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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上午（周五），宁波市医疗
中心李惠利医院将在兴宁院区、东部院
区同步开展“红心向党 医路为民”大型
惠民活动，两院区涉及专家、名医、特需
门诊的5000多个号源免收专家、名医
费用（均按普通门诊挂号费收取）。

此次惠民活动涵盖心血管内科、肝
胆胰外科、骨科、呼吸内科等140余个
诊疗科目，叶红华（心血管内科名医）、
沈韦羽（胸外科名医）、吴宏成（呼吸内
科名医）、龙慧民（泌尿外科名医）等资
深专家将带头坐诊。

号源预约方式：
关注“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

院”官微进入“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扫码关注官微：

温馨提示：
活动时间为上午8:00-11:15，建

议携带医保卡及以往检查资料，错峰
就诊。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是我
市首家三级甲等综合公立医院，也是全
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最年轻的百

强医院之一，连续4年国家三级公立医
院绩效考核总分全市第一（2022年度全
国排名第37）。

近年来，随着兴宁院区综合医疗大
楼和科研大楼投入使用，医院大力推进
改善就医体验提升工程，在门诊推出一
站式疾病诊疗中心、自动药物存储发放
系统、检验自动流水线等，让门诊患者
就医少跑腿。在住院方面，推出全院一
张床、积极推进日间病房等加快床位流
转、简便入院流程，让患者住院少等待。

此次大型惠民活动，是医院践行
“仁心仁术 惠民利民”初心使命的一次
写照，通过减免专家、名医、特需门诊费

用，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市民。具
体操作市民通过预约挂号途径找到想
要看诊的专家，在结算中减免所需费
用，之后到该专家诊间就诊。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徐晨燕 文/摄

5000多个号源！
本周五李惠利医院启动大型惠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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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迟到太久、跨越了28年时光
与290公里距离的拥抱。

时间回溯到1997年初的衢州。年幼
的宁宁跟着姑妈上街赶集，在人头攒动的
集市中不慎走失。心急如焚的家人反复寻
找未果后报了警。尽管当地公安机关当年
竭尽全力多方寻找，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
条件，宁宁的下落始终成谜。多年来，阿英
一家从未放弃过希望。从衢州到杭州，再
到宁波，只要听到一丝寻亲的消息，他们便
立刻动身前往。一次次满怀希望地出发，
又一次次带着失望返回，几乎成了常态。

“我一定能找回孩子。”年复一年，阿英
的信念从未动摇。她将女儿的一切细节深
深刻在心里，“我的女儿是1996年3月31
日早上7时09分出生的……”每隔一段时
间，她和家人都会前往公安机关，执着地询
问进展。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今年6月，期盼
已久的好消息终于来了。“镇海九龙湖的宁
宁与阿英的DNA血样高度匹配！”通过衢

州与镇海公安机关高效的DNA血样采集
和大数据平台比对，两地警方迅速取得联
系。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民警第一时
间展开核实工作。

“大约一周前，民警告诉我，我的亲生
父母找了我很多年，要来镇海认亲。那一
刻，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望着眼前真真
切切的父母，宁宁哽咽了。她几年前已成
家生子，生活美满，但内心深处对亲生父母
的思念从未消减。她说，从小就知道自己
是收养的孩子，心底总萦绕着疑问：“为什
么父母当初不要我？”如今，所有的困惑和
心结都找到了答案。

6月24日，在衢州、镇海两地民警的陪
同与见证下，这条漫长而艰辛的寻亲之路
终于抵达了幸福的终点。重逢现场，母女
俩你一言我一语，非常亲切。“看到他们两
家最终亲如一家，我们由衷地为他们感到
高兴。”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民警表
示，后续还将进行回访，提供必要的帮助。

记者 邹鑫 通讯员 杨丁妮

天气渐热，捕蝉人又“出
动”了！记者昨天从鄞州区消
防救援大队获悉，一名男子在
鄞州区横溪镇夏凉村附近山中
抓知了时迷路，所幸经消防救
援人员连夜搜救，该男子于午
夜时分成功获救。

