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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宁波，人人慈善。近来，
宁波市本级及各区 （县、市） 陆续
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全市各
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积
极参与、踊跃捐款，大爱宁波涌动
着一股暖流。

日前，鄞州区慈善总会财务室
迎来了一张“老面孔”——皮肤黝
黑、脸上布满皱纹的鄞州环卫工人
杨东恩。杨师傅带着积攒下来的
600 元现金前来捐款。“我记得每
年的‘慈善一日捐’是在 5 月份，
所以想着过来献一份爱心，用实际
行动来支持‘慈善一日捐’。”杨师

傅说。
在环卫一线工作了 40 年的杨

师傅平时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
分 钱 ， 用 他 同 事 的 玩 笑 话 说 是

“精打细算简直到了‘抠门’的地
步”。但是，每年参加“慈善一日
捐 ” 的 习 惯 ， 他 坚 持 了 很多年，
还在鄞州区慈善总会设立了“杨东
恩 慈 善 基 金 ”， 至 今 已 累 计 捐 款
52600 元。

近日，史女士和好友一起来到
宁波市慈善总会，两人分别捐赠
3000 元和 500 元。史女士告诉工作
人员，她俩是多年的朋友，在姐妹
聊天中听闻有“慈善一日捐”活
动，觉得十分有意义，就结伴前来
献爱心。“除了捐款，我们还想参

与更多的慈善活动，帮助有需要的
人。”史女士说。

“在余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
参与‘慈善一日捐’活动。”余姚
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家住
余姚低塘街道的张志祥老人，乘
公 交 车 专 程 来 到 余 姚 市 慈 善 总
会，将本来用于办 80 岁寿宴的 2 万
元捐出来，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庆
贺自己生日；王忆慈 （化名） 是
一 名 曾 接 受 慈 善 爱 心 助 学 的 姑
娘 ， 去 年 她 结 对 了 一 名 困 难 学
生，今年再次捐款 2000 元帮助困
难学生，并表示要将这份爱心一
直延续下去；“宝贝开心”（微信
名） 在 5 月初再次向余姚市爱心之
家 公 益 服 务 中 心 慈 善 基 金 捐 款
1000 元 。“ 月 月 捐 ” 这 个 爱 心 举
动，她坚持了 13 年，至今她已捐

款 10 万余元。
据宁波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随着慈善事业数字化改革的
不断深入，许多单位、市民选择在
网络端捐赠善款、奉献爱心。“慈
善一日捐”活动启动后，宁波市慈
善总会通过微信、“浙政钉”等渠
道建立咨询平台，动员各单位通过
互联网“一起捐”的方式捐款，让
慈善捐赠“一次都不用跑”。

“通过二维码捐赠十分便利，
这样我们能发动更多同事参与捐
赠。”一家企业的工会负责人说，
因为所在企业员工人数较多，以前
有人因出差、培训、休假等不能及
时参与“慈善一日捐”，现在通过
二维码就能实现“时时捐赠”，提
升了捐赠效率，也让捐款更加公
开、透明。

爱的暖流在宁波涌动
市民踊跃参与“慈善一日捐”

通讯员 俞雯文 许晓丹
记 者 陈 敏

高热反复不退，关节肌肉酸
痛，恶心呕吐，浑身没劲儿⋯⋯
是流感，还是“阳了”？医生提
醒，登革热已进入流行季，以上
症状也可能是登革热。

记者近日注意到，在社交平
台上，有患登革热的网友哭诉自
己身体比“阳了”还难受。据介
绍，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引
起的急性虫媒传染病。传播媒介
包括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俗称

“花蚊子”。传播途径是“患者→
蚊子→其他人”，因此，从严格
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是不会直
接传播的。

据浙大一院感染科专家、北
仑区人民医院 （浙大一院北仑分
院） 副院长、感染科主任贾红宇
介绍，登革热的症状包括发热、
乏力、全身酸痛、大汗淋漓、头

痛、面颈部潮红、恶心、呕吐、腹
泻等。大多数人感染登革病毒后症
状较轻甚至无症状，故容易被忽
视。其典型症状有 4 种：突发高热

（有 时 可 达 39℃ ~40℃）、“ 三 红 ”
（面、颈、胸部潮红）、“三痛”（头
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皮疹。

