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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无 数 读
者 的 陪 伴 下 ，
《永康日报》从

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风
华正茂的翩翩少年。多
少个日日夜夜，本报采
编人员始终不改初心，
用心服务读者，吸引了
一批批忠实粉丝。方岩
镇独松村的应碧映就是
其中一员。1 月 2 日，记
者 听 应 碧 映 讲 述 她 与
《永 康 日 报》结 缘 的 故
事，还有对本报的美好
祝福与殷殷期盼。

一天不看报就难受
“一天不看报，就像没吃饭一样

难受。无论多晚，我都要把当天的

报纸读完。”今年 54 岁的应碧映一边

翻阅《永康日报》，一边笑着告诉记

者。在她家的办公桌一侧，还放着

一本厚厚的剪报本。在多年读报的

过程中，只要看到有纪念意义的文

章，应碧映都会进行剪报收藏。

应碧映说，具体什么时候开始阅

读《永康日报》，她也记不清了。反正

从农村责任田分包到户，她家就开始

订阅报纸。当时读报是为了在报纸上

学习农技知识，达到养家糊口的目

的。从此，应碧映就开始了她的读报

生活。

在与应碧映聊天时，记者翻看了

一张已经泛黄的旧报纸，这是一张

2005 年 6 月 20 日出版的报纸。应碧

映说，这张《永康日报》，她珍藏了近

20 年。

在这张报纸上，刊登着应碧映儿

子“小学组软笔书法三等奖”获奖作

品。为了激发儿子学习书法的热情，

她特意收藏，并视为“家宝”。应碧映

经常会拿出来翻看，感觉十分开心。

令她遗憾的是，因为一次次整理物

件，一次次搬动，她苦心珍藏的报纸，

不慎丢失大部分。目前，家里只留下

一小部分旧报纸。

“这一叠是 2021 年的，这一小叠

是 2022 年上半年的⋯⋯”面对一张

张不同日期的报纸，应碧映滔滔不

绝、如数家珍。

永报助力儿子成长
谈起《永康日报》的版面内容，应

碧映不禁竖起了大拇指：“既有新闻

性，又有艺术性。对我来说，阅读就是

一种享受，又能在报纸中学到如何教

育孩子的知识。”

2010 年，应碧映的儿子正处于

初中升高中的青春叛逆期，这令她

十分头疼。刚好，《永康日报》推出

了胡存杰的教育专栏，《关于如何处

理 家 庭 和 学 校 暂 时 无 法“ 解 决 ”的

“问题学生”》的文章，引起了应碧映

的关注。

为了营造温馨和谐的学习型家

庭氛围，应 碧 映 针对教育专栏推荐

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判断出儿

子是属内向慧才型，应以赏识教育

为主进行教育。这个专栏，对她的

家庭教育引导起了很大的作用。“孩

子犯错没关系，犯错就是在成长，引

导孩子知错能改，德能莫望⋯⋯”这

些理念都深深印入应碧映的脑海，

直至落实执行。

“感谢《永康日报》助我儿子成

才！”应碧映感激地说。2013 年，应碧

映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

业的儿子，需要进入与所学专业相关

的公司实习。

有一天，应碧映无意中在《永康日

报》上看到，永康本土一家工业设计公

司招聘了好多意大利设计师的信息。

她欣喜若狂地让儿子联系了这家公司

的负责人。后来，她的儿子顺利进入

该公司实习，零距离接触意大利的真

实语境。

实习期间，应碧映的儿子表现突

出。上大三时，他有幸公派留学意大

利佩鲁贾大学进修。“如果我不订阅

《永康日报》，也没有阅读报纸的习惯，

哪有这等好事发生在我家！”应碧映开

心地说。这些年的读报生活，让应碧

映收获满满。

“永康人就要读永康的报纸。《永

康日报》接地气，每天的新闻新鲜又耐

读。”应碧映说，她是《永康日报》的忠

实读者，会一直坚持读下去，希望《永

康日报》越办越好，继续带给读者更多

更好的新闻。

融媒记者 吕晨曦

本报讯（融媒记者 吕晓婷 通讯

员 洪秀秀）“ 真没想到困扰我很长

时 间 的 退 休 问 题 ，在 永 康 得 到 了 解

决。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还这么热

情，真正做到了为群众排忧解难。”上

月 30 日，市民陆艳向市人力社保局送

去一面锦旗，对该局工作人员林益君

尽职尽责、热情周到的服务，表示赞扬

和感谢。

据了解，今年退休的陆艳在黑龙江

省和我市均有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由于对政策不熟悉，经多方咨询未

果后，她来到市人力社保局养老待遇科

办理退休事宜，并将情况告知工作人

员，打算选择黑龙江省原籍作为退休参

保地。

林益君了解具体情况后，通过查阅

参保人系统内缴费信息、退休文件等多

种方式，帮助陆艳将退休流程梳理清

晰，依据政策规定耐心讲解我市各项优

惠政策，并告知陆艳选择我市作为退休

参保地，与原籍黑龙江省相比，每月可

多享受 800 元补助。林益君还用最短

的时间办结了所有事项，切实解决了陆

艳的燃眉之急。

在此过程中，林益君办事高效细致

的态度和热情周到的服务，陆艳都看在

眼里、记在心头，为此特地送锦旗表达

感谢。

“作为社保经办人员，我将以高度

的责任心继续认真做好每一项社保业

务，让企业和群众得到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林益君说。

工作人员暖心
市民送锦旗感谢“《永康日报》助我儿子成才”

