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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敏 通讯员 方素莹

“真没想到，在我们镇上的卫
生院就能做心脏手术！”前天康复
出院的陈大叔紧紧握着东钱湖镇中
心卫生院 （钱湖医院） 医生的手，
脸上满是感激。

当“小医院”也能开展“大手
术”，老百姓的健康获得感正变得
越来越真实可触。

“医生，我胸口闷得慌⋯⋯”5
月 14 日上午，68 岁的陈大叔捂着
胸口走进卫生院急诊室。20 分钟
后，检验报告令所有医护人员神经
绷紧：急性心肌梗死！

“ 立 即 启 动 胸 痛 中 心 绿 色 通
道！”随着一声令下，心内科团队
迅速集结。冠脉造影显示，患者心
脏三根主血管中，一根完全堵塞，
另两根严重狭窄。情况相当危急，
如果再不及时加以处理，患者很可
能心脏衰竭，猝死风险极高。45
分钟后，支架成功植入堵塞血管。

陈大叔的得救在东钱湖镇中心
卫生院并非个案。77 岁的心脏停
搏患者李奶奶成功安装心脏起搏
器；71 岁的心梗患者张大爷顺利
完成支架植入⋯⋯据介绍，2024
年卫生院全年开展 630 例手术，其
中 29 例为高难度的三类手术，急

性心肌梗死支架介入术已成“常规
操作”。

“以前觉得卫生院只能量血压
开药，现在连心脏手术都能做。”
李奶奶的感慨，道出了宁波基层医
疗卫生的巨变。

鄞州区姜山镇中心卫生院去
年完成手术 2615 例，较上年增长
24.1%。“这里的医生水平不比大
医 院 差 ， 我 们 全 村 人 都 认 准 这
儿。”刚做完腹腔镜子宫切除的王
女士说。数据显示，该院去年施
行 的 高 难 度 三 类 手 术 达 325 例 ，
同比增长 12.4%，其中腹腔镜子宫
切除术、腹腔镜下胆总管切开取
石术、关节镜下手术、经皮穿刺
脊柱后凸成形术等达到二级甲等
医院水平。

从“能看病”到“看好病”，
从 “ 基 础 诊 疗 ” 到 “ 技 术 攻
坚”⋯⋯宁波基层医疗正发生的质
的飞跃，改写了城乡居民的就医体
验。而这场变革背后，是宁波医改
的持续发力：三甲医院专家定期下
沉坐诊，基层医生赴大医院进修，
先进医疗设备全面配置，基层特色
专科越来越多，手术权限逐步放
开。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 156
家基层医疗机构，100%达到“优
质服务基层行”基本标准，85 家
达到推荐标准，占比超过 54%。

“现在老百姓不用再往大医院
挤了。”东钱湖镇中心卫生院负责
人说，“常见病、多发病，甚至部
分疑难重症，在我们这里都能得到
很好治疗。”

“小医院”也能做“大手术”
“家门口”的医疗蝶变

本报讯 （记者孙肖） 昨天，
雨 水 带 来 了 夏 日 里 的 凉 爽 。 不
过，清凉背后是雨水的消息，市
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整个端午
假期都将被雨水笼罩，有出行计
划的市民要注意了。

由于南方迎来今年以来最强
降雨过程，宁波受西风槽移动影
响，处于雨带边缘区域。昨天中
午前后，雨水逐渐铺展开来，虽
然雨势总体不大，但淅淅沥沥的
雨幕带来了几分春雨般的清新气
息。全市代表站气温最低为镇海
站、象山站 18.3℃，气温最高为
余姚站 24.2℃。

市 气 象 台 最 新 十 天 预 报 显
示：昨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今
天早晨转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
云。5 月 31 日后期到 6 月 3 日还有
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余以多云
为主。最高气温 6 月 1 日到 2 日
24℃ ～25℃ ， 其 余 27℃ ～31℃ ；
最低气温今天到 5 月 31 日 16℃，
6 月 1 日起 19℃～21℃。

6 月 3 日起天气好转，3 字头
气温又要冒头了。

假期到来前，天气系统仍有
调整的可能性，大家还需及时关
注 临 近 预 报 ， 合 理 安 排 假 期 活
动。

端午假期将被雨水笼罩

气象

昨天上午 6 点，宁波机场 1 号航站
楼 （T1） 网约车上客专区正式迁入地
下停车场A区。至此，宁波机场网约车
搭乘实现“由地上转地下”的升级。

新的上客专区直通航站楼，旅客从
到达大厅出发，顺着地面箭头、标识标
牌指引即可直达上客专区，从下机到上
车全程无需接触室外环境。旅客按照指
引，最快 1分钟便能到达上车点，全程
不到百米，真正实现了“出舱门、进车
门”的无缝衔接。

