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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赵煜 通
讯员朱珊珊 张雨晴） 昨日，在
海曙南都花城小区，工作人员利
用新型智能技术，顺利为小区低
压表箱安装上了“不停电换表”
装置。之后，该小区住户如需更
换电表，全程操作将无需停电，
大幅度提升居民的用电体验与供
电可靠性。

根据每 6 年至 8 年更换一次
电表的规定，海曙区每年约有 7
万用户需要更换电表。传统更换
电表需停电进行，包括提前 7 天
下发通知、停电换表、检查线路
等多个步骤，在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居民的正常用电，尤其在节假

日期间，存在诸多不便。
“换电表七个步骤，如今缩减

到两步，作业时间缩减到了 10 分
钟 左 右 ， 大 大 提 高 了 工 作 效
率 。” 国 网 宁 波 供 电 公 司 海 曙 供
电分公司天一供电所所长郑旭江
介绍，操作人员在不停电的情况
下就可以换下旧电表、接上新电
表，实现了电能表更换过程中的不
停电。

同时，在不停电换表模式下，
工作人员不必拆接电能表引线，消
除了箱内接线杂乱或者错接线带来
的安全隐患。

下一步，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将
在全市推广“不停电换表”模式。

10分钟左右换一只电表

“不停电换表”将在全市推广

记 者 陈敏
通讯员 谢美君 张林霞

近期宁波气温忽冷忽热温差
较大，宁波各大医院收治的脑出
血患者突增，有医院一天有 4 台
急诊颅脑手术。采访中，医生提
醒：务必规律服药，控制好血
压。

12 月 9 日上午 10 点，一辆
120 急救车呼啸着急驶入宁波市
医 疗 中 心 李 惠 利 医 院 东 部 院
区，医护人员合力从车上抬下
一 名 男 性 患 者 。 患 者 神 志 不
清，右侧肢体僵硬。CT 检查显
示，患者头部左侧基底节区域
出 血。当班的急诊科副主任周
挺医生一边安排手术，一边感
慨：“又是一个！”

据介绍，患者徐先生是鄞州
一名汽车配件车间工人，上班期
间突然感觉头晕、四肢无力，摔倒
在地，并很快失去知觉。工友们急
忙呼叫 120。原来，徐先生患有高
血压，平时不仅好喝酒，而且从不
把高血压当回事，服降压药极不
规律，出事当天就没服药，结果
就出了意外。

周挺告诉记者，入冬以来，
脑出血患者明显增加，上周六，
东部院区一天就收治了 4 名脑出
血患者。这些患者有个共同点：
都是高血压患者，但平时服用降
压药不规律，时断时续。正说

着，急诊室门外又来了一辆急救
车，送来的是一名 65 岁的脑出血
患者。

而在鄞州二院，神经外科已连
续三天接诊动脉瘤破裂患者，先后
为 3 人解除了高危的“血管炸弹”。

“动脉瘤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肿瘤，而是脑动脉壁先天性缺陷或
血管腔内压力增高，在血流不断冲
击的情况下，血管壁出现了气球状
的隆起，就好比轮胎鼓包，一旦破
裂就会爆胎。”鄞州二院神经外科
主任雒仁玺介绍，季节交替气温波
动剧烈，是脑部出血性疾病的高发
期，最近一周鄞州二院神经外科已
陆续收治了近 10 名脑出血患者，
包括高血压脑出血、颅内动脉瘤出
血、烟雾病出血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脑出血
是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病，
严重的会导致死亡或留下严重后遗
症，冬季更是脑出血高发季。据介
绍，脑出血多发生在 40 岁至 70 岁
的人群，其中 50 岁以上的人发病
率最高，但近年来发病者有越来越
年轻化的趋势。

医生再次提醒：高血压患者一
定要按照医嘱规律服药，不能自行
停药，服用抗凝药的患者一定要遵
医嘱定期到医院检查。一旦出现不
明原因的头痛、呕吐、头晕、重
影、眼球上后部疼痛等症状，须警
惕脑动脉瘤，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以免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忽冷忽热，警惕脑出血
医生提醒：务必规律服药，控制好血压

