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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敏 通讯员 庞赟

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开设
“学习困难门诊”以来，宁波不少
家长，尤其是家有“学习困难生”
的，便盼望着宁波的医院也能及早
推出“学习困难门诊”。记者昨日
了解到，为配合 10 月 10 日世界精
神卫生日活动，宁波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将于 10 月 12 日正式开设“学
习 困 难 门 诊 ”， 这 也 是 宁 波 首 个

“学习困难门诊”。
“学习困难门诊”针对的是哪

些学生？门诊将为学习困难学生提
供什么样的帮助？能够改善学生的
学习状况吗？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
医生。

开设“学习困难门诊”
的背后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庆玉告诉记
者，开设“学习困难门诊”与青少
年心理健康问题密不可分。近年
来，宁波市各医疗机构心理门诊量

逐年增加，且患者年龄呈现年轻化
趋势。

张庆玉说，从临床看，孩子
“不愿学”“学不进”的问题比较明
显，越来越多的学生出现学习困难
的现象，这些问题往往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和学业成绩产生严重影响，
甚至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学习状态不好、写作业拖沓、
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张庆玉在心
理门诊中经常碰到这样的孩子。让
他担忧的是，很多家长没有真正意
识到孩子学习成绩下降，是因为孩
子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而是错误
地将原因归结为孩子主观不努力、
偷懒，从而责骂孩子。

张庆玉提醒广大家长，学习困
难并非是一种疾病，而是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这些困难可能源于心理、社交、家
庭等多种因素，如焦虑症、抑郁
症、社交困难、游戏成瘾及家庭问
题等，针对孩子学习困难的表现，
一定要科学找病因。

帮助孩子克服学习障碍

说起读小学 5 年级的朋儿 （化

名），妈妈张女士就愁眉不展。朋
儿从小聪明伶俐，可是不爱读书，
上课连 5 分钟都坐不住，更别说集
中注意力听课了，学习成绩可想而
知。为提高学习成绩，张女士一次
次花钱将儿子送入各种培训班，可
没有任何收获。经朋友推荐，张女
士将朋儿送到心理门诊，这才知道
儿子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患了多
动症。

心理专家提醒，当面对孩子学
习困难的困境时，不要急于解决表
面问题，如报补习班、给孩子施压
等，要先找准造成“学习困难”的
根源，辨别孩子到底是“不愿学”
还是“不能学”，是心理原因还是
生理原因。

“学习困难门诊”真的能帮助
解决孩子的学习障碍吗？对于这个
问题，张庆玉向记者说了一个案
例。

有一天，张庆玉的门 诊 来 了
一名初中男孩小明 （化名）。小明
一向成绩优秀，但他对自己要求
极高。一次考试失利后，他开始
出 现 学 习 障 碍 ， 甚 至 想 放 弃 学
业。在张庆玉的帮助下，小明逐
渐认识到了自己的心理问题，并

在张医生的专业指导下逐步调整
心态，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和
乐趣。今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升
入一所重点高中。

据介绍，“学习困难门诊”面
向的群体主要包括四类：存在阅读
障碍、书写障碍、计算障碍和特定
学习障碍人群；存在注意力不集
中、记忆力下降、学习兴趣缺失
等问题的儿童和青少年；正处于
学业压力较大、青春期阶段的初高
中生；因学业压力大、长期累积心
理问题而导致焦虑、抑郁的大学
生。

张庆玉说，“学习困难门诊”
将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为他们全面提供心
理支持和干预。他同时提醒广大家
长：从临床经验来看，小学阶段为

“学习困难”干预的关键时期，多
动症、抽动症等高发于小学阶段孩
子，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及学习习
惯的培养关键在小学阶段。“学习
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可预防，比如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重视培养孩
子的学习习惯，帮助孩子学习情绪
调节方法，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等。

甬城开出“学习困难门诊”

孩子“学不进”，可能源于心理问题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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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王婧霞
通 讯 员 凌沪琼 杜芳芳

在 10 月 9 日第 55 届世界邮政
日来临之际，一场别开生面的物流
变迁分享活动在鄞州区钟公庙街道
辖区内的一家邮局咖啡馆举行，吸
引 了 近 20 名 居 民 前 来 参 与 。 同
时，来自鄞州区长丰实验幼儿园

（芝兰园） 的 4 名小朋友也在老师
的带领下前来聆听物流的故事。

在邮局咖啡馆的一个角落，展
出了 20 多张关于物流的邮票原件，
地面上也摆放着邮票的扫描件展
板，周围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味，为
活动现场增添了几分温馨。