新启用的网约车上客专区，候车区
每排座椅均配备了多功能充电台。候车
区还有自助售货机、空气净化器、茶水
间及洗漱台等便民设施。

启用初期，宁波机场会在上客区
域、关键路口等处配备志愿者，为出行
旅客提供信息咨询、路线指引、行李协
助等多元化服务。

新 上 客 专 区 启 用 后 ， T1 的 网 约
车、社会车辆实现从入口分流。

（王嘉彬 应浩挺 摄）

本报讯 （记者孙佳丽 实习
生冯姝涵） 端 午 临 近 ， 艾 草 飘
香，“氛围组”已上线。昨天，记
者走访发现，传统习俗“清明挂
艾 ” 正 以 全 新 方 式 被 传 承 和 推
广——一把艾草经过包装，升级
为设计款新中式门挂，身价大涨。

上午，记者经过鄞州区沧海
路，“赴夏花舍”门口的艾叶清香
味扑鼻而来。推门进去，大把艾
草很是显眼，一束束由艾草、香
囊、铃铛、祈福卡片等精美小挂
件组合而成的艾草门挂整齐摆放。

店长周员琴正忙着完成线上
顾客发出的订单：“‘520’后，
我们便开始筹备端午相关花束，
艾草门挂最受欢迎。下单的大多
是年轻人，我还陆续接到很多企
业团购单。”

目前，该店推出的艾草门挂
主要分为 68 元和 98 元两款，咨询
和下单的顾客正逐日增多，预计
端午前后总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0%以上。

另一家位于百宁街的“左家鲜
花”，款式更加多样。记者在店内看
到，现场展示了不同样式的艾草门
挂，用五行命名，有蓝白色、红色、
绿色等色调，价格在 39 元至 118 元
不等，颇受年轻顾客喜爱。

“我们还提供艾草门挂等花束
定 制 服 务 ， 艾 草 可 以 搭 配 绿 铃
草、玉簪叶、尤加利叶等花材，
搭配小扫帚、小簸箕、香包等配
件，制作成花束、花篮等产品。”

店长张丹凤估算，今年该店艾草
相关装饰销量有望接近 400 份。

艾草门挂不仅在线下火热，
线上销售同样很旺。

叮咚买菜新研发 DIY 艾草精
美香囊、DIY 艾草小灯笼、艾草
迷你挂件等多款产品，文艺范艾
草混搭悬挂花束、传统艾叶菖蒲
挂束很受欢迎。

这些端午氛围商品一上线就
受 到 追 捧 ， 宁 波 地 区 近 一 周 端
午、艾草等相关关键词搜索量同
比增长 150%以上，预计后续几天
会迎来销售高峰。

“艾草保存时间 4 天左右，晒
成干花保存时间更久。”叮咚买菜
宁波地区相关负责人说。

叮咚！你的端午“艾”意已送达

新中式门挂成年轻人新宠新中式门挂成年轻人新宠

艾草门挂。（冯姝涵 摄）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陈莹 潘志杰 陈饰） 前天上
午，记者来到镇海九龙湖镇长石
生态农场，一片紫红色的玉米在
阳光照耀下格外引人注目。这里
种植的特色玉米品种——沪红糯
1 号喜迎丰收，因其独特的紫红
色泽和丰富的营养价值，更成为
今夏农产品市场的“新贵”。

农 场 负 责 人 朱 晓 华 告 诉 记
者，沪红糯 1 号玉米是上海市农
业科学院精心培育的特色品种，
今年他们试种了 8 亩。“从 6 月初
到 9 月底，消费者都能品尝到新
鲜的紫玉米。”他介绍，因为错时
的种植安排，既保证了产品持续
供应，又避免了集中上市带来的
销售压力。

与传统玉米相比，沪红糯 1
号 最 显 著 的 特 点 是 紫 红 色 的 籽
粒。这种独特的色泽源于玉米中
富含的天然花青素。

“这种玉米的食用方法很讲
究。”朱晓华现场演示了不同的烹
饪方式——

采用传统水煮方式时，玉米
表皮的紫红色会逐渐褪去，煮玉
米的水则变成了玫红色。“这是因
为花青素是水溶性物质，煮的过
程中溶解到水里了。”他表示，沪
红糯 1 号要避免水煮。

采用隔水蒸或者微波炉加热
的方式，玉米能保持原有的紫红
色泽。“这样不仅能保留更多的花
青素，口感也更好。”朱晓华掰开
一根蒸熟的玉米，里面的籽粒依
然保持着饱满的紫红色，散发出
诱人的香气。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检测数据
显示，沪红糯 1 号的花青素含量
是普通紫玉米的 1.5 倍，甜度有
17 度左右，实现了糯中带甜的口
感。

