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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同学们切实掌握医学
技能，盛树胜这个班主任一刻不得
闲。他联系了各家卫生院的医生
来进行业务教学。

“虽然时间短暂，但还是要让
学员们多掌握一些医学知识。”盛
树胜说，半农半医训练班的另一个
特点是农忙时归队，农闲时再集中
学习。

后来，这些学员大部分都当了
医生。也就是说，这个培训班为全
市卫健系统培养并输送了20多位

医护人员。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
在田间地头、在农户家中、在医院
门诊室为老百姓消除病痛，彰显了
医者永不褪色的初心。

2014年夏天，半农半医培训
班的25位师生再相聚。一晃半
个多世纪过去了，学员们细数着
各自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经历，
盛树胜十分感慨：“我终于可以向
党组织汇报：当年交给我的任务
圆满完成！”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沃晶婧

为卫健系统输送20多位医护人员

海曙区鄞江镇建岙村，至今尚存
中共四明地委旧址、中共鄞奉县委旧
址、建岙夺粮战遗址、“建岙妈妈”故
居等7处革命史迹点。在战火纷飞
的年代，这个深山岙里的村庄，是浙
东革命根据地和三五支队活动的核
心地带，被誉为“红色堡垒村”。

昨日上午10点，这里又迎来了
一批游客。在志愿者的指引介绍下，
徐先生和同行的伙伴们来到了刚修
缮完毕的抗日战争坚持斗争人民会
议遗址。他们刚在四方桌边坐下，身
穿粗布上衣的“建岙妈妈”们就热情
地奉上了茶水，还让“老孙”给大家拉
上了耳熟能详的小曲儿。突然，院门
被撞开，几个村民挑着一担担粮食进

了门……没过多久门外传来了脚步
声、马蹄声，宪兵队也进了门……宁
波首个红色实景话剧《建岙妈妈》的
首演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建岙妈妈》是由中共海曙区委
宣传部、海曙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中共鄞江镇党委联合出品，宁波
市话剧团（海曙区话剧中心）创排的
一部实景话剧，于2020年 12月 23
日正式立项，是宁波市文联2021年
度文艺创作重点扶持项目，也是我市
首个红色实景话剧。

该剧就地拾起建岙村的红色资
源，以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址为舞
台，演绎了“建岙妈妈”钟仁美的感人
故事。 记者 邹鑫 通讯员 房炜

退休多年，仍心系工作

83岁老党员请战抗疫：召之即来
宁波首个红色实景话剧

《建岙妈妈》首演

卫健系统百个红色瞬间活动征
集启事发出后，记者收到一封写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的抗疫请战书，
落款人是 83 岁的老党员盛树胜。

他提到，希望可以为医院做些宣传、管理工作。这位有着60
年党龄的老医务工作者一辈子兢兢业业，哪怕退休了还始终
心系工作。

83岁老党员请战抗疫：召之即来
“骆驼医院党支部：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当前全国进
入紧张的新冠肺炎阻击战。我是
一名1960年入党的共产党员。虽
然退休多年，仍然是医院的一员。
虽然年已八十有三，但精神尚可。
今特向医院党支部请战，虽不能上
第一线参战，但可以做些如值班、
宣传、管理等工作。现在家待命，
召之即来！”

当时，全国抗疫形势严峻，每
天看着新闻里医护人员和患者共同
对抗病毒的场面，盛树胜在家寝食
难安。“我是一名老党员，又是一名
医务工作者，我不能就这样袖手旁
观，一定要发挥自己的能力。”盛树
胜于是写下这封请战书，请人送到
医院领导手中。最终，医院领导考
虑到他年事已高，只能婉拒，但这位
老党员的行动却激励了青年职工。

作为班主任带教半农半医训练班

在盛树胜家中，记者看到了一
张很有年代感的黑白照。这张照
片拍摄于1966年，是骆驼首届半
农半医训练班学员的合影留念。

当时，全国各地兴起了培训
农村医生的热潮。骆驼区（当时，
镇海县包括城关镇、骆驼区、湾塘
区、郭巨区、柴桥区、大碶区和长
山区等）也积极响应中央指示，于
1966年初办起了半农半医训练班。

