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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节

祭祖、搡年糕、写春
联 …… 21日是冬至，义
桥镇罗幕村举行首届民俗
文化节，男女老少体验传
统民俗，年味逐渐浓郁起
来了。

记者范方斌摄

■记者盛凤琴孙超通讯员来舒

冬季气温骤降，老年人骨折来医院
就医的日益增多，有时一次小小的意
外，却可能给老年人带来巨大的伤害。
近日，记者从区一医院骨科了解到，医
院12月份以来就接诊了近20位老年骨
折患者，接诊量比平时高了近3倍，多以
髋部骨折为主，对于85岁以上老年人来
说伤害最大。

为什么冬季老年人骨折高发？冬
季外出如何预防跌倒？对此，记者采访
了区一医院骨科主任中医师陈亿民。

一天接诊3名髋部骨折老年人

在区一医院骨科病房收治了多位
高龄的骨折患者，96岁的高奶奶就是
其中之一。事发当天，高奶奶刚刚吃
完中饭准备坐到一旁的椅子上休息，
结果一个没坐稳就重重地摔倒在地
上，身体撞到了门槛上，动弹不得。家
人见状立马拨打了120把老人送到了

区一医院。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高奶奶的情况

不容乐观，属于股骨颈骨折，这个也是
髋关节骨折最为常见的类型之一，需要
进行手术治疗。好在手术很成功，但是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手术后也还是面临
多重考验，比如长期卧床后容易引起褥
疮、肺部感染等情况。

陈医生说：“冬季是老年人骨折的高
发季，14日值班当天就陆续接诊了3名
骨折老年人，年纪最大的有92岁，最轻
的一个也有60多岁。而且都是髋部骨
折。”

髋部骨折作为老年脆性骨折中常
见且最严重的健康威胁，不仅给个人带
来痛苦，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
担。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高龄
老人骨折手术也不再是“禁区”。

前段时间，医院急诊病区老年髋部
骨折治疗中心收治了6名90岁以上高
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髋部骨折
病人，而且6位老人均手术成功，顺利出
院，其中最年长的是106岁，该手术也

刷新了区一医院老年髋部骨折治疗中
心手术患者的年龄之最。

骨科医生送上冬季防摔锦囊

为什么冬天是老年人髋部骨折的高
发期？

对此，陈医生说：“髋部骨折，就是老
百姓俗称的大腿骨骨折，主要包括股骨颈
骨折和股骨粗隆间骨折。因为老年人到
了冬天穿得比较厚实，身体活动变得不是
很灵活。随着气温下降，人体的血液循环
减缓，肌肉反应变得迟钝，这种机能变化，
也是导致骨折的重要原因。”

年轻人摔一跤，多数情况下不会出
现创伤，但多数的老年人会存在骨质疏
松的问题，老年人股骨近端的强度只有
年轻人的一半，骨头密度降低、强度下
降，容易发生骨折。

在我们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年纪
大了，哪怕骨折也尽量不做手术，最好
保守治疗。但是，对于髋部骨折的老年
人来说，并非如此。

因为老年人长期卧床会引起褥疮、
下肢深静脉血栓、肺部感染、泌尿系统
感染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陈医生表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
能手术的还是建议手术治疗。早期手
术，更有利于患者早期翻身及活动防止
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患
者痛苦，降低死亡率。

在生活中，老年人要做好保暖工
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平衡能力的训练，
比如打太极、练八段锦等。在体检中可
以考虑做一个骨密度检查来了解身体
骨质情况。此外，市民也可以通过一些
食物来补充钙质，比如深绿色蔬菜、豆
制品、鱼类、坚果等，多晒太阳也能促进
体内的钙吸收。

陈医生提醒广大市民，一旦发生骨
折，应第一时间呼叫120，在被送往医
院之前，由专业人士帮助其做好固
定。患者千万不要自以为暂时扭伤，
在床上休息就行，而不去就医，以免延
误病情。

注意！冬季老年人髋部骨折高发

北干二苑社区
举行共建合伙人年会

本报讯（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汤梦佳）党建
聚合力，共建促发展。近日，北干街道北干二苑
社区举办“聚点滴星光·惠万家灯火”2024共建
合伙人年会，吸引了150余名共建单位员工和
辖区居民参加。

“咱们也有年会看啦，社区找单位给我们开
年会！”居民高阿姨早早地赶到了会场，语气中
透露出自豪。

活动开场后，大家一起观看了社区发布的
年终共建活动总结视频，共同回眸十余年共建
时光。北干二苑社区以党建共建为纽带，“聚合
力、强堡垒”，着力打造“乐我家”社区品牌。今
年“乐我家”进一步依托共建单位优势，整合各
单位自身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的服务更加精
准高效。

在授牌仪式环节，区卫健局接收了“中医义
诊进社区”共建合伙人项目牌匾。2024年，“中
医义诊进社区”项目成功落地，老中医定期走进
北干二苑社区开展义诊，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