沪红糯 1 号的产量与普通玉
米相当，亩产鲜玉米 3000 多根。
从经济效益看却要比普通玉米高
出许多。“每根鲜玉米预售价 10
元 ， 8 亩 地 产 值 能 超 过 16 万
元。”朱晓华给记者算了一笔经
济账。

地产“红得发紫”的玉米
丰收了

蒸熟的紫红玉米。 （陈莹 沈孙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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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最快11分钟到达上车点分钟到达上车点

机场T1网约车上客专区“入地”

记者 沈莉萍

一张泛黄的照片，一场跨越
45 年的温暖寻找，唤醒整座城市
心底的柔软！

继本报全媒体发布“全城寻找
45 年 前 的 ‘ 四 小 孩 ’ ” 报 道 后 ，
这场寻人行动持续升温——热心市
民积极提供线索，AI 技术助力照
片复原⋯⋯这场全城接力寻人，正
在书写一段新的温暖故事。

掀起满满一波“回忆杀”

45 年 飞 逝 而 过 。 这 张 刊 于
1980 年 《宁波报》（即现在的 《宁
波日报》） 复刊首日的老照片，如
同一枚时光邮戳，悄然掀起宁波人
的“回忆风暴”。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
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
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
代新一辈⋯⋯”

出生于 1967 年的胡女士，轻
轻哼起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思
绪飘回到那个充满朝气的年代。她
对记者说，1980 年正值改革开放
初期，《宁波报》 复刊与这首歌，
共 同 构 成 了 一 代 人 的 精 神 注 脚 ：

“照片里的‘四小孩’，眼里有光，
笑容明媚，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
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这张照片，让网友“奇妙小
咩”想起了小时候的一段“小插

曲”：“永丰桥通桥的时候，有名记
者叔叔给我和小伙伴拍了照。后来
真的上了报纸，如果也有电子版就
好了。”

很多人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岁
月和奋斗时光。正如网友“北辰
1nxy”所言：“照片中的孩子，人
生轨迹与时代紧密相连，这段泛黄
的历史，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唤起
了市民对岁月的共鸣。”

网友化身“时光侦探”

短短一天时间，报社已通过不
同平台收到了众多热心网友、读者
的电话和留言。大家化身“时光侦

探”，或提供线索或出点子，助力
寻找“四小孩”。

“ 甬 派 在 球 北 村 ” 等 网 友 判
断：“45 年前的小学生，当时四五
年级，也就是十一二岁光景，他们
的年龄现在应该 50 多岁。”

同时期就读镇明中心小学的网
友“毛毛”说：“我刚好二年级，
辅导员是位年轻的老师，不知道是
不是照片上的。”

网 友 “A 沙 棘 专 注 十 ⋯” 指
出 ：“ 他 们 应 该 是 大 队 长 和 中 队
长。”

很多网友表示，这张照片很有
纪念意义，十分期待见到“四小
孩”重逢的照片再次登报。

这份期待里，藏着对重逢的温
暖想象，也藏着城市对集体记忆的
共鸣。

网友“江水滔滔周”：“哥哥姐
姐比我大不了几岁，看到后续肯定
要感动流泪了。”

网友“锲而不舍”：这是一个
温暖的故事，希望有温暖的结局。
弹指一挥间，45 年悄然飞逝，当年
的孩子，已然是知天命的年纪⋯⋯”

网友“黄维君”更是即兴赋诗
一首：“当年少儿童心盛，此时已
是白头翁。岁月如梭催人老，相聚
一刻不相认。”

AI技术助力照片复原

1980 年 6 月 1 日 ，《宁 波 报》
以黑白版面定格了“四小孩”的笑
颜。昨日，报社已运用 AI 技术让
这张老照片重焕“新生”，人物轮
廓清晰不少，尘封的笑容再次绽
放。

这场跨越时空的寻人行动，已
超越寻找个体的意义。

当上世纪 80 年代的少年与 AI
技术相遇，当“四有少年”的理
想，在时代长河中持续传承，当报
纸的复刊记忆与城市的发展脉络交
织，我们看见的，是宁波人对“时
光记忆”的珍视，是跨越近半世纪
仍未褪色的“少年心气”。时光易
老，童心永存。期待重逢时刻。

请大家继续提供线索。
电话：0574-81850000

0574-87685125
邮箱：12730793@qq.com

全城接力寻找“四小孩”

45年“时光之约”升温

AI技术复原的照片。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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