学员的招收，一般是大队推
荐，公社批准，再参加区卫生院组
织的口试，口试合格者被录取。

当时，在骆驼区卫生院（镇海
区骆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前
身）参与行政工作的盛树胜任半
农半医训练班班主任。“当时，组
织交给我这个任务，身为党龄6
年的党员，我虽感压力，但更让我
有动力。”

这个半农半医训练班在当年
2月份开办。4月，33位师生成员
在骆驼中学上课时留下了一张珍
贵的合影。这张照片一直被盛树
胜珍藏着，并时常拿出来翻看。“现
在回忆起来，仿佛还在眼前。”

《《建岙妈妈建岙妈妈》》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随着人口老龄化，金融服务对象中

的老年人日益增多，其中不乏子女不在

身边的独居老人，在使用电子化智能工

具、辨别防范风险、处理突发困难等方面

遇到诸多不便。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助老

服务再升级，护航幸福晚年。

“幸福银行”上线
打造适老特色网点

“银发族专属服务通道”。结合老年

人实际需求开设敬老窗口、绿色通道，提

供专人引导陪同、上门延伸服务，遵循老

年人意愿选择业务办理方式及渠道，提

升服务质效。

“爱心驿站”服务。加强适老助老设

施建设，完善无障碍服务设施、配备电子

呼叫铃、增设移动填单台、语音播报点钞

机、大字版显示屏、大字版的标志标识和

信息提示等助老便民措施。

“网点爱心服务卡”。将主要负责人

姓名、联系方式等印在卡面上，以便老

年人随时拨打电话反馈意见建议和寻

求帮助。

“助老客户意见本”。银发族可以将

需要帮助的事项写在服务站留言簿上，

每日有专人查看并处理，竭尽所能帮助

他们解决力所能及之事，充当“贴心棉

袄”护航幸福晚年。

“助老手机银行”启用
打造线上适老体验

手机银行上线语音播报功能。为方

便中老年客户便捷完成业务咨询及交

易，解决看答复内容较费力的问题，交行

在手机银行智能语音助手原有文字应答

的基础上，全新上线语音播报功能，便于

客户直接“听”到回复，丰富了手机银行

的语音交互场景，为老年人等客群提供

了便利。

在线客服发送图片消息。手机银行

在线客服中新增图片消息功能。“一图胜

千言”，客户可以选择手机相册中的图片

或实时拍照后发送，然后根据页面提示

点击“转人工”，由人工客服进行解答。

图片消息有效提高了咨询效率，节省了

客户问询时间，提升服务满意度。

上线手机银行APP关爱版。进行了

适老化改造，对常用功能提供大字体，

少广告，提升老年人体验，后续还会持

续迭代优化功能，逐步上线无障碍化改

造，提高老年人及特殊人群使用智能技

术的体验。

金融知识伴你行
护航幸福晚年

加强老年人教育宣传。重点针对老

年人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增强与

社区、老年大学、老人福利院等机构的教

育宣传合作，分行也推出适老性的活动

主题海报、《姣姣伴你共成长》专供老年

人阅读版本、关爱老年人风险教育短视

频、长图文等专题材料，促进老年人学金

融、懂金融、用金融，增强其获得感和安

全感。 龚高洋

金融服务银发陪伴护航幸福晚年

广发银行宁波分行坚持以民生为导
向，构建人民币宣传长效机制。各营业
网点除通过LED屏、公众知识宣传窗、分
行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客户进行人民币
知识宣传，更是通过走出去的形式，让更
多的客户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了解人民
币、爱护人民币。

本次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宣传活
动，广发银行宁波分行走进慈城东门菜
场，为菜场商户和广大市民进行人民币
知识普及的同时，通过签订不拒收人民
币现金承诺书、为商户回笼“沉睡”的硬
币、介绍防范电信诈骗知识等多种形式，
让更多的现场群众知晓人民币是我国的
法定货币，在支付方式的选择上，社会公
众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任何单位或个人

不得拒收人民币现金。
广发银行宁波分行将切实履行银行

的社会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
护人民币法定地位，努力打造和谐的人
民币现金流通环境，为社会公众提供优
质的金融服务。 通讯员 戴淑君

广发银行宁波分行开展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