借年会契机，社区分别向区委组织部、区卫
健局、北干小学、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农行萧
山城厢支行等共建合伙人颁发“领航奖”“仁爱
奖”“园丁奖”“青荷奖”“守心奖”以示感谢。

社区的共建合伙人们还募集了5600元善
款，当场捐赠给北干二苑社区慈善工作站，为辖
区困难群体送去温暖与关爱。

随后开始的年会节目在欢庆热闹的舞蹈
《大田后生仔》中拉开序幕。之后，歌曲、舞蹈、
小品、古筝弹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场，让现场成
了欢乐的海洋。

社区党委书记宋燕华表示，一年一会，既
是对社区共建成果的总结，也是对共建未来的
美好展望。后续社区将以北干街道“招商引资
年、社区建设年、治理创新年、青年聚力年”四
个年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共建共治，不断打
开新局面。

城厢街道圆满完成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本报讯（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杨蕾）近日，
城厢街道家景园小区顺利完成二次供水项目改
造验收，小区居民终于用上了“放心水”，这也标
志着城厢街道二次供水改造圆满收官，成为全
区首个完成大批量相关改造任务的镇街。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老旧高层小区供水系
统面临设备老旧、管网老化、水质下降等问题，
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解决这一困扰，
城厢街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协作推进二
次供水设施改造，彻底解决用水难题。

其间，街道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组织
开展多次实地勘察，全面了解现有供水设施状
况，对二次供水所用的水箱、水泵、管道等设备
进行全方位升级。新的供水设施具有良好的密
封性和卫生条件，能够有效防止二次污染，同
时，通过优化供水系统，水压稳定性得到显著提
高，即使在用水高峰期，居民也能畅享充足的水
流，告别水压不足的烦恼。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涉及千家万户，关
乎百姓福祉。萧山从2019年正式开始实施二
供改造，作为第一批加入二次供水改造的街道
之一，城厢街道上下一心、扎实推进，经过5年
的努力，共计完成15个改造项目，惠及居民
2180余户。

当前，为进一步深化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成
果，实现二次供水设施由改造到常态化运行的完
整闭环，解决居民急、难、愁问题，城厢街道、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正持续关注居民的用水体验，通过
上门回访等形式，广泛搜集居民反馈的各类问
题，联合社区、物业、专业施工团队和相关技术人
员，共同探讨制定解决方案，确保居民能够安心
享受二次供水改造成果。

瓜沥镇八里桥村
举办第二届年俗文化节

本报讯（首席记者 蒋超 通讯员 朱红锋）乡
村让城市更向往，不单单是一句口号。12月21
日、22日，瓜沥镇八里桥村举办第二届年俗文
化节暨田趣草垛Party，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打
卡。传统+现代、文化+旅游，这个有吃有玩又
有趣的乡村乐园，着实“火”出了圈。

“要放炮了！”随着“嘭”的一声响，摊位前弥
漫起浓浓的米香，粒粒饱满的米胖煞是可爱；隔
壁摊位的手打年糕，以“软、糯、香”征服了不少
食客；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则是年轻人和小朋
友的最爱，摊位前的顾客源源不断……在“记忆
中的年味”区块，不仅有迎新送春联送“福”、酱
鸭鱼干等“传统味”，还可以动手体验花瓷、编
织、泥塑、剪纸、印染、彩绘等创意年俗，更有老
大昌酱油、传统线香等非遗展陈，品类多样，热
闹非凡。

再往里走，田趣音乐Party，是休闲放松的
好去处。坐在帐篷下，一边享受温暖和煦的阳
光，一边欣赏乐队现场表演；稻田迷宫、草垛滑
梯、田野保龄球等游乐项目，吸引孩子们穿梭其
间，划出一道道快乐的弧线。此外，还有稻田婚
礼区、田间栈道、农田观光区等景点供大家打卡
拍照，“沙地十碗头”更是萧山东片美食的“金名
片”，现场可以预订品鉴。

“书记，这活动真不错，春节还会有吗？”现
场，八里桥村党总支书记、主任胡军其听到李大
伯的问题后，立马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有的！
到时候我们周边几个村还要联手唱一出‘春节
大戏’呢！”

■记者刘殿君通讯员方梦婷

近年来，楼塔镇紧紧围绕中心工
作，以服务大局为己任，全力打造“侨
助蝶变”乡村共富品牌，促进侨资、侨
智、侨业回归，积极构建引才聚智新体
系。

应秋琳作为侨资企业的代表、禾伙
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野孩子研学基
地）创始人，是第一批进驻乡村的侨资
企业之一，于2020年落户楼塔镇大同
二村。如今这片180余亩的土地，已成
为集文化教育、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
性研学基地。

该基地室内教学场所宽敞明亮，中
药坊、美食坊、手工坊、乐坊等功能教室
一应俱全，可同时容纳300余名学生进
行各类实践活动。户外场所依托自然
风光，设置了自然教育、农耕体验等丰

