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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常事]

[健康常山]

新时代“三民工程”

徐氏尺肤诊疗法入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日前，常山县第七批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公布，县中医医
院徐氏尺肤诊疗法入选第七批县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徐氏尺肤诊疗法，属于民间中医
流派，至今已传承五代，现存主要传承
人为徐宝秋及其女徐复娟。目前主要
分布于常山县及周边，尤擅诊治内科、
妇科、儿科及心脑血管疾病，因其门人
精湛的医术、独特的尺肤诊体系以及
对各类疑难杂症丰富的诊治经验而享
誉当地，引不少患者慕名而来。

徐氏中医在内经对尺部皮肤寒
热、燥湿的诊察，对尺部肌肉坚脆的诊
察基础上，传承创新，总结了一套切合
临床，行之有效的尺肤诊疗体系，将其
内涵衍生扩展，从望诊、切诊、相应三
个方面进行诠释，可有效提高诊疗水
平，提升诊疗疗效，形成了徐氏尺肤诊
经验。此经验首次对尺肤诊进行了归
纳和提升，有望作为尺肤诊疗体系的
雏形，进一步完善和推广。除尺肤辨
证外，徐氏中医还精于中药中草药研
究，开发研制特制中药药粉数种用于

临床，方便患者服用。
近年来，县中医医院坚持“中医为

主、中西并重、发挥特色、科技兴院”的
办院方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以实
际行动助推传统中医药文化传承发
扬。下一步，县中医医院将依托浙江
新省新华医院技术优势和医疗资源，
持续推进中医药继承与创新，着力打
造中医药特色品牌，进一步为县域及
周边百姓提供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
务。

段赟 供稿

金源村成立
“长川诗社”

本报讯（通讯员 祝雅斌 余冰倩）“近体诗分
绝句、律诗，有严格的平仄格律，大家可以先从写
楹联入手。”10月17日，在东案乡金源村文化礼
堂，三十多位诗词爱好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县
诗词与楹联协会会长谢章华讲解诗词写作方法。

谢章华循序渐进，从古体诗讲到近体诗，详
细讲解了近体诗的格律与写作要求，并以具体的
楹联为例，介绍了楹联的创作要求与标准，逐步
指导大家创作出符合标准又富于美感的楹联。
课上，大家积极思考、踊跃发言，在交流与碰撞中
互相学习、互相启发。

金源村旧称长川、上源，始于北宋宣和年间，
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有“一门九进士，历朝笏满
床”的美誉，是中国传统村落、浙江省第二批历史
文化村落、省级书法村。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孕育
了一批爱好诗词、书画的村民，村里还成立了“长
川诗社”，鼓励更多人加入到诗词创作的队伍中
来。诗社刚成立就吸纳了26名会员，成员不仅有
寓外乡贤，还有退休教师、青年村民。

“寨门云开旭日升，秋高气爽照长川；宋诗雅
社今复起，浅表文字颂前贤。”会后，诗社成员汪
华勇还创作《贺长川诗社》庆祝诗社成立。

柚果飘香季
管护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俞国文 见习记者 陈静）眼下
正是葡萄柚采收管理的关键期。连日来，常山县
众柚胡柚专业合作社的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
对柚树进行疏梢，保证柚子品质。

走进葡萄柚种植基地，一颗颗葡萄柚树挂满
了又大又饱满的果子，工人们正熟练地为柚树抹
去秋梢。合作社负责人王新介绍，冬季即将来
临，果树也要进入冬眠的状态，而葡萄柚的耐冻
性比较差。此时，抹除秋梢更利于葡萄柚生长。

“除了可以提高柚树的抗冻性，像树上已经挂果
的，可以让更多营养集中到果实里面。”王新说。

据了解，该种植基地自2019年开始种植葡
萄柚，目前种植面积共50多亩。“葡萄柚皮薄易
剥，口感清爽，既不会酸涩也没有过分的甜腻，入
口回甘，深受消费者喜爱。”王新介绍，面对即将
到来的销售旺季，合作社也提前做足了准备工
作，通过线上线下齐发力，大力促进鲜果销售。

廖慧忠：志愿服务不停步
记者 郑召隆 见习记者 姚洁

日前，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
开。我县阳光志愿者协会会长廖慧忠
作为衢州市优秀助残社会组织唯一代
表，出席此次会议。23年来，他用实际
行动帮助残疾人，让“扶残助残”之光
照亮每一位残疾人的前行之路。