第二次感染登革热转重症的风
险较大，症状可能出现严重腹痛、
持续呕吐、呼吸急促、出血、烦
躁、皮肤苍白湿冷，人很虚弱。

如果两周内到过登革热流行地
区，有被可疑蚊虫叮咬，出现发热
或其他症状的，首先需要考虑患登
革热。

每年 5 月至 11 月是登革热的传
播流行季，其中 7 月至 9 月是流行
高峰期。

医生提醒，登革热确诊后需防
蚊隔离治疗。目前尚没有针对登革
热的特效药物，主要采取支持及对
症治疗措施，以减轻症状为主，包
括卧床休息、隔离传播、物理降
温、补充营养等。绝大多数病人会
自行康复；少部分人病情加重，可
能发生登革出血热/登革休克综合
征，甚至因重要脏器衰竭而死亡。

注意！登革热已进入流行季

昨日傍晚，在鄞州公园二期
西侧，成片的硫华菊盛开，吸引
周边不少市民前来观赏、打卡。
据悉，鄞州公园二期是浙江省最
大的城市中央湿地公园，园内有
休闲娱乐区、都市活力区、湿地
体验区、生态保育区四个不同功
能的区块。

硫华菊是菊科秋英属一年生
草本植物，花为舌状花，有单瓣
和重瓣两种，颜色以橙色、黄
色、橘红色为主。在落日的照耀
下，成片的硫华菊宛如金色的海
洋。

（徐诚 摄）

硫华菊盛开硫华菊盛开

刘 阳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
工作方案》印发以来，不少地方和部
门在深化调查研究上务实功、出实
招、求实效，用调研推动问题解决。
然而在实际中，对调研安排很“上
心”、对调研过程极“专注”、把“身
入”当“深入”、把“过程”当“解决”的
蜻蜓点水式调研时有发生，这严重
背离调查研究本质，是官僚主义、形
式主义的表现，不但加重基层负担，
更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

“座谈一排排、出行一串串、吃
饭一桌桌”“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
看、顺着彩排走、对着稿子念、拿上
材料撤”……从群众编排出来的顺
口溜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基层干部
群众对“为调研而调研”现象的深恶
痛绝。如此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浅
尝辄止的调研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还让基层不堪重负。要坚决避免浮

在上面，务必扑下身子，坚持搞真正
的调研。

真正的调研是把群众观挺在前
面，务求真心实意访实情。基层干部
群众反映，他们非常反感一批接一
批人来嘘寒问暖，实际问题却迟迟
没有解决。调查研究的根本是解决
问题，要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对
策提实，注重调研成果的转化，既要
防止“调”而不“研”，又要防止“研”
而不“用”，更要防止“用”而无“效”。
开展调研就是走群众路线，各级领
导在搞调研时务必把为群众解决问
题摆在首要位置，切实解决好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真正的调研是秉持实事求是之
意、克服哗众取宠之心。开展调研
工作务必要坚持“实”的作风，求
客观实际之真。现在有的调研好像
有一个“功能”，就是刷存在感，
让别人知道我在调研、在忘我工
作，调研本来目的倒变成次要的甚

至可有可无的了。开展调研，一定
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信念、增强实
事求是本领，要用“真心”换“真
经”。不仅要“身入”基层，听汇
报、看材料，还要“心到”基层，
听真话、察实情，求真务实、真抓
实干。

真正的调研是多看一眼、多走
一步、多想一筹。一些地方接待上
级调研已经搞出了一套模块化流
程，路线怎么走、吃什么饭喝什么
茶、谁在什么时间节点出来介绍什
么情况，甚至在什么场合营造感人
氛围等已形成“剧本”，而有的调
研者也很默契地顺着“剧本”往下
走，且颇为享受。调查研究是一个
细致活儿，不能打马虎眼大而化
之。既要到工作局面好的先进的地
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
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
问题，特别是要多到群众意见多的
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