丁 国 光 是 当 天 活 动 的 主 讲
人。他从 16 岁开始集邮，已坚持
50 多年，收藏了来自 2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邮票，家中邮票有数
万枚，是个十足的集邮迷。

“我还带了真家伙（邮票）呢。”
丁国光一边向小朋友展示自己珍藏
的邮票，一边讲解，“在古代，邮局叫
驿站，送信的叫邮驿⋯⋯”

从飞鸽传书、骑马送信，到新
中国第一位邮票设计家宁波人孙传
哲的故事，再到后来火车、飞机、船
舶成了邮寄交通工具的变迁，丁国
光娓娓道来。小小的邮票不仅承载
着对远方亲人、朋友的思念与期盼，
更是国家物流发展的珍贵见证。

“我今天参加这个分享活动还
是蛮感动的，通过丁师傅讲邮票的
故事，我们看到了国家一步一步发
展的历史进程。”57 岁的居民林桂
芬看着展台上的各类邮政交通工具
感慨万千。

方寸之间，沧桑巨变

集邮老人的分享会唤起居民记忆

丁国光向小朋友介绍邮票。 （通讯员供图）

孙维国

据昨日《宁波日报》民生版
报道，“弟兄二人出门来，门前
喜鹊成双对……”入夜，婉转悠
扬的越剧唱段从宁海大佳何村文
化礼堂传出，吸引村民纷纷前来
观看。自 7月以来，这样的活动
已经举办了20场。

文化礼堂不仅仅是一个建筑
空间，还应成为承载乡村精神文
化的载体，聚拢人气、引导风
尚、传承文化。因此，仅仅把礼
堂建起来还远远不够，还要管
好、用好文化礼堂，成为村民的
精神家园。

要管好、用好文化礼堂，单
靠村民的自发性和第三方机构的
参与是不够的。从长期来看，文
化礼堂要保持活力，还需要政府
的支持与社会力量的参与。

政府应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
更多支持，特别是在引入社会化

运营的过程中，要给予资金、政策
上的优惠和支持，确保第三方机构
能够在文化礼堂建设中长期投入。
要加强对文化礼堂的管理监督，确
保活动的内容和形式符合乡村文化
振兴的总体要求。

社会力量的参与至关重要。宁
海县引入的第三方机构为文化礼堂
建设带来了专业团队，更多的社会
力量也可以通过赞助、捐赠等形
式，为文化礼堂的运行提供支持，
如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可以通过
多种形式参与文化礼堂的建设和运
营，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文化礼堂作为村民的文化娱
乐中心，还应成为文化传承的载
体。宁海县通过社会化运营、传
承 与 创 新 并 重 、 社 区 互 动 等 方
式，为文化礼堂的长效管理和使
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各地
借鉴。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要管好用好文化礼堂

见习记者 王婧霞
通 讯 员 陈 洁 宋庆庆

在海曙区望春街道五江口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吾家书房”
图书室里，《倚天屠龙记》《武当
一剑》 等名家武侠小说集整齐排
列，让读者重温武侠梦。这些书
的棱角已经被磨平，纸张也已泛
黄。它们的出版时间大多是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记者近日了解
到，这批珍贵的书籍由社区内一
位老人慷慨捐赠。

捐书人凌慈棠是慈城人，今
年 75 岁。受曾祖父、宁波知名
书画家凌近仁的熏陶，凌慈棠自
幼爱读书，但因家境并不富裕买
不起书，所以常光顾小人书摊或
向同学借阅，以满足读书的渴
望。

在宁波建工集团工作期间，
凌慈棠白天上班，晚上看书。有
时他自己买书，有时向同事借
书。他尤其钟情武侠小说，曾有
两天两夜不眠不休读完 《书剑恩
仇录》 的经历。

尽管收入有限，凌慈棠却始终
坚持购书、藏书，这份热爱得到了
妻子无条件的支持与理解。为了保
护这些珍贵的书籍，他还特意为书
柜加装了玻璃柜门，做好防尘防潮
措施，确保每一本书都能得到妥善
保管。

然而，凌慈棠深知书籍的价值
远不止于个人的收藏与阅读。在
2018 年底和今年 9 月，他先后两次
将自己精心珍藏的 300 余册书籍，
包括自己外孙的部分书籍，捐赠给
了社区图书室。

“书放在家里，就像是被束之
高阁，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
凌慈棠感慨道，“当我把它们捐出
来供更多的邻居读时，这些书就仿
佛重新获得了生命，它们的价值也
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五江口社区在接收了凌慈棠老
人这份厚重的文化馈赠后，也积极
开展读书分享会，策划丰富多彩的
读书活动，以满足居民对于精神文
化生活的需求。凌慈棠说，他希望
通过自己的行动，激励更多人多读
书、读好书。