记者在常山县善柚悠残疾人之家
见到廖慧忠时，他正拿着理发工具，化
身理发师，熟练地为残障人士修剪头
发，廖慧忠动作娴熟，一边剪发，一边

亲切地与他们唠家常，这一幕温馨的
场景是廖慧忠的日常。多年来，他致
力于残疾人公益事业，关心关爱残疾
人群体，带领团队成员成立精准助残
专业志愿服务大队，以筹集资助、关怀
服务等多种方式，帮助残疾人5000余
人次。“我们从各方面帮助残疾人，比
如帮助他们找工作，为他们提供居家
护理等，从他们的需求出发开展帮
助。”廖慧忠说。

2020年，廖慧忠开创“善柚悠”创

意助残项目，以柚助残，帮助行动不便
的残疾柚农种植、除草、施肥、采摘，并
联系多方渠道为他们解决胡柚销售难
题。帮助残疾人群体走出困境，形成
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
社会氛围，是廖慧忠多年来不变的初
心与目标。“接下来，我们还将在生活、
就业创业等方面去开展帮扶，让残疾
人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廖慧忠说。

用好“民情档案”
增进民生福祉

记者 郑月红 吴贤林

10月16日上午10点，一辆公交
车缓缓抵达新昌乡达塘村村口，外出
赶集的村民们提着大包小包从车上下
来，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86岁的
村民汪海贤早已等候多时，村民们一
一下车后，他随即坐上眼前的班车，去
芳村集镇办事。“现在坐车方便多了，
以前到芳村集镇我们要走一个半钟头
的路才能走到。”汪海贤笑着说。

不仅有公交车，村里的“幸福直通
车”还会将每一位外出的村民平安送
到家门口。作为新昌乡推进“三民工
程”，落实为民服务举措之一，“幸福直
通车”不仅开到了群众家门口，更是开
进了群众的心间。在达塘村，和“幸福
直通车”同样让群众津津乐道的还有
村口设置的“三老说事堂”。近年来，
达塘村坚持党建引领，以村民实际需
求为导向，通过积极发挥老党员、老干
部、老代表力量，在村口议事堂定期召

开“板凳会议”，以唠家常、话闲事的方
式，及时传递党的政策，了解民情民
意，化解矛盾纠纷。“现在村里各方面
建设都很好，村民矛盾也少了，我觉得
很自豪。”“三老说事堂”成员刘春良
说。

做好民情沟通，为民服务，离不开
民情档案的收集与整理。在达塘村档
案室内，400余沓民情档案被整理得
整整齐齐，翻看这些民情档案，清楚地
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支
状况、家庭困难与诉求等内容，为乡村
两级更好地“解民忧暖民心”提供了事
实基础和档案依据。

“我们是从2010年开始建立村民

情档案的，村民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
本复印件、林权证复印件等材料都要
放到档案里面，通过民情档案，村两委
对村民的情况也了解得一清二楚。”新
昌乡达塘村民情档案整理员朱曙光介
绍。

把群众当成“心上人”，把群众事
办成“贴心事”。通过建立民情档案、
定期沟通民情、为民办事全程服务“三
民工程”，新时代的达塘村村风、民风
焕然一新，群众生活和谐安宁。“我们
还需要进一步把民情档案建得更全、
更细，及时了解村民的实际困难和需
求，做好基层群众的‘服务员’。”达塘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重良说。

常山眼科医院为九旬
老人免费做白内障手术

本报讯（记者 游待露 见习记者 陈静）“感谢
眼科医院把我的眼睛治好，我很开心。”10月18
日上午，94岁的老人刘有泉在常山眼科医院护士
的带领下进行了测视力、测眼压等检查，做好白
内障手术术前准备。先前，该院已经免费为刘有
泉的一只眼睛开展白内障手术，此次将为其另一
只眼睛开展手术。

“我们医院目前已经开展了150多例白内障
手术，老人家术后恢复得也挺好。”常山眼科医院
院长余婷婷告诉记者，常山眼科医院作为一家专
科医院，非常关注老人的眼睛健康，多次组织医
生团队下乡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检查眼部情况，并
免费为患者做手术。

2022年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印发
《浙江省重点人群白内障筛查技术方案》，将提高
白内障患者的晚年生活质量提上了议程，县卫生
健康局积极响应，合理部署，统筹推进，将这项民
生工程真正落到实处。“近年来，我们对筛查出有
白内障的患者实施了免费手术，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县卫生健康局疾病
预防控制科科长段力勤说。

一抹粉黛入秋色
烂漫花海引客来

在何家乡江源村沿江公路旁，层
层叠叠的粉黛花随风飘动，宛如一片
梦幻的云雾海洋，别有一番韵味。

通讯员 胡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