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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梅

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病区副
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
20余年，先后多次赴省、市级医院
进修学习。曾获县十佳医师、岗
位标兵。医疗援疆期间，荣获新
疆乌什县“优秀援疆医师”“优秀
援疆人才”、新疆阿克苏地区“援
疆工作先进个人”、新疆自治区第
十批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等荣誉。

张冬梅：用爱托起生命的重量
记者 陈倩 见习记者 刘云飞

“今天怎么样了？有出血现象
吗？”张冬梅忙碌的一天，是从查房开
始的。病房内，她细心地询问着病人

的身体和饮食情况，讲解注意事项。
住院的病人很多，病情复杂，但她总
能熟记于心。“很多孕妇的病因都是
不同的，我们对她们的情况要特别关
注，保障母婴安全。”张冬梅说。

今年7月，一位孕妇停经39周+1
天，见红半天入院，孕期B超提示脐
带绕颈，入院经产科专科检查及胎心
未发现明显异常，因孕妇有强烈自然
分娩的意愿，张冬梅在待产及分娩过
程中随时可能发生胎儿窘迫现象，耐
心提醒当班医师要严密监测胎心胎
动情况。

为确保孕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安
全，张冬梅与医院产科团队对手术方
案进行了多次术前讨论，对手术的入
路、术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充分考
虑，制定出手术方案。第二天，该孕
妇自然宫缩发动，第一产程进展较顺
利，当宫口开6厘米时突然出现胎心
异常。产科团队立即为产妇实施剖
宫产手术，当新生儿发出第一声啼哭
时，张冬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从医23年，她一直兢兢业业、恪
尽职守，用温柔的双手迎接着一个个

可爱的小生命。妇产科医生休息时
间少，随时待命是常态。但张冬梅对
自己的工作满怀自豪，每次看到新生
命诞生，她都觉得无比幸福。也正是
对这份工作的热爱，2021年9月，她
前往新疆乌什县支援医疗工作。“我
们过去支援的主要任务就是指导业
务，把我们这边先进的医疗理念带过
去，指导手术，提高乌什县当地医院
的医疗业务水平。”张冬梅介绍。

多年的临床经验让张冬梅深知，
只有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才能
真正做到为母婴健康保驾护航。为
此，她一方面加强自我提升，一方面
注重年轻人才的培养，不断带动团队
发展。“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有责
任心的一个医生。平常我在临床诊
疗、手术等方面有问题请教她，她都
毫无保留地指导我。”医院妇产科医
师饶紫紫说。

24小时待命，她依旧乐此不疲；
手术室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她始终
倍感幸福。张冬梅用精湛的医术，守
护孕产妇的健康，用爱迎接新生命的
诞生。

我县启动“致未来·美好
足球”教育公益项目
本报讯（记者 刘灵雁 王国庆）11月7日上午，

“致未来·美好足球”项目常山县域计划启动仪式暨
专题培训在文昌小学举行，标志着“致未来·美好足
球”项目在全县中小学正式落地。

“致未来·美好足球”是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与
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教育公益项目，旨
在将积极心理学融合体育教育，帮助体育老师学习
积极心理学知识，改善身心状态，并能灵活应用于
教学、训练、比赛中，进而帮助儿童在足球等体育运
动中培养社会情感能力，成为能积极应对未来挑战
的人才。该项目覆盖了全县25所小学和7所中学，
并计划通过两年时间，助力更多乡镇学校体育老师
和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敦和基金会一方面注重立足当下，在物质条
件改善的基础上提升心理幸福感；另一方面立足未
来，致力于培养能够应对挑战、不怕挫折、善于合作
的人才。”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林红介绍。

在随后的圆桌讨论环节上，教育专家分享了儿
童身心健康发展与核心素养培养方面的实践与思
考、积极心理学与体育教育融合的理论研究等内
容，助力我县在心理学融合体育教育发展模式上取
得新突破。“我们也将依托清华大学心理学研究中
心的力量，按照时间节点以及培训计划稳步推进项
目在我县‘开花结果’。”县教育局总督学徐峰说。

电力助力“柚”迎丰收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昇 李卢洁）连日来，国家电

网浙江电力（常山）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招贤供电所
小分队来到青石镇“共富柚园”及澄潭村祥俊胡柚农
场开展安全用电检查，保障种植基地采摘与企业生
产用电安全。

