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小骏 叶炜婷

今年 5月，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龙泉一对山区夫妇终于
积攒起了 18200元。随后，他们先后来到龙泉市红十字会和
龙泉市慈善总会，将这笔钱悉数捐出。

说起这个暖心的举动，还得从 14年前说起。捐赠人季明
善、季子娥是安仁镇季山头村的一对普通夫妻。1995年，妻子
季子娥产下了儿子季育豪，但出生后没多久，夫妻俩便发现了
不对劲——儿子日夜啼哭，嘴唇发黑。医生诊断，孩子患有严
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没有手术可能，最多只能活到22岁。

这个消息对于小夫妻而言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但年轻的
他们舍不得放弃，决定再苦再累也要搏一把。于是，夫妻俩先
后来到龙泉市区打工，妻子季子娥白天打零工，晚上做来料加
工；丈夫季明善是名泥水工，干了一天活晚上还要出去踩黄包
车，直到半夜才回家。

可是，拼命挣钱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就医治病花钱的速
度。因为体质差，季育豪经常感冒，一感冒就是十天半个月，
可以说是旧债未消新债又添，一直凑不齐手术费。直到 2006
年，季育豪的病情再也等不起了。夫妻俩看到电视上筹集善
款的新闻后，决定抛开面子，为儿子四处讨手术费。

从 2006年 6月 21日到次年 1月 30日，季子娥带着儿子从
企事业单位到普通家庭，一遍遍述说不幸遭遇，足迹遍及龙泉
市区和附近乡镇。“带着孩子讨钱，比打工工钱高，划算……”
虽然有些人认为母子俩是在骗钱，但更多的人选择了信任和
帮助。这就样，大家你三元我五元，你一百我两百，半年多时
间，母子俩共筹集善款近两万元。

捧着滚烫的爱心款，夫妻俩却犹豫了。“手术费肯定还有
着不小的缺口，而且家里已经很难再借到钱。”季明善介绍，当
时还有两个怕：一怕手术难度大，儿子上了手术台下不来；二
怕这两万不到的善款，连手术费的零头都不够。

于是，拖着拖着，善款慢慢变成了儿子治疗感冒的医药
费，并慢慢消耗殆尽。2015年，季育豪经抢救无效病逝。

悲痛了一个多月后，季明善和季子娥再次达成一致：孩子
走了，善款没用在当初说的手术上，这钱，要还。随后，季明善
和季子娥还是一如既往地打工，于前年终于还清了儿子治病
欠下的债务后开始攒钱。今年春天，攒到了 18000多元，季子
娥开始行动了。

她带着血汗钱和经常翻看、已经发黄破损的捐款记录，
决定一个个去还款。可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十多年
过去了，许多人已经找不到，而且当初有些人也并没有留下
名字。后来，在好心人的建议下，5 月 18 日，季子娥将 5200
元钱捐给了龙泉市红十字会；5 月 21 日，季明善和季子娥又
来到龙泉市慈善总会，将
13000 元 血 汗 钱 悉 数 捐
出。

几年来，龙泉一对山区夫妇省吃俭
用，将“恩人”捐给儿子看病的爱心钱悉数
捐出——

“捂不住”的1.8万元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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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和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来到该县部分乡镇（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走访慰问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和防
疫工作者，并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感谢他们在抗疫期间，坚
守岗位、无私奉献，全力以赴投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所做的努力与贡献。

记者 兰雷伟 通讯员 张巍 摄

本报讯（记者 蓝吴鹏 陈雅
雯）“新冠病毒危害大，追查病因多
口入。今朝重视强防护，从此健康
记心上。洗手消毒戴口罩，还有吃
饭得提防……”连日来，在云和老
年群体中，一首有关公筷公勺的曲
子流传开来，大家一边学着哼曲
儿，一边还号召家人朋友带头使用
公筷公勺。

为进一步在老年群体中推广
使用公筷公勺，引导广大老年朋友
提升用餐文明意识、养成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疫情发生后，云和县老
干部服务中心创新编纂唱响公筷
公勺的歌曲，并以婺剧的形式录成
视频，在老年群体广为流传，通过
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餐桌
文明新风尚，推动老年群体形成安
全用餐、健康用餐、文明用餐的良
好氛围。