去；既要听顺耳话，也要听逆耳
言，这样才能听到实话、看到实
情、收到实效。尤其要旗帜鲜明地
反对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
红红脸出出汗本身也是调研的题中
之义。

实践证明，调查研究不是小
事，而是关乎我们党能否得民心、
汇民智、聚民力的大事。中央层面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
机制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解决调研
集中扎堆、只调不研等问题。各级
领导干部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问
题，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
求效上下足功夫，把调研的真正作
用发挥好、发挥足。

狠刹蜻蜓点水式调研虚风

练洪洋

最新一期《中国纪检监察》杂
志，刊发了题为《初心不正：污染
源头及衍生机理》的文章。文中提
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
任刘某某自己一心想往上爬、当大
官，还把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传
染”给了儿子，告诉他“做人要学
会走捷径，要做人上人”，使其子
从小学会了利用父亲职务的影响
力、手中的权力攫取金钱。

在教导儿子学会走捷径方面，

刘某某堪称“育儿专家”，不但经
常对儿子苦口婆心进行“言传”，
有时还以身作则开展“身教”——
他儿子曾透露这样一个细节：小的
时候，每次他爸骑车带他去奶奶
家，都不走大路，都串胡同，跟他
说这样近，做人要学会走捷径。

教育家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老师”若此，“学生”不
被带偏才怪。几何学告诉我们，两
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放在现实社
会中，这条直线就是捷径。走捷径
本身并没有错，它是人的理性选
择，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和精力到达
目的地。大家都会选择走捷径，所
以我们开车出远门必用导航。不
过，捷径也不能随便走，要恪守一
条底线：捷径必须是正道。有些
路，仅从距离来看似乎是捷径，但
方向偏了，逾越底线、践踏红线，

这种捷径万万走不得。刘某某“坑
儿”、父子“翻车”，栽就栽在这一
点上。

自己走的是什么路，刘某某
心中没数吗？专案组人员剖析，
刘某某通过控制审批进度牟利，
让“拖—要—批”三部曲依次上
演，最后完成权钱交易过程。利用
手中公权力肆意寻租，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数千万元，作为一名高级干
部，他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不
可能。否则，他平时就不用刻意扮
清官了。明知自己所行非正道，还
要把儿子拉下水，让儿子踩着老子
肩膀走捷径——“老子台前办事，
儿子幕后收钱”，除了“利令智
昏”，恐怕很难找到其他词来形容
这位看似精明实则糊涂的父亲。

不走正道，终走弯路，甚至走
邪路。一位先哲说过，人生道路

上，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
显然，刘某某让孩子走的那条捷径
就是“最坏的路”，坏就坏在以权
谋私、漠视法律，以身试法、玩火
自焚。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人要是
自己三观不正、行为不端，一般也
不会有什么好家风。

腐败案件中出现不少“夫妻
档、父子兵、兄弟帮”，腐败官员把公
权视为“私器”玩弄于股掌之间，
把家庭变成“权钱交易所”，最终出
现夫妻双双落马、父子先后受审、
兄弟成为“狱友”的场景，问题多
半出在腐败官员身上。己身不正，
难以正人。自己的三观被腐蚀了、
畸变了，就算不主动带着家人一起
腐，也不可能硬起腰杆正家风。

爱孩子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
教孩子循正理、走正道，通过个人
奋斗实现人生价值。

如此教子，岂有善果？

唐传艳

近日，某百万粉丝医疗类博
主陶某发视频称，一名病人与朋
友喝酒后突发脑血管爆裂，其参
与将病人救回。该视频引发大量
网友关注。然而，平台发现其曾透
露自己为安徽某整形机构医生，
按常理不太可能参与此类急救。
请求当地卫健部门和网信部门调
查后发现，陶某的视频是其“自编
自导的”。随后，陶某账号被平台
无限期封禁。5月27日，平台发布

