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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

益路同行

记者 屠以撒 通讯员 金飞燕

近日凌晨三点，岔路镇吕家村
还笼罩在夜色中，40多岁的吕茂亮
就骑着电动车出发了。他要骑行 2
个多小时，赶在天亮前到达宁海动
车站，坐上开往宁波的首班列车，只
为准时到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
这样的“热血征程”，他已经坚持了
23年，累计献血 105次 34300毫升，
足够挽救8条鲜活的生命。

吕茂亮的家在偏远的王爱山
岗，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朋友
带动下，他走进了献血站。当听到
血站工作人员说起，每天有那么多
病人躺在病床上，眼巴巴等着救命
血，白血病患儿、大出血产妇、车祸
伤者，都在和死神抢时间，这个朴实
的“70后”农民坐不住了。“我身体

好，能帮一点是一点。”从那天起，他
的献血之路从未间断。

后来，吕茂亮得知血小板对血
液病患者的重要性。这种救命的

“生命种子”保存期只有短短5天，供
不应求。虽然捐献血小板一次要花
三四个小时，对住在偏远山区的他
来说，来回奔波要耗费一整天，但他
二话不说就改献血小板。起初每月
一次，后来调整为两周一次，风雨无
阻。每每想到自己的鲜血能让素不
相识的人重获生机，他就特别高兴。

这些年，吕茂亮拿了不少全国
无偿献血的大奖，但他从不声张，把
证书锁进抽屉，继续默默奉献。在
村里，他是出了名的“热心肠”，空闲
时就往敬老院跑，帮老人剪指甲、聊
家常；在献血车上，他当起志愿者，
给初次献血的年轻人讲解流程，消
除他们的紧张情绪。邻居们都说：

“老吕这人，心里总装着别人。”
吕茂亮还是村里公认的大孝

子。为照顾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他
放弃去城里打工的机会，守在母亲
身边。洗衣做饭、端水喂药，把老人

照顾得妥妥贴贴。有人问他这样累
不累，他笑着说：“能陪在妈身边，心
里踏实。”

在吕茂亮的带动下，身边不少
朋友、村民都加入了献血队伍。他
常说：“献血对身体好，能促进血液
循环，还能救人，多好的事儿！”为了
保证血液质量，他坚持清淡饮食，早
睡早起，烟酒不沾。用他的话说：

“只有自己身体好，献出去的血才能
救人。”

“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献
下去！”说起未来，吕茂亮眼神坚
定。他盼着有更多人能加入无偿献
血的队伍，“说不定哪天，你献出的
血就能救了谁的命。这种感觉，比
啥都值得！”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
最朴素的善良，也看到了平凡人用
热血书写的大爱人生。

在与吕茂亮的交谈中，他讲述
着23年来的献血历程，没有丝毫的
夸耀，只是用最平实的语言，诉说着

每一次献血背后的故事。当提及那
些因自己的热血而重获生机的患者
时，他的眼中闪烁着温暖的光芒，那
是一种纯粹的欣慰与满足。

回顾整个采访，我不禁思考，是
什么支撑着吕茂亮在献血之路上一
走就是23年？是对生命的尊重，是
那份发自内心的善良，更是一种对
社会责任的担当。他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了平凡人可以拥有的伟大
力量。吕茂亮的事迹，不仅仅是个
人的善举，更是对整个社会的一次
生动教育。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
中，人们往往容易忽略身边那些微
小却充满力量的温暖。而吕茂亮的
存在，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内
心深处对善良和奉献的渴望。

其实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成
为他人生命中的“超级英雄”。无偿
献血，这一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却
蕴含着无数生命的希望。吕茂亮用
105 次的坚持，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也让我们看到，只要每个人都愿意
伸出援手，这个社会将充满更多的
爱与希望。

23年累计献血105次34300毫升

吕茂亮：用热血为生命“加油”
记者 潘璐璐

一面墙壁能做什么？连日来，
上海、成都等地用“簪花姑娘”“巨
幅哪吒”等墙绘，把市民喜爱的人
物形象画上墙壁，为城市增添了一
抹独特的艺术气息。在宁波东钱
湖，“宁波”“请坐”等艺术墙绘也成
了最近的网红打卡点。

在城市更新的热潮中，彩绘墙
正悄然“破圈”，以一种“温柔却有
力”的方式，迅速聚焦视线、唤醒感
官，变成了城市美学的一种表达，唤
起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当然，彩绘不能一哄而上、千
篇一律。要让彩绘墙真正成为城
市风景，笔者认为，首先要突出“文
化味”。创意不应只追求流量，更
要扎根本土。将地方人物、历史故

事、乡土风情转化为墙上图景，让
居民在熟悉中产生共鸣，这是城市
文化最动人的呈现方式。其次，应
尊重空间属性和使用人群，幼儿园
外墙可以童趣盎然，老街巷口可以
古风浓郁，乡村可以彰显当地农业
特色，因地制宜才有生命力。