“以歌曲的表现形式非常贴近
群众，尤其是符合老年群体的审
美，有助于歌曲的传唱和‘公筷行
动’的全面推广。”该歌曲作者、云
和县老干部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成
东说，一直以来，围桌吃饭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尤其在老年群体中这
种意识更为深刻。在抗疫的特殊
时期，如何向老年群体宣传公筷公
勺理念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便结
合老年群体的特点，用老人喜闻乐
见的婺剧形式编写了这首歌曲，不
仅通俗易懂，同时更容易让老年朋
友接受。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感觉特别有意思，后来知道这是告
诉我们要使用公筷公勺，还真别
说，听了两遍就记住了。现在嘴边
总会哼，自然也就养成了使用公筷
公勺的习惯了。”刘毛根老人今年
82 岁，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不仅
开始使用公筷公勺，还在家里当起
了监督员，带领全家人养成了良好
的用餐习惯。

李成东介绍，下一步，云和县
老干部服务中心将进一步创新形
式，多渠道、多角度加强歌曲的宣
传推广，让公筷公勺理念深入云和
百姓心中。

云和老干部
编歌写曲
唱公筷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余俞乐 蓝
俊 通讯员 柯欢素）“只要一插社保卡
在专门的数字借书机上，3秒内即可借
书还书，非常方便。即使没有注册的用
户，在我们系统调试完后，也能在借书
机上实现 5 秒内完成注册和借书。”近
日，记者走进莲都区图书馆，技术人员
正在演示实体社保卡的借阅功能。

据介绍，在我市早已实现了电子社
保卡借阅图书，为方便没有带手机或没
有智能手机的读者借书，市图书馆和区
图书馆特意安装机器，开通了实体社保
卡的借阅功能。

莲都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说，图书借阅功能的开通,是又一项
社保卡应用服务的创新尝试。丽水市
参保人员只要手持实体社保卡或手机
浙里办的电子社保卡，到市图书馆“社
保卡注册”自助设备上绑定手机号,开
通图书借阅功能，即可完成注册,一次
性最多可借阅 10本图书。注册后的社
保卡，将拥有与丽水市图书馆个人借书
证同等效力的服务功能，不要再另外申
请借书证。

下一阶段，莲都区人社部门将利
用社会保障卡标准统一、功能兼容方

面的优势，继续拓展各类应用，不断整
合公共服务功能，推进跨部门、跨地区
通用。

除信息记录、自助查询、就医结算、
缴费和领取待遇、金融支付等基本功能
外,如今我市的电子社保卡将实现身份
认证，在不久的将来，丽水市民乘坐公
交车、租赁自行车等功能就将一并开
通，真正实现社会保障卡“浙江一卡
通”。到时，丽水市民只要手持实体社
保卡，就能在全省各地乘坐公交车，骑
行公共自行车，借阅全省各大图书馆的
书籍。

市民拿着社保卡可读秒借书

本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徐佳佩）“我们出国多年，以
前办点事情很不方便。现在乡里有了便‘侨’服务中心，只要
一个电话就能帮忙办理业务，太方便了。”日前，汤垟乡华侨叶
初豪通过便“侨”服务中心办理医疗保险报销后，对涉侨服务
工作连连称赞。

据了解，海外汤垟籍华侨达 9300余人，分布在 20多个国
家，本地常住人口中有 95%以上是归侨侨眷。

受疫情影响，许多国家被迫按下社会运行“暂停键”，民众
出行严重受阻。为积极探索和实践“全球抗疫”背景下的“全
球通”升级版，依托多个侨胞联络微信群，及时了解海外侨胞
的所急所需，汤垟乡推出政务办事+便民服务+暖侨举措。这
些举措通过延长涉侨服务事项办理期限、实行容缺办理等方
式，开展远程视频服务，确保侨胞在疫情期间能正常享受相关
政策。

据了解，汤垟乡便“侨”服务中心成立以来，为华侨提供回
国落户、社保卡申领等可代办服务事项 20余项。“我们还设立
专门的办公服务点，将网格员加入服务队伍，每日安排值班人
员进行业务接待。同时，开通为侨服务专线，在各村级微信群
进行公开专线电话及每日值班人员安排，方便侨胞进行线上
交流，轻松办理业务。”汤垟乡党委书记陈迪标介绍，截至目
前，已经通过电话和网络等方式为华侨办理服务事项 100余
件。

“便‘侨’服务中心平台虽小，但影响很广，确实能方便华
侨办事。”汤垟乡党委书记陈迪标表示，他们将对服务内容进
行不断扩充，深化落实县涉侨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在便

“侨”服务中心的基础上，通过联系国内有关部门的涉侨业务
资源和平台，开发“全球通办”业务，将国内服务窗口向国外延
伸，打通为侨服务“最后一公里”。

青田汤垟乡：

为侨服务
“全球通”平台升级

近日，庆元县举水
乡幼儿园教师为幼儿
们讲解雷锋叔叔的事
迹，培养孩子从小乐于
助人的优良品德，让幼
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学习雷锋叔叔，进一
步发扬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弘扬雷锋精神，
让品德教育渗透于幼
儿生活的每一天、每一
时、每一个细微之处，
引导孩子从小养成良
好的社会公德。
记者 陈炜 吴丽萍 摄

