管家，
再到教授智能手机，志愿者服务的内
容越来越广泛。

近两年，郁振伟所在的志愿者团
队“镇海绿丝带环保志愿者总队”联合
宁波大学的志愿者，定期每个月举行
2－3次“智能手机沙龙”活动。

有些老年学员上了一堂课，没有
听懂，第二次就不来了。郁振伟一个
个电话打过去邀请。

“不要担心学不会，短短一周时间
就会有进步。”这是郁振伟常鼓励老
年学员们的话。他现身说法，跟学员

们讲述自己学习智能手机的经历，刚
开始连开机关机键在哪也找不到，到
能学会使用各个软件，一步步来，循
序渐进。

为了消除老年学员们的担心顾
虑，郁振伟教授了一些自己使用智能
手机时的“省钱”小窍门。比如用“云
闪付”APP，花一分钱坐公交，用“支
付宝”APP抢购物满减消费券，用“浙
江移动”小程序直播抽奖获得免费流
量。这下子，老年朋友们尝到了智能
手机带来的“甜头”，学习兴趣高涨，
大家都主动向他请教下一堂课学习的
内容。

郁振伟：让老年朋友尝尝智能手机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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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嘶哑、咽喉肿痛、有异物
感、吞咽不适，常常会被认为是

“上火”或是“咽炎”。但如果这些
症状久治不愈，或出现痰中带血
丝、颈部肿块等症状，要赶紧去
医院检查，警惕喉癌的发生。近
日，宁波市镇海区龙赛医疗集团
龙赛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就接
诊了一位喉癌患者。

患者陆伯伯反复声音嘶哑一
年多，多方求医无果，经朋友介绍
找到了龙赛院区（龙赛医院）副院
长、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
柳辉高。

柳辉高耐心询问病史，仔细检
查喉镜后发现陆伯伯的情况不太
好，便立即安排他入住集团总院
（中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房。

入院后，陆伯伯完善了喉部
增强CT等相关检查，结果果然不
容乐观，长期的声音嘶哑竟可能
是喉癌引起。

科室医生与陆伯伯及其家属
多次耐心沟通手术方案。几天后

在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专
家的指导下，科室团队为陆伯伯
做了手术，术中病理提示鳞状细
胞癌。手术历经3个多小时顺利
结束。

术后，陆伯伯在科室负责人
张欣荣及多名医护人员的共同悉
心照料下，恢复良好。虽然因为
疾病再也不能言语了，陆伯伯也
曾一度失落，但是在医护团队的
积极鼓励和引导下，他决定勇敢
面对未来的生活。

出院这一天，大病初愈的陆
伯伯和家人满怀感情之情给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送来了一面锦旗。

集团一体化管理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副主任张欣荣再次提醒，
正常情况下，声音嘶哑，咽喉肿
痛、有异物感、吞咽不适等症状经
常规治疗后很快就会消失，但如
果久治不愈，或出现痰中带血
丝、颈部肿块等症状，就要警惕
喉癌的发生了。

记者 贺艳 通讯员 孙妃

因为有你们，跨越数字鸿沟不再蹒跚

如今，“银发族”在面对各种高科技产品时，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难题。“数字
鸿沟”正在将老人与社会阻隔开来，因此解决老人智能手机使用问题迫在眉
睫。为了让老年朋友融入网络新时代，社会各界涌现出一批智能手机培训志
愿者，用志愿服务探索助老新思路。

志愿者志愿者（（右右））在社区现场教学在社区现场教学。。

2015 年，程舟群从高校党务工
作岗位退休后，加入了“银辉”志愿者
团队。今年66岁的程舟群是市老科
协会员、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月湖大
讲堂”的讲师之一。年轻时，她就对
摄影情有独钟，花时间琢磨相机、手
机两种设备不同的拍摄方式。经过
多次实地采风，得出了一套实用经
验。

“我自己也是老年人，对于老年朋
友学习智能手机的困惑和需求感同身
受。”一开始，程舟群带领老年朋友们
学习摄影构图，后来学习难度较高的
后期处理。考虑到老年朋友喜欢多拍
摄风景，记录孙辈生活，那她就会着重
讲解拍摄时的曝光度调节和裁剪方

