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周志斌 李黄祺

本报讯 近日，市民徐先生打来
热线向记者反映，他和家人所居住
的南太湖新区仁皇山街道建国小区
内没有配套的健身设施，平常想在
小区内锻炼身体很不方便。

记者来到了建国小区了解情
况，小区内约有 600 户居民，大

多数是原先的建国村村民。徐先
生告诉记者，2006 年仁皇山街道
在建国小区内安装了一批健身设
施，之后因为年久失修就废弃
了，现在连健身器材都不见了。
徐先生还说，现在提倡全民健
身，如果小区内没有健身设施，
老人和小孩都要到别的地方去锻
炼身体，很不方便。

于是，记者联系到了仁皇山
街道建国村党支部书记沈坤华，
他 说 健 身 设 施 以 前 有 的 ， 后
来总是没人用，就烂掉了，生
锈了。

在现场记者看到，原先小区
公园内安装健身器材的位置已经
被绿植所覆盖，健身器材也早已
不见踪影。关于建国小区内没有
健身器材的问题，记者在现场也
采访了一位在该小区居住了多年
的王大爷。

王大爷说，健身器材现在都
烂掉了，小区里应该安装一些健
身器材，这样运动起来方便，省
得总是跑来跑去了。

小区里没有健身器材，居民
平日里的锻炼休闲又该去哪里
呢？沈坤华介绍，现在很多人喜

欢打太极拳、跳广场舞。根据老
百姓的诉求，社区就在小区内寻
找合适的场地，浇筑了一些水泥
空地，让社区里的居民可以在这
些地方跳舞、打太极等。

而健身方式多种多样，居民
们也都有着各自的需求。沈坤华
表示，针对徐先生等居民反映
的问题，村委会会组织村民代
表 进 行 投 票 表 决 ， 只 要 有 50%
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就可以
启动这个项目，在小区内安装
健身设施。

对于此事，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健身设施年久无踪 小区业主期盼重装

记者 周志斌

早上8时许，湖州市中心医院肛
肠外科副主任郑照正穿上白大褂，
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哪
儿难受呢？哪里不舒服？”询问、检
查、开药……整个上午，他几乎停
不下来。

在上午的坐诊时间里，郑照正
几乎坐着没动过身，嘴也没停过。
他告诉记者，为了提高效率，坐在
这里三四个小时不喝一口水是常
事。上午的坐诊结束，吃过午饭，
马上开始准备下午的手术，最忙碌

的时候，一天要做4台结肠肿瘤手
术，有时一台就要三四个小时，这
样的节奏他已经持续了20年。

手术台正是郑照正最如鱼得水
的地方，平均每年有300多台结肠
肿瘤手术的他，历练出了过硬的专
业能力，尽管见过很多大风大浪，
他依然时刻把小心谨慎挂在嘴边。

“一个好的肛肠外科医生，他不一定
是那个水平最高的，但一定是那个
最谨慎、最认真的。”

去年7月，有一位刚刚读大学的
19岁患者出现了便血等症状，一开
始，家里人以为是痔疮，便没有重
视。可是检查结果一出来，体内有
一个直径6厘米的肿瘤，经诊断是结
肠癌，并且已经向周围扩散，得知
此消息，家里人一度崩溃。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这是我们医学界的一句名言。”郑照正
说，了解到病人的情况后，他第一时间帮
助病人和家属重新构筑信心，减轻心
理负担，让病人轻松走上手术台。

手术及化疗均取得了预期的效
果，患者家属内心的忧虑也得以解
除，感谢之情无以言表。“患者和家
属的满意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郑
照正说。另外，他还了解到患者住在
埭溪，父母都在工厂里上班，平时工
作十分忙碌，为了减少他们家庭的
负担，他主动添加患者家属的微
信，在空余时间线上为其解答疑问。

“医生的职责就是帮患者排忧解
难，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郑照
正一直以来的目标。去年12月，他所
在的科室里收治了一位80岁的“老朋
友”，原来老人两年多前在市中心医院
做肠镜检查时发现结肠癌、直肠癌，当

时经过评估和沟通后做了手术，并做
了回肠造口，术后一段时间很痛苦，
造口周围炎症疼痛难以入睡。

老人术后一直没有复查，直到
大便次数增多带血，通过肠镜检
查，又发现直肠新发一个肿瘤，但
考虑到上次手术痛苦，老人坚决不
愿意再做回肠造口。

“我们也非常理解老人家的意愿
和以前遭受的痛苦，与老人家沟通多
次，每次都是1个多小时，考虑到老
人年事已高，生活质量很重要。”郑
照正自我加压，为其开展根治手术，
但切除连接肠管难度大，所幸手术非
常顺利，现在老人术后恢复也很好，
没有了像上次一样的造口，心情也非
常好，今年大年初一一大早，郑照正
还接到了老人的拜年电话，除了祝
福，更有感谢。

用仁心温暖每一名患者
——记市中心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郑照正

见习记者 祝宏涛 通讯员 刘惠欣

本报讯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近日，在小西街夜市，现场22个摊
位一字排开，冒着热气的当地小
吃、琳琅满目的商品、精美多样的
服饰……“小西街夜市3.0版”将湖
城中心商圈的历史文化街区“点亮”。