徐根凯

据昨日《宁波日报》民生版
报道，“江河边救生用品在市民
落水时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记者能否帮大家看看姚江、奉化
江、甬江等地的救生用品是否完
备？”日前，有网友在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发帖询问。连
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多处河道，
发现河边救生用品很完备。

河道边的救生用品，对于落
水人员来说，相当于是“救命”
工具。一旦有人发生意外、遭遇
生命危险时，这些救生用品能起
到救人一命的关键作用。

宁波作为夏季高温、水域丰
富、汛期较长的滨海城市，拥有
超 4700 座山塘小水库，超 4200
条河流，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夏季
游泳需求旺盛，防溺水工作面临
的压力不小。近年来，我市高度
重视防溺水工作，开启全民预防
大行动，政府、公安、家庭、社
会一同构建“四位一体”的防溺
水工作体系。同时，在一些易

发、多发溺水事故危险水域周边安
装上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等救
生用品，剑指“顽疾”，守护市民
生命安全。2024 年，宁波已实现
溺水死亡人数“七连降”，相关经
验做法，多次被中央和省市媒体关
注报道，并在多地推广。

一根救生绳、一个救生圈，都
事关人命。河道边投放救援装备，
就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防患于
未然。爱护公共设施既是文明的
体现，更是法律的要求。呼吁广
大市民要爱护救生设备，非紧急
情况下切勿动用，遇到紧急情况
时应及时求助，救援装备使用完
记得放归原位，以确保这些设备
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若发现有人故意损毁或偷盗岸
边救生设施应及时制止并向管理部
门举报。

防溺水工作任重道远，是一项
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也是一
项持续更新调整优化的德政工程，
全社会都要绷紧这根弦。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呵护好江河边的“救命神器”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我的有礼故事

记 者 手 记

宁波考古人

记 者 王博
通讯员 王朝武 邹一娜

日前，高新区新明街道明珠社
区嘉利玫瑰园小区共享文化角举行
了一场“草根”音乐会，吸引了上
百名居民现场嗨歌。

此次音乐会以唱、弹、演等
多 种 形 式 呈 现 ， 民 歌 、 琵 琶 演
奏、萨克斯演奏等精彩节目轮番
登 场 。 台 上 ， 居 民 们 载 歌 载 舞 ；
台下，掌声一片，洋溢着欢乐幸
福的氛围。

在新明街道，像这样的邻里共
享空间，已经成为一种文明风尚。

新晖社区成立于 2009 年，为
更好地扮“靓”家园，该社区发动
业委会、物业公司、热心业主等力
量，打造了 3 个共享花园，并招募
物业工作人员、热心业主 30 余人
组成“绿管家”，守护共享花园。

70 岁的吴明康住在衡春四季
里小区，常与几名邻居一起打理自

家楼下的共享花园。在这个 80 余
平方米的花园内，各种花草争奇斗
艳。每天来这里打理花花草草，已
成了他们的“必修课”。

“以前，共享花园点位都是小
区的卫生死角。如今，这些地方围
起了整齐的栅栏，栽上了各种应季
的花木，鲜花盛开的时候，散发着
淡淡的清香，吸引不少居民驻足观
赏，共享花园怎么设计、怎么打
理，全由居民做主说了算。”新晖
社区党委书记吴伟说。

在 明 珠 社 区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
曾 经 一 个 毫 不 起 眼 的 小 会 议 室 ，
如今在居民的集思广益下，摇身
一变，成了沉浸式共享书屋。排
列 整 齐 的 书 架 上 ， 法 律 、 文 学 、
养生、科技等书籍琳琅满目，成
为精神生活的“能量站”。每逢周
末和寒暑假，这里都会开启“爆
满”模式。

“ 起 吸 落 呼 ， 开 吸 合 呼 ， 很
好，继续保持⋯⋯”昨日中午，高

新区新明街道文体中心二楼的一间
教室里，十几名居民，正在练习瑜
伽。今年以来，该文体中心不断整
合社区达人力量，已开设舞蹈、绘
画、瑜伽、乒乓球等 30 多门共享
课程。除了共享课程，该文体中心
一楼还专门腾出 300 平方米的空间
改造为共享自习室，让有需要的居
民为梦想“充电”。