法。
有一次课堂，程舟群特地用一张

月亮照在地上的照片为模板，通过拍
摄时点击屏幕，调节“小太阳”图标，上
下滑动即可调整曝光。这样一来，在
多光线复杂的场景里，也能拍出更有
创意的曝光效果。许多老年朋友都感
叹，原来这个按键“藏”在画面里，怪不
得找不到！

为了调动学习氛围，她的课堂上
会邀请大学生志愿者一对一在一旁辅
导。如果老年朋友们答对课堂问题，
还能领取小礼品。不过教室里一般可
容纳 150 多人，每次都坐得满满当
当。有些老年学员容易忘记知识点，
会多次报名重复听课。

程舟群：我也是老年人，所以感同身受

“许多老年朋友手机内存满了，不
会清理，还有转账时不会操作，这个也
要提醒老年朋友谨防诈骗。”今年30
岁的汪良权是一名志愿者。他一方面
教授社区里的老年朋友们学习智能手
机操作，一方面多次提醒：不乱点链
接、不随意回复信息，回拨电话，警惕
智能手机中的陷阱。

汪良权告诉记者，许多学员们上
完课，学习热情高涨，会围着志愿者们
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些学员想

学习短视频制作，赶赶新潮。
去年，“我来教您用手机”公益课

堂在鄞州区小城春秋社区开启。志愿
者们为老人们带来了一场实用的“面
授”课堂。当天公益课堂的内容主要
有三个：手机使用的风险防控、清理手
机垃圾文件、手机缴费。这三个功能
看似简单，但志愿者们从调研结果和
老人需求出发，开发出的定制基础课
程，学员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记者 徐丽文

汪良权：走进社区送教上门

声音嘶哑总不见好
小心是喉癌

“这本《踏雪集》，记录了我
的工作经历以及退休后的一些
感悟。”近日，家住鄞州区东湖花
园的96岁前医务工作者李慕恒
告诉记者，他希望这本回忆录不
仅仅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记录，
也希望这些往事能给后辈以启
迪。

给后辈的“武功秘籍”
上世纪50年代，李慕恒从福

建来到宁波，成为了一名医生，后
从市第一医院外科退休。2008
年，李慕恒开始撰写回忆录《踏雪
集》，至今经过三次改编。

谈及写回忆录的初衷，李慕
恒说：“我退休后被医院返聘，当
时电脑开始普及，于是我让孙女
教我如何使用这个‘新玩意’。”李
慕恒花了个把星期学会了五笔打
字，感受到科技时代日新月益的
进步，李慕恒开始在电脑上写《踏
雪集》。

《踏雪集》里记录了许多临
床案例讨论和疑难杂症鉴别诊
断案例，还有李慕恒发表过的多
篇论文。

《踏雪集》中还收录了一张珍
贵的图片，这是李慕恒坐着记录
患者的病情，桌上旁边放着一个
肿瘤标本。李慕恒指着照片，告
诉我们，记得当时，患者20多岁
左右，因为头疼到第一医院就
诊。做完CT后发现，患者脑部的
肿瘤已经有拳头大小。虽然这说

出来难以置信，但李慕恒还是如
履薄冰，决定为患者进行手术。

寄托情怀的诗乐集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生活

中，李慕恒爱好格律诗词，他自学
押韵规则知识，用作品抒发心
意。《踏雪集》一书中，共收录了诗
词作品共164首。

其中有一首《人生如诗》，“人
生到处有诗题，且把冰心付雪
泥。沦海息机勤作棹，雌雄论剑
不须提。”这首诗是李慕恒对人生
的见解。“生老病死总难免，人有
悲欢离合。我与老伴七十多年

‘比翼天涯风雨路，深知淡漠看春
秋’，就如这本《踏雪集》，‘踏雪’
意为“雪泥鸿爪”，留作纪念。”李
慕恒说。

李慕恒还是音乐爱好者，小
时候学过钢琴，熟知乐理，《踏
雪集》中还收录了他自己谱写
的歌曲。

记者 徐丽文

96岁老人出了本回忆录
能给后辈以启迪

李慕恒老人在弹钢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