忠实读者感叹，多年读报生活让她收获满满

本报讯（融媒记者 徐敏 通讯员

占晨阳） 近日，永康铁路派出所民警吕

晓接到求助，称一名男子躺在永康南站

落客平台上。

吕晓立即赶到现场查看，只见一名

男子躺在落客平台中部的花圃附近，身

上有浓烈的酒味，而旁边的一只塑料茶

杯里还装有不少散装白酒。吕晓便赶

紧摇醒该男子。

好在该男子虽然酒喝高了，但意识

还算清醒，有一搭没一搭地向吕晓说起

了来龙去脉。该男子姓罗，老家在云南

镇雄，在我市打工，平时比较喜欢喝酒，

哪怕自己一个人也会喝两口。

当日，老罗准备乘火车回老家。除

了 一 只 行 李 箱 ，他 还 将 喝 剩 下 的 近

600ml 散装白酒装进了塑料茶杯里，想

着可以带回老家饮用。但在永康南站

进站安检时，安检员明确告知老罗，散

装白酒禁止携带乘火车，可以选择寄存

或者放弃携带。

老罗心想，这次回老家后会多待一

段时间，白酒装在塑料茶杯里放久了不

能喝就浪费了。老罗想想觉得心疼，还

不如直接喝掉呢。于是，他便转身走出

了候车室，来到落客平台，就着随身携

带的花生米喝起了白酒。为了不耽误

乘车，老罗喝酒喝得有点猛，不知不觉

就喝掉了大半瓶白酒，很快就上了头，

醉倒在落客平台。

“我们查看视频监控发现，老罗从

走出候车室喝酒，到醉倒在地，前后也

就 20 来分钟，毛估估至少喝掉了 8 两白

酒。”吕晓说，他看老罗虽然意识还算清

醒，但已然醉酒状态，就立即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几个小时后，吕晓接到老罗回复，

身体已无大碍，但因为贪杯错过了回家

的火车，整个行程完全被打乱了。

男子贪杯
上演“人在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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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碧映在阅读《永康日报》

“发烧多久了”“咳嗽频率怎么

样”“有用过什么药吗”⋯⋯上月 29

日 上 午 ，在 市 一 医 儿 科 门 诊（2）号

室，儿科门急诊主任林志刚一边细

致地和患儿家长沟通病情，一边打

着手电筒查看患儿咽喉情况。这是

林志刚连续上班的第 10 天，中间只

因为高烧休息了一天。

疫情下，儿童作为易感人群，是每

个家庭的重点保护对象，他们的健康

更是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重点。正值

冬季儿童患病高峰期，我市儿童患病

人数急剧上升，医疗服务需求大幅增

加。为保障患儿得到及时诊治，市一

医儿科急诊发热门诊团队迎难而上，

坚守岗位。

记者在儿科发热诊室看到，候诊

室、输液大厅、雾化室人满为患，其中

不乏 3 个月的婴儿。据悉，当日上午

该门诊合计诊疗人数已破 200 人次，

近日最高日接诊量突破 700 人次。

这组数据背后不仅反映了患儿人数

的激增，更体现了儿科团队的担当和

坚守。

为了保障患儿及时得到诊治，儿

科急诊发热门诊的午班和夜班医生人

数均从 1 人调至 2 人。“这段时间人手

压力挺大的，我们团队 13 名医生相继

感染，排班人员都只能在当天早上才

能确定。”林志刚说，但大家都咬牙坚

持了下来，一退烧就赶回来上班，用行

动践行着24小时全力保障孩子健康的

承诺。

“我的身体还行，在这种艰难的

时 刻 ， 我 义 不 容 辞 。”儿 科 主 任 医

师 陈 开 玉 今 年 已 经 55 岁 ，早 已 不

用值夜班的她主动请缨，补上夜班

的空缺，为团队小伙伴争取休养的

时间。

“孩子生病了，很多家长都会焦

虑，就诊时遇到这种家长，我就会让他

们在微脉医生软件上加我微脉，进行

线上咨询。”儿科医生王婷婷说，除了

微脉诊治，好多朋友也在微信上向她

咨询求助，每一个咨询她都认真对待，

告知如何护理、用药，免了他们奔波也

能缓解就诊压力。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市一医儿科

急诊发热门诊团队用他们赤诚的医者

仁心，温暖了无数患儿家庭。

融媒见习记者 郑旭华

24小时全天候守护，最高日接诊量突破700人次

“白衣天使”坚守一线保障儿童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