云 和 梯 田 观
云 索 道 项 目 是 梯
田创 5A 的重点建
设项目之一，该项
目 总 投 资 约 1.16
亿元，线路总长度
约 3850 米 。 连 日
来，在云和梯田观
云 索 道 项 目 施 工
现场，工人们正在
建 设 云 和 梯 田 日
出 景 观 台 中 转 站
房。目前，索道三
个 站 房 的 工 程 和
下 段 支 架 项 目 都
进 入 最 后 冲 刺 阶
段 ，预 计 今 年 10
月 份 将 完 成 工 程
建设并投入使用。

记 者 程 昌
福 特 约 摄 影 记
者 刘海波 摄

文明好习惯

本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叶春
笼）近日，在青田县汤垟乡垟寮坑，一群
身穿红马甲的治水志愿者正忙着在沿
线巡河、清理垃圾，而带头的河段长正
是华侨村官孙仕雄。自从担任垟寮坑
河段长后，孙仕雄积极发动全乡 100余
名在外华侨参与治水工作，先后筹集
50余万元治水资金用于垟寮坑的环境
改善和防洪堤建设，在全村上下掀起了
一股治水热潮。

“很多华侨虽然身居海外，但时刻
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对祖国、
家乡山山水水的关注，大家都希望家乡
的生态环境能越来越好。”孙仕雄表示，

如今，在华侨出钱出力的全力支持下，
原本脏乱不堪、杂草丛生的垟寮坑两岸
建起了防洪堤，河道的生态环境也实现
了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转变。

同样是在方山乡方山源，旅厄瓜多
尔华侨杨小爱也当起了方山源邵山段
河长。去年以来，杨小爱积极发挥个人
优势，先后在方山乡谋划拦水坝修筑、
溪畔绿地、休闲步道等多个治水项目，
并利用政协工作优势助力家乡治水，提
出了多个有关环境保护领域的建议和
提案，让原本受污染的臭水沟变成了水
清、岸绿的旅游观光点。

不单单是汤垟乡和方山乡，借力华

侨优势，在“五水共治”中，青田积极探索
符合本地特色的治水新模式和新思路，
将侨乡文化与全民治水理念相结合，充
分发挥华侨的智力、财力和影响力，创新
设立了“华侨河长”，进一步发挥知名华
侨、侨领在村里带动作用，落实“河长”职
责，构建起了政府“治”+民间“理”的侨乡
模式，取得了“聚侨资治水”“华侨河长治
水”“项目治水”等多项成果。

通过几年来的发展壮大，如今，该
县已发展 514名县乡村三级“河长”，其
中华侨“河长”就占了 384名，有效推动
单打独斗的“政府治水”向万众一心“全
民治水”转变，将河长制的触角进一步

延伸。同时，建立了“在线治水”模式，
构建河长制综合管理平台，通过QQ、微
信、电话、邮件等形式，让“华侨河长”
能实时监控治水进展情况，进一步落实
河长职责。

据了解，青田还先后组织海外 33
个侨团与“母亲河”结对，开展“千名华
侨共治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等

“治水走亲”活动，让在海外的华侨及其
子女了解国内治水号召。此外，还有来
自 35个国家和地区的 85名港澳台海外
代表委员、特邀委员向“五水共治”工作
捐款 110 余万元，带动华侨、侨眷参与
捐款捐物 1200万元。

构建政府“治”+民间“理”的侨乡模式

青田384名华侨河长“抱团治水”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这两天，阳
光火辣、气温高涨，许多县（市、区）最高
气温均越过高温线。昨日，受副热带高
压西伸加强影响，我市依然是晴热高温
天气，市气象台 15日 10时 19分发布了
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
丽水市区、莲都区平原地区乡镇日最高
气温将升至 38 到 39℃，大家继续做好
防暑降温工作。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是高温预警信

号中的第二级别，标准是 24 小时内最
高气温将要升至 37℃以上。”市气象专
家介绍，高温预警期间，市民应尽量避
免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对老、弱、
病、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
要的防护措施；有关部门应注意防范因
用电量过高，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
负载大而引发火灾；户外或高温条件下
的作业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时准备

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另外，记者还从市气象部门了解

到，受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影响，预计
未来两天我市晴热高温持续，大部分地
区白天最高温度可达 35～37℃。此外，
午后局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大家外出常
带雨伞，以备不时之需。从目前天气形
势看，周五开始将转为阴雨天气，气温
届时也将下降。

我市昨发布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
未来两天晴热高温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