此外，彩绘墙的发展还需机制
保障与多元参与。政府部门要做
好统筹规划，确保艺术与城市整体
风貌相协调；社区应搭建平台，鼓
励居民共创共建；设计师则要真正
理解空间语境，避免“涂鸦式”堆砌
与“打卡式”复制。

一幅幅彩绘墙，是城市对美的
追求，也是治理对人文的回归。做
好城市彩绘这篇“艺术文章”，让创
意彩绘成为城市风景，不是简单画
画图、绘绘彩，也不是一个部门、一
个单位的事情，需要人人参与，人
人呵护，大家一起来创意，共同来
描绘。

创意彩绘不能一哄而上
时话时说

严查加油机
“缺斤短两”

近日，县市场监管局邀请人大代
表、网约车司机、私家车司机等参与
加油站计量突击检查，现场核验加油
机的铅封、防作弊芯片等关键部位，
并对油枪的出油量进行了精确测量，
确保计量公平。
（记者 胡琦 通讯员

邬静兰 潘旭辉 摄）

本报讯 （记 者 陈 欣 怡）
412年前，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自宁
海踏上征途，以双脚丈量山河，留下
不朽巨著《徐霞客游记》。近日，徐
霞客研究资料展在宁海启幕，100余
件珍贵展品跨越时空，邀公众共探
徐霞客的精神世界，解码宁海与这
位地理先驱的不解之缘。

此次展览展出资料均由收藏
家、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理事、学术
委员周衍平提供。从民国时期斑驳
的《徐霞客游记》版本，到当代徐学
研究的前沿论文；从泛黄的手稿到
生动多元的文艺、影视作品，百件展
品勾勒出不同时代人们对徐霞客的
敬仰与探索轨迹。其中，宁海专题
以历届徐霞客开游节的资料文献等
串联起从最初相对单一的纪念活
动，逐步成为融合旅游、文化、民俗、

美食、体育、经贸等于一体的全民大
联欢，以及从“游记开篇地”到“中国
旅游日”发祥地的非凡历程，诉说着
宁海作为《徐霞客游记》开篇之地的
独特使命。

“这些藏品不是冷冰冰的物件，
是能‘说话’的历史。”周衍平谈及展
览初衷时感慨，“这次展览，也是因
为我想让宁海的读者，还有一些徐
霞客研究的爱好者可以更加了解我
们宁海和徐霞客有关的文化。”他耗
费多年心血收集整理，从民国旧版
书籍的辗转寻觅，到当代研究资料
的系统梳理，只为让徐霞客的精神
通过展品“活”在当下。有市民表
示，以前只知道《徐霞客游记》从宁
海开篇，看了展览才明白这份传承
有多厚重，这些藏品让历史不再遥
远。

徐霞客研究资料展开展
百件珍品穿越时空对话

本报讯 （记者 陈俊 通
讯员 何欣） 日前，县教育局
发布 《宁海县 2024-2025 学年第
二学期中小学期末考试工作安
排》，并确定了小学、初中、普
高、中职（技工）等学校的暑假
放假时间。

根据期末考试工作安排，小
学文化学科期末考试安排在 6月
26日、27日两天。县教育局教研
室将提供三至五年级语文、数
学、英语、科学、道德与法治的
期末考试试卷。一、二年级全面
开展模块化、游戏化的快乐考
试。初中期末考试同样安排在 6

月 26日、27日两天。七八年级考
试科目分别为语文、历史、地
理、道德与法治、英语、数学、
科学，所有科目的考试均为闭卷
形式。高中期末考试安排在 6月
25日—6月27日三天。

小学、初中、普高、中职
（技工）等学校将在 7月 4日结束
学期，7月5日开始放暑假。

目前，正值期末备考阶段，
县教育部门要求各校精确分析学
情，合理把握教学进度，做到教
学内容适量、教学时长适当，提
高作业设计质量，防止学生学业
负担过重。

中小学期末考、放暑假时间定了

记者手记<<<<<

本报讯 （记者 屠以撒 通
讯员 魏神珊） 眼下正是杨梅成
熟的时节，不少市民都约上亲朋好
友，迫不及待地奔向山间体验采摘
乐趣。但这份美味背后，却藏着不
小的安全隐患。记者昨日从县 120
急救站了解到，过去一周，120接到
了10多起因采摘杨梅从树上坠落的
警情，伤者中有人颈椎骨折，有人胸
椎骨折，伤情严重，让人揪心。

“现在想起来，真是肠子都悔青
了！”刚刚出院在家休养的姑娘小
胡，说起上周的遭遇仍心有余悸。

上周末，小胡和几个朋友来到力洋
的一处杨梅林。起初，大家在树下
轻松摘着触手可及的杨梅，可没一
会儿就觉得不过瘾。仗着自己小时
候爬过树，小胡自信满满地往树上
爬，三两下就攀到了三米高的树干
上。树下朋友们的赞叹声让小胡愈
发得意，她小心翼翼地往树枝末梢
挪动，将高处的杨梅一颗颗收入囊
中。可就在她满心欢喜时，“吱嘎”
一声脆响，脚下的树枝突然断裂，小
胡瞬间从树上坠落，重重摔在地上。