“我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统
筹安排社区资源，充分利用各类散
落在角落的闲置空间，打造了共享
文化角、共享楼道、共享花园、共享
书屋、共享驿站等近 30 处共享空
间。这些空间，具备方便、互助、实
用、免费等特点，可以更好地拉近

邻里距离，促进居民幸福‘再加
码’！”新明街道办事处主任童科军
说。

在前期打造了 5 个共享楼道的
基础上，滨江社区宾果公寓的业主
们再次众筹 100 万元，对小区住宅
楼外立面进行修缮。从意见征集，
到资金筹措，再到具体施工，只用
了不到 2 个月的时间。

“以前，我们集思广益打造共
享楼道成为美谈。如今，大家又群
策群力，众筹修缮住宅外立面。经
过这两场‘战役’，大家的心更齐
了，多了理解，少了隔阂，邻里关
系越发和谐了。”宾果公寓业主汪
小莉说。

共享空间让邻里情更浓

工作人员安装“不停电换表”装置。 （赵煜 朱珊珊 摄）

晨雾缭绕中的宁波第二工业水厂项目。 （戎美容 周燕倩 摄）

社区，是每一个人居家之所在，是所有“温暖港湾”的聚合
点。千百年来，团结、互助、友善的邻里美德，一向受到尊崇。如
何让邻里之间经常走动，如何推动邻里之间互相交流、互帮互助？

打造共享邻里空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首先，共享邻里
空间充分整合利用了原本分散在各个角落的闲置空间；其次，该空
间即为平台，为广大居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也打造出了有温度的生
活方式。 （王 博）

记者 龚旭琪

作为一名年轻考古人，王作丹
在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工作
刚满一年。从求学到投身工作，她
始终怀揣着对考古事业的无限热忱
与好奇之心。

王作丹是陕西汉中人，从小因
为父辈的影响，逐渐对历史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高考结束后，我果
断选择了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
王作丹笑着回忆。

一次实习，坚定考古路

作为一个梦想，考古引人入
胜；作为一个专业，考古之路有着
诸多艰辛。让王作丹更加坚定考古
信念的，是读大三时参加的陕西宝
鸡周原遗址的发掘经历。

从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到报告
编写，王作丹全程参与。剥除尘封，
访古探源，在这次考古经历中，她发
现了包括水渠、灰沟、房址、灶、祭祀
坑、墓葬在内的多种古遗迹。

能有机会触摸过去，与历史对
话，这是属于每一个考古专业学生
独有的“妙不可言”。“当时是我第
一次参与考古发掘，虽然辛苦，但
是 亲 身 实 践 让 我 觉 得 非 常 有 意
思。”王作丹回忆起过去的实习，
还是记忆犹新。“有时，探方中各
种迹象并不明朗，判断起来很是费
心烧脑，但仍要继续秉持着科学严
谨的态度进行发掘，这也算是甜蜜
的烦恼。”

王作丹坦言，单纯的理论很难
窥得考古乐趣，但是随着理论和实
践的融会贯通，考古魅力得以“具

象化”。
研究生阶段，王作丹投身西南

唐宋石窟遗存调查，参与了四川资
中县重龙山、西岩、古北岩、高禅
寺、南岩寺、火神庙，内江市圣水
寺、翔龙山、东林寺、石门寺、普
陀岩、高峰寺等地的石窟寺调查与
测绘。一次次脚踏实地，王作丹用
自己的行动证明，考古学绝非象牙
塔里的研究。

王作丹回忆，实地调查工作包
括测量尺寸，对石窟造像拍照、文
字描述。“因为只有石窟的坐标，
所以经常打车到村里，然后找村民
问路，接着走半小时山路到石窟，
一路上爬山、砍草开路都是常态。”

2021 年，王作丹参与了三星
堆祭祀坑的发掘工作，以厘米为单
位小心翼翼地清理“祭祀坑”每一
处填土。

考古工作不单是发掘，还需要
记录。当时，她一本厚约 5 厘米的
田野考古工作日志已经写满半本，
工整的字迹详细记录了每件出土器
物的具体情况、三维坐标、文保措
施及发掘工作推进情况、发掘思路
等内容。