夜市上的摊主们争相推荐着自
家产品，有的还提供免费品尝。
很快，每个摊位前都围了不少市
民，一时间，吆喝声、欢笑声、
讨价还价声汇聚在一起，“点燃”了
夏日的夜。

“3.0版的创新在于‘网红’食
品摊点的入驻。”吴兴区朝阳街道经

济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唐秀峰介
绍，为了进一步确保夜市的规范
化、食品的安全化，朝阳街道“西
街管家”党建联盟制定《湖州市历
史文化街区小西街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食品摊点规范设置的指导意见
（试行）》。同时，打出了低摊位
费、扩大经营区域、延长营业时
间、允许食品摊主进场等系列组合
拳，实现了食品摊主“零突破”。此
外，小西街产业园还与商户签订食
品安全责任书和安全责任书，并要
求商户提供购买食材的票据或网上
凭证，便于溯源追踪。

连日来，小西街贰牛汉堡食品
摊摊主牛旭每天晚上都忙得不可开

交，既要负责售卖，又要负责汉堡
的制作。牛旭告诉记者，没有在小
西街摆摊之前，生意清淡，只能勉
强维持生活，现在多亏了“西街管
家”党建联盟制定的食品摊点指导
意见，让他也能参与到夜市中，不
仅生意火了，还带动6人就业。

除助力个体工商户、青年创业
者外，小西街综合治理的提效也离
不开“西街管家”党建联盟的助
力。“自从小西街改成步行街之后，
许多街区内的居民就向社区提出了
电动车无处充电的问题，而且居民
常常会将电动车推到家中充电，存
在安全隐患。”吴兴区朝阳街道北
齐巷社区党委书记张秀芳介绍说，

为了解决安全隐患，“西街管家”
联盟单位街区物业、文创公司与社
区协同，在街区东面温宅配套设置
了电动车地下车库，并安装了 20
个集中充电装置和防滑胶条，同
时，联盟单位党员多次走访入户宣
传，引导居民将电动车停放到集中
点充电。

接下来，吴兴区朝阳街道将以
“西街管家”党建联盟为抓手，进
一步聚焦街区人气提升、治理提
效、品牌提质三大目标，充分发挥
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共建优势，走出
一条组合赋能、系统联动的街区
治理新路子，进一步为古街增添
魅力。

网红食品摊点入驻 人气品牌双双提升

“夜市3.0版”点亮历史文化街区

记者 俞黎新

本报讯 安吉县鄣吴镇是浙北小
有名气的“扇子之乡”，鄣吴竹扇制
作技艺是湖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众多制扇工匠中有这么一些人，他
们曾在毒品中沉沦，如今选择重
生，在制扇中闪闪发光。陈云清便
是其中之一。

36岁的陈云清是安吉人，曾因
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过，目前为戒
断3年以上的未复吸人员。同时他还
有一个身份——一位优秀的折扇民
间青年名匠。

2016年，陈云清还是一名无业吸
毒人员。鄣吴镇禁毒办和社区禁毒
民警了解到陈云清在早年曾跟随制
扇老师傅学习过折扇制作，便建议他
从事手工扇的制作。陈云清制扇基
本功扎实，又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对一些传统扇型进行改良创新，
赋予折扇时代气息。在鄣吴镇政府
的推荐和支持下，2018年陈云清去北
京嘉年华参加了折扇展览以及折扇
制作工艺的宣传推广活动，其作品受
到了广泛好评。2019年，他的作品花
竹扇骨被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收
藏。2021年，由他设计的扇子获得了

多项专利。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陈云

清也没有忘记那些和自己一样，离
开高墙后对未来一片迷茫的朋友。
当鄣吴镇禁毒办联系到陈云清，提
出希望他传授吸毒人员手工扇制作
技艺时，陈云清很爽快地答应了。
在陈云清的帮助下，从强制戒毒所
出来的田某、江某等“瘾君子”重
拾信心，掌握了制扇技能，有了可
观的收入，回归家庭，融入社会。

同时，陈云清积极投身公益事
业，参加各种公益和救援活动。他
还加入了“温暖上吴”爱心团队，

每年给困难群众捐款。在疫情期
间，陈云清主动前往卡点做志愿
者，并向防控卡点捐赠物资。

从一名“瘾君子”到制作折扇
成功创业，陈云清完成了一次美丽
的蜕变。他说，现在的自己已经忘
记过去，选择重生。

“其实，禁毒工作除了打击毒品
违法犯罪外，还离不开关爱帮扶戒毒
康复人员，促进其再就业，让他们感
受到社会的温暖，鼓励他们重拾生活
信心，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安吉县
公安局禁毒大队负责人说。（文中人
物为化名）

“瘾君子”变身名匠 助竹扇“非遗”传承

见习记者 吴 健

本报讯“上山下乡服务三
农”百日大走访暨助农纾困攻坚活
动近日在吴兴区移沿山村启动。

现场，几十位农技专家汇
聚一堂，向农民宣传农产品质
量安全及消费知识、强农惠农
政策，并发放种子种苗、农
药、化肥，农业种植资料等物
品，其中还有专家特地准备的
精美画册、图集，向农民介绍
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