这起险情，发生在6月 24
日晚上 9 点 40 分。当时，警
方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称
自己和同伴在山里捕捉知了
时，不小心走散，之后又迷了
路，“现在有点慌，感觉走不
出去了……”

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立
即赶往现场。在山下，救援人
员见到了张先生所说的同伴王
先生。据王先生介绍，自己在
山上和张先生走散后，便独自
下了山。可因为手机还放在张
先生车里，所以联系不上张先
生，也没法报警求助。

山里一片漆黑，救援刻不
容缓。咸祥消防救援站通信员
周玉平在接警后便添加张先生
的微信，入山时立即启用位置
共享功能展开定位搜寻。

然而，山林深处植被茂密，
地形复杂难辨。连日降雨使得
山路泥泞湿滑，坑洼遍布，大大
增加了搜救的难度和风险。

救援人员打着手电，一边
呼喊张先生名字，一边拄着涉
水棍、抓着毛竹艰难挺进。经
过 15 分钟的紧张搜寻，救援
人员终于听到了张先生的回
应声。循声赶去，成功找到张
先生，并小心护送他安全撤出
山林。

“获救时，张先生的状态还
可以。戴着头灯，裤袋里塞着
一瓶矿泉水，拎着一个很大的
塑料瓶，瓶里的知了看起来不
少。”到场救援的一名消防员介
绍说。

据了解，从事装修工作的
张先生几天前萌生了抓野生
知了尝鲜的想法。初次尝试
收获寥寥后，他决定去山林深

处找找。
当晚7点半，张先生与朋友

再次进山。此行收获颇丰，两
人捕捉了四五十只知了。然
而，山中突降小雨，浓雾弥漫，
两人在不知不觉间走散。朋友
呼喊无果后独自下了山。此时
迷雾袭来，张先生试图用手机
导航脱困，却因信号微弱导致
方向错误。

“知了猴”是蝉的幼虫。这
种若虫期的幼蝉不仅有一定的
药用价值，对一些人来说，还是
一道酥香的美食。记者从相关
部门了解到，捕蝉遇险的警情
在盛夏期间较多发生，尤其是
在毛竹山集中的一些山区和林
地——

2024年6月29日，孙师傅
在翻山之后，被困在水库边的
河滩中，妻子和同伴始终找不
到他，最终报警。随后，公安、
消防救援人员进山将其救出。

2024年7月7日夜里，在奉
化区尚田街道葛岙水库3号桥
附近，王师傅进山捕蝉迷了
路。一起上山的其他同伴找不
到他，便报了警。

据了解，傍晚过后，“知了
猴”在树上叫得格外闹腾，捕蝉
人也大多在这个时候进山。可
是晚上光线不好，对于不熟悉
地形的人来说容易迷路，结伴
同行的很容易掉队落单。而险
情，往往在此时发生。

目前，对于群众自发性的
捕蝉行为，仍以劝导为主。除
了已经多次发生的人员迷路险
情，还有大量人员进山带来的
森林火灾隐患。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不要
独自贸然进入深山，尤其夜间
山林视线不好，极易迷路，加上
正值夏天，容易遇到毒蛇毒虫
侵害。如需上山，一定要有当
地村民或有山地户外经验的人
引路，量力而行。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陈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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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捕蝉人”被困深山
消防救援人员连夜搜救助其脱险

镇海民警助力

离散28年的母女
终于团圆！

“小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妈妈真的好想你”。6
月24日下午，从衢州风尘仆仆赶来的阿英（化名）刚踏进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
局，目光便瞬间锁定了那个日思夜想的身影——女儿宁宁（化名）。积攒了28载
的思念与辛酸瞬间决堤，母女俩紧紧相拥，轻声啜泣，久久不愿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