富多彩的户外活动。
如今，经过不断完善，“野孩子”的

经营模式愈发规范化和本土化。结合
当地特色，在村社主体、企业主导、农户
共参与的共富模式下，“野孩子”围绕大
同二村“大同小驿”为核心布局，对乡村
风貌、基础设施、旅游配套等方面实施
改造提升，并融入“侨”元素，全方位提
供侨界交流、侨企团建、特色亲子游以
及定制化服务，赢得了广泛赞誉。基地
还被授予省三星级“侨胞之家”、区同心
亚运阵地、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等
多项荣誉称号，让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的
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侨”是楼塔的一张金名片，楼塔有
上千个华侨华人旅居迪拜、阿根廷、美国
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楼塔不
仅利用各类资源优势，引入侨资、侨企，
更是创新实施“1234”侨工作法，以“同心

筑梦”“凤来燕归”“侨雁领头”三大工程
为抓手，深入推进侨心共富、侨企带富、
侨智助富、侨爱帮扶四项行动。

立足山、水、侨资源优势，楼塔镇在
山水间嵌入“侨文化”，推进共同富裕的
政策，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做足侨文章、
做大侨产业。

此举不仅推动了农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使得侨胞们“让自然的山水，变作
人文的山水”的美好愿景得以落地生
根，更是唤醒了乡村沉睡的文化因子，
推动乡村共同富裕。

如今，经过侨胞们近两年的精心打
造，该镇大同二村成功建成中国人民志
愿军纪念村，志愿军大道横跨白虎山，
成为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为当地带
来了丰富的客源和经济效益，还有力促
进了农副产品售卖、餐饮住宿等民生产
业的发展。据统计，项目每年向大同二

村村集体支付租金约60万元，可持续
效益长达10年，同时提供了40余个就
业岗位，有效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近年来，楼塔镇还积极探索打造
“侨助工坊”新模式，以“侨商侨企+村
集体+经纪人+农户”的工坊模式，构建
了“研学教育集中式”“电商直播带货
式”“侨企定向招工式”三大工坊助富
矩阵，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也
为进一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
力支撑。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侨胞汇聚楼
塔，聚力乡村发展。在山水间嵌入“侨
文化”，楼塔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继续
深化与海内外华侨的交流合作，通过不
断创新和完善“侨助共富”机制，着力发
展特色侨贸产业，打造侨旅体验产业，
形成侨经济产业链，开辟出一条独具楼
塔特色的“侨助共富”新路径。

推进“侨心共富、侨企带富、侨智助富、侨爱帮扶”行动

楼塔全力打造“侨助蝶变”乡村共富品牌

■记者盛凤琴孙超
通讯员廖鹏云来舒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港澳台同
胞、外国人有关证件在我区的便利化应
用，今年我区7家区级医院和25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系统升级，实现了
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新
版）、外国护照7类证件线上注册、预约
挂号等服务，也可凭相关证件到自助机
刷卡就医。

区第一人民医院是我区首家完成
港澳台同胞、外国人有关证件便利化应
用系统升级的医疗机构。近日，记者来

到医院门诊大厅，在自助机的操作页面
上看到，除了身份证、电子凭证、社保
卡、杭州健康卡、电子健康卡外，还有永
居证和港澳台居住证的登录选择。

区一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占松良
表示，目前，全院56台自助机全部完成
系统升级。跟原来相比，升级后的自助
机对于港澳台同胞与外籍人士就医更
为友好。

“以往上述人群来医院就医，必须
要到窗口排队挂号缴费，工作人员需要
把相关信息手动录入系统，操作繁琐还
容易出错，花费了太多时间。”占松良
说，“现在除了窗口以外，手机、自助机
上都能办理预约挂号、取号、缴费、取报
告等业务。现在他们持卡就医，就跟我
们刷社保卡看病一样，在读卡器上直接

刷永居证和港澳台居住证就能自动读
取个人信息，选择所需的业务服务。整
个流程下来，相比以前可以节省二三十
分钟时间，线上线下同享便捷。”

区一医院从系统升级以来已累计
面向港澳台同胞与外籍人士服务达
1250多人次，得到患者的一致认可。来
自巴基斯坦的Hussain Hamid就是其
中一位受益人。采访当天，他因意外受
伤造成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断裂来医院
就诊，并有了属于自己的健康档案。
Hussain Hamid说：“很喜欢杭州这个
城市，来医院就医、出行都很方便，医生
也很好。”

此外，针对特殊人群就诊服务，各
医疗机构对医护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
训，加强窗口工作人员和门诊志愿服务

者的证件认知，确保他们能够清晰引导
患者就医，让港澳台居民及外籍人士在
萧就医更便捷。

区卫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区
积极推进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
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外国护照
等7大类证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便利化
应用，不断改善他们在萧就医的体验。
通过优化证件识别系统和就医流程，实
现了快速核验与信息录入，减少了不必
要的等待时间，提高了就医效率。

数字赋能智慧医疗，截至目前，全
区服务港澳台人士1611人次，外籍人
士1452人次。后续，区卫健局将持续
提升服务质量，确保每一位在萧就医的
港澳台同胞与外籍人士都能享受到便
捷、高效、温馨的医疗服务。

港澳台同胞与外籍人士来萧就医“线上线下”同享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