这一摔，小胡胸背部传来钻心
的疼痛，呼吸都变得困难，整个人动
弹不得。朋友们慌乱中赶紧拨打
120，小胡被紧急送往县第一医院。
经CT检查，结果显示她“胸 10椎体

压缩性骨折”，必须接受手术治疗。
和小胡有着相似遭遇的还有市

民葛大爷。他同样是在采摘杨梅时
一不小心脚滑，直接倒栽葱摔下树，
造成颈椎骨折和颈髓损伤，情况十
分危急。

为什么每年杨梅季，骨折事故
频发？县 120急救医生王宁给出了
解释。一方面，杨梅树大多种在山
坡上，别看树干粗壮，实际韧性很
差，根本承受不了太多重量，树枝一
旦断裂，人就容易跌落；另一方面，
杨梅成熟的季节正值梅雨时节，树
枝湿漉漉的，特别容易打滑，这也大
大增加了摔落的风险。

“大家要是真想体验采摘杨梅的
乐趣，千万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王

宁提醒，上山采摘前一定要做好防护
准备。比如穿防滑鞋，携带安全绳，
最好有多人结伴互相照应。千万不
要盲目爬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身体协调性和反应能力不如年轻人，
更要避免冒险上树。万一不幸发生
意外，首先要确保伤者周边环境安
全，移开可能造成二次伤害的断枝等
物品。除非情况万分紧急，否则不要
随意搬动伤者，以免加重伤情。接
着，轻轻拍打伤者肩膀，大声呼喊，查
看是否有反应。要是伤者失去意识，
很可能头部受到撞击，要立刻拨打
120。如果伤者有反应，就问问哪里
疼，再仔细检查是否有外伤、出血或
骨折，发现出血可以用干净衣物简单
包扎止血。

杨梅季成“骨折季”

县120一周接10余起摘杨梅坠树警情

记者 何莎莎

梅雨时节的潮气让窗玻璃上凝起了细密的水珠，

将窗外的蔷薇洇成一片朦胧的绿影。刚刚落下帷幕的

高考结束铃仿佛还在耳边回荡，空气中似乎还飘散着

油墨试卷的余味。桃源书院的教室里，几个女生特意

穿上了校服，在曾坐过的位置上拍照留念。在窗外望

见她们的老师胡文文忽然红了眼眶。“又是一年毕业

季，看着学生们一个一个从这里毕业，走向属于他们

各自更广阔的人生，总还是忍不住……”

桃源书院的校园里，“知荣辱明是非砺志成才，

孝父母感师恩发奋图强”的铭言格外醒目，这里没有

“学霸云集”的光环，却以“润物无声”的育人实

效，让许多学生实现了自我突破。

薛丹老师至今记得上一届学生小景的故事。刚入

学时，小景的语文成绩长期徘徊在及格线边缘，焦虑

和自我怀疑让她一度陷入恶性循环。薛丹没有急于给

她“灌鸡汤”，而是通过一次次谈心，找到了问题的

根源——基础薄弱导致越学越慌。随后，薛丹为她量

身定制了学习计划，从文言文逐句翻译到作文框架拆

解，每天攻克一个小目标。最终，小景语文实现了大

幅提高，她也如愿考入了自己理想的大学。“教育不

是流水线，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看见。”薛丹说。

在桃源书院，像薛丹这样“看得见”学生的老师

并非个例。胡文文老师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文

姐”。这位42岁却已有20年教龄的教师，管理班级

自有一套“严爱相济”的法子。她坚持“纪律好是一

切好的保障”，但更坚信“身心健康才是终极目标”。

每天晨跑，她总是第一个到操场；班级拔河比赛，她

带着文科班击败了理科班；学生压力大时，她自掏腰

包烤洋芋、送奶茶，用“甜”中和学习的苦。

“识才育人之道，在于看见每个学生与众不同的

闪光点。”在胡文文眼里没有平庸的学生，只有尚未

被发现的可能，“我们老师，应该做这种可能性的发

现者。”在她的班里，体育特长生被鼓励冲击单招，

数学薄弱但文笔好的女生获得个性化辅导，英语困难

户则被安排“结对攻坚”。“只要有目标，努力过就不

遗憾。”这是她常对学生说的话。

面对近年来高中生普遍存在的心理焦虑问题，桃

源书院和老师们都没有选择回避或简单说教。学校专

门成立了心理辅导办公室，聘请专业教师值班，并通

过讲座、个案辅导等方式疏解学生压力。更重要的

是，学校还通过体育周、文艺周、合唱节等活动，让

学生在竞争中学会合作，让他们在舞台上、在球场中

发现自我、展示自我、释放自我，真正实现“心育”

与“智育”的融合。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一直

以来，桃源书院用行动诠释着这句话的真谛。在这

里，没有“一刀切”的教学模式，有的只是对每个个

体的尊重与唤醒。正如一位毕业生所说：“这里教会

我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在逆境中依然相信自己的

力量。”

桃源书院：从“被看见”到“被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