《关于实行热点内容核实机制的
公告》，将实行热点内容核实机制
和疑似演绎内容核实（5 月 28 日

《中国新闻周刊》）。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陶某的

账号不仅发布了“酒后突发脑血
管爆裂”这一虚构的内容，而且还
经常发布凌晨、半夜参与抢救“喝
农药女子”“颅内出血病人”“吃烧
烤打架受伤者”等内容，还贴心呼
吁网友“别躺急救室”。这些视频
看似现场感十足、科普味浓厚，却
纯属子虚乌有。

这类虚构的医疗新闻，对社
会的危害很大。陶某的粉丝有百
万之多，其医疗谎言的影响范围
之大，既非传统媒体所能比，也是
各种辟谣手段难以企及的。医疗
领域隔行如隔山，该医生为整形
医生，在急诊方面可能是外行。这
类视频不仅毫无科普价值，而且
可能传播错误的知识与信息，让
相信他的人误入歧途。

特别是与假医生等彻头彻尾的
外行相比，跨专业发布科普视频的
医生，毕竟具备相应的医学知识，其
话语和神态会透露出一定专业性。
如此一来，其跨专业讲解更容易迷
惑公众，甚至让一些人在转发这类
视频时，不忘提醒这是“医生说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整形医生虚构
急救内容，反而比普通人冒充医生
更具危害性。

假如医生可以任性地自编自导
医疗视频，或会造成更严重后果，比
如，医生虚构的内容一旦涉及医疗
事故或医患冲突，就很容易变成“内
部人透露”，民众更容易相信、更愿
意传播，其挑拨医患关系等潜在的
危害不容低估。

医疗关系健康与生命，医疗短
视频自编自导式造假，比其他领域的
相同行为更不能被容忍。相关短视频
平台将医疗领域的自编自导式造假
当作典型曝光，从侧面验证了医疗短
视频造假的严重性。强化医疗短视频
审查，让无底线博流量、不择手段蹭
炒社会热点等现象远离医疗，应该作
为规范短视频的首要内容。

网络直播不仅直观高效，而且
互动性很强，是医学科普的理想场
所。《2021 医疗科普短视频与直播
洞察报告》显示，51%用户关注医生
博主账号，77%观看科普短视频或
直播的用户会与医生互动，医生成
为科普创作的重要主体。医生参与
医疗短视频制作值得鼓励，但应恪
守本分、守牢底线，切莫把这本好经
念歪，导致公众不获其益反受其害。

整形医生自编自导急救视频：

别把科普的好经念歪了

罗 琪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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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璐） 森田蓝
莓、慈溪大米、河姆渡茭白、金
果 园 番 茄 、 泗 洲 头 土 豆 、 余
姚 白 糯玉米、“楼茂记”香菇烧
卖⋯⋯本周，“大表哥”带着这
几年好评如潮、粉丝回购多次的
一批好物来啦！

不仅如此，本次助农活动还
带来了不少本地优质农产品，个
个“名气”响当当：象山高塘西
瓜、新桥高湾白枇杷，余姚泗门
西蓝花、备得福榨菜⋯⋯值得一
提的是，农产品价格也十分诱
人，土豆 2.4 元/斤、西瓜 3 元/
斤 、 茭 白 4 元/斤 、 白 糯 玉 米
4 元/斤、番茄 6 元/斤⋯⋯

为 解 决 农 产 品 滞 销 问 题 ，

2020 年以来，宁波民生 e 点通联合
各地供销社推出多次助农活动，在
帮助农户的同时，也将实惠带给了
市民。

购买方式：扫一扫下方二维
码，点击下方“在 App 内打开”，
直接点击甬派稿件中的商品链接，
或打开甬派 App 下方“商城”，在

“大表哥助农”专区下单。
截单时间：5 月 30 日 （周四）

9点10分。
提货时间：5 月 31 日 （周五）

16点—19点。
自提点：宁波

日报报业集团 （鄞
州 区 宁 东 路 901
号）。

“大表哥”带着
一批助农好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