据了解，此次启动仪式
后，市农业农村系统将集中开
展为期百日的调研走访帮扶活
动。通过成立由局领导、农技
专家带队的服务队，动员市农
业农村系统各级党员干部、农
村工作指导员、科技特派员等
百余人进行走访，结合重要农
时、农事，以田头工作法、村
头工作法等形式，为300个村
落、农业主体、低收入农户解
决难题、送去帮助，让助农纾
困政策实现精准滴灌。

“上山下乡服务三农”
百 日 大 走 访 启 动

记者 董 梁

本报讯“农村公路智慧管
养”应用平台日前正式上线，
我市也由此开启了机器替代人
工巡检“四好农村路”的智慧
管养新时代。

6 月 8 日上午 9 时许，浙
E05870D公交行驶在湖盐公路
上，当车辆行驶至K1+793路段
时，通过安装在车上的高清摄
像头，运用自动化信息采集技
术与人工智能视频分析技术，
发现一处路面存在坑槽，病害
大小0.013平方米。随后，系统
利用定位系统，准确定位经纬
度，并向平台上报了该路段桩
号以及具体位置。

“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修
补坑槽工单就线上派发到了我
们这里。”双林公路管理所负责
人说，一线养护作业人员通过

登入“浙政钉”移动终端，接
收到工单，前往进行相应填
补，并将处理起止时间、处理
结果等信息通过文字和图片的
形式反馈到系统中。系统管理
人员在网页端对工单进行监督
和管理，确定修复完毕后，生
成结构化数字信息，存储至湖
州市政务云，实现痕迹化管理。

湖州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公路
智慧管养”上线后，目前已有6
辆安装轻量化养护智能巡检设
备的公交车在南浔区浔练公路、
菱新公路、湖盐公路等路段投入
试点应用，实现了路面病害的快
速大数据分析和科学化决策。

截至目前，该智慧管养系
统已累计发现并上报各类公路
事件及病害492件，形成工单
120件，闭环处理98件，收到
良好效果。

“智慧管养”为农村公路
养护插上“科技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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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 翔

本报讯 南浔区市场监管局
日前集中开展涉老食品、保健
品专项执法行动，旨在进一步
规范市场秩序，维护老年人合
法权益。

据悉，专项检查以各大商
场超市、药店、集贸市场、保
健品专营店等为重点，重点查
看经营主体证照、进货渠道、
购销票据、营业场所是否设立
保健食品专区专柜并在醒目位
置标注保健食品警示用语，进
口保健食品有无中文标签和检

验检疫证书等行为。同时，执
法人员深入社区和经营场所宣
传保健食品相关知识和法律法
规，增强经营主体守法遵规、
诚信经营意识，引导消费者正
确认识保健食品，科学理性消
费，守好养老“钱袋子”。

此次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56人次，检查涉老食品、保
健品经营主体30余家，检查各
类广告73条次,暂未发现经营场
所违规进购销售保健食品、虚假
宣传等现象。针对部分经营主
体未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制度的
情况，已责令其限期整改到位。

南浔开展涉老食品
保健品专项执法行动

连日来，德清莫干山高新区浙
江泰普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工人正在赶制帐篷。今年以来，
露营休闲火热，户外用品产业快速发
展。该企业目前帐篷订单已排到10
月底，预计产值较去年增长50%。

记者 王树成 摄

露营爆火
帐篷热销

全民健身进行时

记者 丰 宇

本报讯 近日，在杭宁高速
德清段上发生一起事故，驾驶
员非但不撤离，竟逆车流在车
道上用手机拍摄取证，身边车
流滚滚，险象环生，让高速交
警也不禁捏了一把汗。

当天下午1时许，驾驶员刘
某在G25长深高速德清段行驶
时，与一辆半挂车发生了剐
蹭，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然
而，事故发生后刘某非但没有
及时撤离报警，反而拿起手机
在车道内拍摄视频取证。

高速交警从视频中看到，刘
某拿着手机在高速主线二三车

道里来回走动拍摄事故现场，一
边拍一边嘴里还在说话，后方的
来车纷纷避让，场面确实十分危
险，但此刻刘某还浑然不觉。幸
好湖州高速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及
时联系到了两车驾驶员，要求他
们立即撤离现场下高速处理，才
没有导致二次事故的发生。

“许多车主普遍认为，出了
事故就应该待在原地不动等交
警、保险公司来了再说，然而
高速上不同于地方道路多停留
一秒就多一分危险。”湖州高速
交警支队宣传科民警苏骁天告
诉记者，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
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
即报警”的九字警句。

高速发生事故不撤离
“直播”取证太危险

南浔区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近日在和孚镇民当村启动，开展羽毛
球、乒乓球、中国象棋、广场舞(广播操、工间操)、趣味运动、五人制足球、
三人制篮球等一系列比赛，吸引近1500人参加。 通讯员胡世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