“考古发掘是不可逆的过程，
因此必须形成科学、客观、完备的
记 录 资 料 ， 方 便 未 来 进 一 步 研
究 。” 谈 及 此 事 ， 王 作 丹 收 起 笑
容，严肃地说。

新的起点，一样的初心

研究生毕业后，王作丹入职宁
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从事心
心念念的考古工作。

工作中，她主要负责考古前置

工作，包括协调沟通、文献查阅、
实地调查、考古勘探、报告编写
等。王作丹介绍，考古前置工作就
是在国有土地收储或出让之前，先
行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必要发掘，
以保护和抢救可能存在的地下文
物，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
经济发展，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科学
举措。

“虽然考古前置工作紧急又繁
重，但对城乡建设发展和文化遗产
保护至关重要。”王作丹解释。

在她心里，考古并非很多人心
中神秘、高大上的存在，反倒是一
个“接地气”的工作，而且和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

王作丹说，她平时有些“社恐”，
刚开始接触考古前置工作时，对接
沟通是一件麻烦事。不过，在一次又

一次的尝试之后，王作丹已经是一
位轻车熟路的“老手”。

能在宁波将考古作为毕生事业
去坚守，用自己的双手继续发掘未
知 的 “ 厚 重 历 史 ”， 王 作 丹 觉 得

“心满意足”。目前，她参与了几十
个考古前置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
细致的调查和勘探，以确保在城市
建设中不会破坏潜在的文化遗产。

“虽然考古研究历史，但绝不
代表这是一门古老的行业，实际
上，它正在朝气蓬勃地发展，需要
不断有新的从业者加入。”从事考
古工作是王作丹从小的梦想，她希
望自己能和可爱可敬的同事一道，
为宁波的城乡建设与文明探源贡献
考古力量。“虽然我们还很年轻，
但我们很努力、很坚定，每天都在
成长。”

王作丹：逐梦考古路

王作丹 （右） 在青城山考古调查中。 （受访者供图）

说说身边事 给你提个醒

本报讯（记者戎美容 通讯员
周燕倩） 昨日，位于北仑区小港街
道丁家山村的宁波第二工业水厂项
目工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工
程车辆往返穿梭，宁波第二工业水
厂及进出厂管线工程建设正如火如
荼地全线铺开，呈现一派火热景
象。

宁波第二工业水厂及进出厂管
线工程概算总投资 24.41 亿元，设
计规模为每日 50 万吨，是全市首
个以再生水为补充水源的工业供
水项目。该水厂采用分散式取水
方式，分别设沿山干河和北仑区
化肥厂河两个取水点，同时利用
新周净化水厂再生水作为补充水
源，构建起“河网水+再生水”的

“ 双 重 水 源 、 双 重 保 障 ” 取 水 系
统。

该项目自 2023 年 10 月全面开
工建设以来，当前水厂工程的主
体结构已完成 65%，进出厂管线
土建工程完成 45%，多个管线标段
开展顶管作业。待该项目完工后，
全市大工业水厂总供水能力将达每
日 120 万吨，可有效改变目前大工
业供水系统单一水源、单一水厂的
状况，为临港大工业发展筑牢坚实
的水资源保障。

近年来，宁波以全国首批典
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

建设为契机，相继出台了 《宁波
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宁波市再
生水利用河道补水技术指南 （试
行）》 等一系列政策，精心绘制

“ 打 造 再 生 水 利 用 全国标杆”蓝
图。

蓝图既定，重在实干。市水务

环境集团秉持再生水作为城市“第
二水源”的理念，构建起涵盖生
产、输配、使用三大体系的全面框
架，成效显著。目前，再生水利用
量已达每日 46 万吨，利用率突破
35%。

市水务环境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宁波第二工业水厂建成后，集
团再生水的工业化利用将为全市置
换出每年近 1 亿吨的优质水源，相
当于节省出 3 个东钱湖的水量，可
有效缓解城市供水压力，为城市经
济发展提供可循环利用的水资源保
障。

全市首个以再生水为补充水源的工业供水项目

宁波第二工业水厂建设“换挡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