他向社区捐赠300余册书籍

社区居民在“吾家书房”翻阅凌慈棠捐赠的图书。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庞赟） 为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就医
体验，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
今 日 起 开 设 “ 老 年 一 体 化 门
诊”，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
诊疗服务，减少患者及家属的奔
波劳累。据了解，这也是宁波市
推出的首个“老年一体化门诊”。

看病搞不清流程、因排队人
多抽血拍片耗时间⋯⋯虽然如今
就医总体条件越来越便捷，但对
于老人而言仍有诸多不便。“作
为宁波市老年医学中心单位，我
们接诊的老年患者比较多，在接
诊过程中，不少老人反映看病还
是难、还是烦，我们开设‘老年
一体化门诊’，就是想构建集健
康管理、诊断、治疗、康复、预
防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门
诊，解决老人就医难的问题，减
少老人在不同科室间辗转就诊的
不便。”该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姚

麒说。
“老年一体化门诊”设于宁波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月湖院区 8 号楼
4 楼，门诊内部布局设计充分体现
适老化，确保老人在就医过程中
的 安 全 与 舒 适 。 考 虑 到 老 人 挂
号 、 就 诊 、 缴 费 、检查等需求 ，
门诊还合理规划诊疗区域，让各科
室间有效衔接与协同工作。

“老年患者来我们这里就诊，
可享受预检、诊疗、老年综合评
估、健康教育等连续性服务，我们
还简化了挂号、缴费等流程。”姚
麒介绍，除了简化流程，他们还将
为老年患者提供其他更人性化的服
务，如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实行
老年病“个案化”管理、开展健康
咨询和健康管理服务等。

另据了解，今、明两天，该院
“老年一体化门诊”推出 20 个老年
综合评估免费名额 （每天各 10 人
次）。

“老年一体化门诊”在甬亮相

【上接第 1 版】 鄞 州 中 学 从
2014 年开始招收网球特长生，每年
有 4 名至 6 名学生。“第一批招进来
的 4 名网球特长生，全部进入‘211’
大学，校网球队也多次在浙江省青
少年网球锦标赛中赢得男女团体冠
军。”鄞州中学网球项目负责人黄桂
芳介绍，学校的网球特长生曾先后
考入四川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暨南
大学等知名高校，还有的参加职业
网球比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校园网球发展面临挑战

尽管成绩斐然，但是宁波校园

网球的发展并非一路平坦，仍然面
临着挑战。范涛告诉记者，在省
内，杭州、温州和嘉兴采取学校和
网球俱乐部联合培养网球人才的模
式，提升了选手的竞争力，同时通
过定制训练方案，“个性化”培养
运动员。

“ 相 比 这 几 个 城 市 ， 宁 波 网
球的市场化水平较低，整体发展
格 局 仍 需 结 合 市 场 机 制 。” 范 涛
说。

不过，范涛认为校园网球发展
过程中的学校模式和俱乐部模式
各有优劣。“学校模式更注重运动
员的潜力和天赋，能够给一些家

庭条件普通的运动员提供一定的
支持，而且拥有向上输送的畅通
渠 道 ； 俱 乐 部 模 式 更 偏 向 市 场
化，需要家庭有足够经济实力支
持孩子的训练和比赛。”范涛说，

“如果能够将两种模式有机结合，
有助于更多的优秀网球运动员脱
颖而出。”

另一方面，宁波校园网球在初
中阶段出现了断档，目前仅有两所
中学是宁波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阳
光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宁波多所
小学具有较强的网球竞争力，也培
养了一批能力出色的小运动员，但
是部分家长因为升学途径受限，选

择让孩子在初中阶段放下网球。”
黄桂芳说。

鄞 州 区 网 球 队 教 练 吴 凌 志
说，目前宁波缺少一个半职业化
平台，即高质量的商业网球俱乐
部，这使得一些有潜力的运动员
在 参 加 省 运 会 后 难 以 继 续 发 展 ，

“部分人会去其他城市或者出国打
球”。

不过，吴凌志对宁波校园网球
的发展依然乐观：“相信宁波网球
公开赛会带动更多孩子热爱网球、
参与网球，或许未来能涌现一批高
质量网球俱乐部，培养宁波的高水
平网球运动员。”

单季稻开镰单季稻开镰 昨日，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收割稻谷。当天，余姚市马渚镇云楼村种粮大户魏建
明趁天气放晴，开始抢收 90亩单季稻。据了解，除了这片稻田，魏建明承包的另外 600亩晚稻也
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吴大庆 陈结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