走进农场，胡柚树郁郁葱葱，沉甸甸的胡柚压弯
了枝头，柚农们正在精心挑选采摘成熟的胡柚。“青
石镇澄潭村历来就是常山胡柚的原产地，由于自然
环境优越，土壤肥沃种出来的胡柚脆嫩多汁、酸甜适
中，深受市场青睐，今年总产量预计10万公斤左
右。”祥俊胡柚农场负责人郑祥俊说，今年以来，果园
引进轨道搬运机、节水灌溉设施等农业专业设备，稳
定可靠的电力是保障农场生产的关键。

除种植胡柚外，农场还种植了枇杷、柑橘等多种
水果，总面积共计100余亩，年产量约15万公斤，对
电力需求也越来越高。国网常山县供电公司不定期
对10千伏澄塘支线开展巡视测温，义务上门检查用
电设备，保障附近多个共富胡柚园和农场供电可靠。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立足行业优势，充分利用
好‘村网共建’平台，持续做好家庭农场电力服务保
障工作，助力农村共富产业向规范化、市场规模化迈
进。”国网常山县供电公司招贤供电所负责人说。

整治交通违法行为
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本报讯（记者 游待露 见习记者 陈静）连日来，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对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头盔、逆向行驶、不按规
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进行严查、劝导，着力构建安
全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在文峰路、定阳路等重点路段，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城区中队交警对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驾乘人
员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以案说法，讲解不按规定佩
戴安全头盔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后果，引导市民自觉
遵规守纪，安全文明出行。“近期我们城区中队开展
了多次的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发现电动车驾乘人员
未佩戴头盔、未‘二次过街’的问题较多。”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城区中队中队长徐一飞提醒市民，要遵守
交通规则，安全出行。

13年免费为困难老人缝制过冬棉鞋1万余双

“棉鞋阿姨”傅珍芳
入选“中国好人榜”

本报讯（记者 江琪 通讯员 姜凡）
11月12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3年
三季度“中国好人榜”，“棉鞋阿姨”傅
珍芳光荣上榜。

“我见不得没鞋穿的人，因为我
尝过受冻的苦。”64岁的傅珍芳说出
了义务做棉鞋的初衷。3岁那年，因
为一次意外，傅珍芳从高台上摔下，
当时家里条件差没能及时治疗，从此
便落下残疾。因为家庭条件差，袜子
都少，每到冬天，傅珍芳的病腿上都
会长满冻疮，痛起来走路都迈不开
腿。

一次杭州之行，傅珍芳看到了为

留守儿童捐助棉鞋的活动，触动了她
内心柔软而疼痛的部分。傅珍芳没
上过学，在她的记忆里，童年时没有
棉鞋穿的经历让她痛彻心扉。于是，
她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

13年来，傅珍芳为敬老院的老人
亲手缝制过冬棉鞋13000多双，总价
值20余万元，制作棉鞋的缝纫机已经
换了7台。在衢州市，数十家敬老院
的孤寡老人以及邻近村庄70岁以上
的老人，几乎都穿过她一针一线制作
的棉鞋。

傅珍芳为爱坚守的事迹传遍了
大街小巷，大家亲切地称她“棉鞋阿

姨”。她先后获得了全国首届“最美
敬老志愿者”、第三届“最美衢州人”
十大年度人物等荣誉，一张张鲜红的
奖状和沉甸甸的奖杯，见证着傅珍芳
的行善历程。

走进大桥头乡客弄村傅珍芳家
中，映入眼帘的只有一张八仙桌、一
台缝纫机、一堆堆的布料。傅珍芳安
静地坐在缝纫机前赶制棉鞋，剪裁布
料、拼接海绵、缝合，所有工序都由她
一手完成。

这些年，傅珍芳的生活规律又单
调：早晨6点起床，洗漱、烧早饭，之后
便坐到“棉鞋摊”前开始工作，有时甚
至要忙到晚上11点多。如今，傅珍芳
每天能做10多双棉鞋，并且样式也有
了改进，从最早的毛线鞋到海绵夹
层，再到如今的丝棉夹层，虽然每双
成本贵了几元，但丝棉软，保暖效果
更好。

剪裁、缝合等工序都需要低头，
多年来的习惯让傅珍芳的颈椎不堪
重负，颈部出现大面积红肿并已压迫
到神经，经常痛得抬不起头，家人劝
她少做一些棉鞋，可傅珍芳怎么也不
答应。

随着“棉鞋阿姨”的称号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熟知，周边省份的公益组
织也慕名来“求鞋”，她觉得肩上的责
任更重了。想着还有很多老人盼着
她的棉鞋，于是，傅珍芳组建了一支
客弄村爱心小队，教授队员棉鞋制作
工艺，汇聚更多的人的爱心传递出

傅珍芳整理做好的棉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