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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红燕

“今天血压很稳定，注意按时吃
药，清淡健康饮食！”在义蓬街道头
蓬街224号，有一家医馆已经成了
街坊邻里每天早上的“打卡地”。量
血压、测体温、再拿出听诊器，八十
多岁的莫高林认真耐心地帮老人们
检查身体……

小医馆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
陈旧的内饰，发黄的墙面，甚至没有
一块明显的招牌，莫高林在这里一
待就是数十年。墙面上挂着一面面
锦旗，一个写着“治病救人”的牌匾，
还有一沓沓已经卷边的诊单，都是
莫高林医生看病救人大半辈子留下
的“财富”。

莫高林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小耳

濡目染，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年
轻时，莫高林从公立医院辞职，创办

“莫高林诊所”，从2006年开办至今，
一直服务着附近的街坊。很多时候，
莫高林都是免费给大家看病，在他看
来都是举手之劳。有时候，邻居觉得
难为情，坚持要付钱，莫高林也只是
象征性地收取一元钱。“我看不了什
么大病，只能帮助邻里看看小病小
痛。”莫高林谦虚地说道。诊所开了
很多年，他也医治了很多人，甚至是
几代人。甚至有的邻居搬家了，还会
特意赶来让莫高林瞧一瞧病情。

20 世纪 60 年代，在浩浩荡荡
的围垦大军中，莫高林也是其中一
员。肩挑手扛一担担土，在艰苦的
条件下，坚持了4年。由于围垦环
境复杂，很多人会被意外划伤，在

寒冷的江风下，感冒司空见惯，加
上很多家庭贫苦，一日三餐甚至都
很难保证，因此，村民们常常被肠
胃炎、急性胃病、感冒等病痛折
磨。于是，有一技之长的莫高林，
一边挑土一边给大家免费看病，成
了围垦滩涂上名副其实的“赤脚医
生”。

今年年初，莫高林步履蹒跚地
来到区融媒体中心，手里提着一个
塑料袋。他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
出一张写满化学公式的A4纸：“能
帮我发表出去吗？也许能对病人
有帮助。”除这张A4纸外，还有一
本写满笔记的本子，那是他的草
稿。传统的中医学说加上深奥的
化学公式，这是莫高林视作“珍宝”
的作品。不会用电子设备，莫高林

就用老办法，一笔一画地完成了自
己的“论文”。

如今，莫高林诊所只在每天早上
开张营业，为邻居量血压、测体温等，
风雨无阻。他没有智能手机，只有诊
所里的一部老式座机，用于接听病人
的电话。很多人都会好奇，莫高林已
经八十多岁了，为什么还在坚持给人
看病？

“我不干了，周围年纪大的邻居
看病就不方便了，这么多年了，他们
已经习惯来我这里了。我虽然年龄
也大了，但是还能继续干下去。”莫高
林说。

八旬大伯坐馆 头蓬老街有个“一块钱诊所”

■记者 徐红燕

“每次经过地铁7号线启成路
D口至龙湖杭州江东天街的这条
通道，戴着口罩都能闻到一股异
味。”“出现不明漏水的问题已经
有一段时间，对我们出行存在一
定的影响。”日前，记者接到市民
爆料，称在地铁7号线启成路D口
至商场入口的通道存在漏水和异
味的问题，给来往市民造成了不
少困扰。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通道从
地铁出口直接连接商场入口，人
流量较大。目前，通道已经铺上
了防护垫，墙面漏水已经基本止
住，但现场还存在异味。除此之
外，在现场还摆放了一些维修设
备，一名保洁员正负责通道地面
清洁。

据了解，出现漏水问题的第
一时间，商场方面就开始采取紧
急措施，并铺设防滑垫以防止来
往市民摔倒。同时，请来了专业

的维修人员进行了检查。
水从何而来？记者联系上

了商场方面，相关负责人表示，
地铁口先完工，商场后“接手”。
在后期，两个主体之间出现了少
许沉降，地下水压力较大，就从
沉降缝的地方渗出来。同时，由
于地基下面是淤泥，所以渗出水
有异味。

记者了解到，目前通道漏水
已经止住，底板将翻开铺装层进
行彻底处理。由于有一种维修材

料需要从省外运入，受疫情影响
还未到货，因此直到现在还未完
成全部的维修。等材料运输到位
后，商场会第一时间展开维修。

地铁出口异味难闻原因何在？

■见习记者 王基诺

质地精美的青铜器、发黄变旧的老照
片、聚力暖心的村规民约、精巧精致的沙
地竹编器具……来到河庄街道蜀南村乡
村博物馆，你就能穿越时光，见证蜀南大
地的巨大发展变化。前不久，蜀南村乡村
博物馆入选第一批“杭州市乡村博物馆”
名单，这也是目前钱塘区唯一一家获选的
乡村博物馆。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蜀南村内
的蜀山自1956年至1983年曾陆续考古挖
掘出商周时期的典型器物：土玉璧、玉琮、

石钺、土青铜矛等 100多件，陶片 10余
筐。而这些出土的文物最早可以追溯到
四千年前的良渚时期，他们曾见证了生活
在蜀山一带的中华先祖从事渔猎农耕的
原始生活状态。

为增强村民历史责任感、增强民众文
化自信力，村委会班子特地在蜀南村美好
生活家园打造了200平方米的乡村博物
馆，让无价的蜀山文化在家门口重新焕发
勃勃生机。

展馆依托独特的蜀山文化而建，以“商
周遗风，灵秀蜀南”为主题，围绕着从良渚
文化、围垦造地到二十一世纪幸福新时代

的不同时期制定相关内容。经过精心设
计，展厅被打造成包括“良渚文化”“商周文
化”“吴越文化”“潮文化”“围垦文化”“沙地
文化”及“蜀南新篇”在内的七个部分，通过
大量历史图片及文物展品的集中展示本地
文化。

蜀南村相关负责人徐锦红表示，蜀
南村乡村博物馆的建成，既能让老一辈
追忆往昔，也让年轻一代能更好地接受
文化和历史的洗礼。“村里老人都知道展
示器具的具体出土年代和挖掘人，而年
轻人由于时间久远，只能通过观看这些
图片和实物来了解某段历史。我们希望

通过不同时期的物品及图片的展示，让
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徐锦红指着展示
墙上的一张老照片说，“像这张剥络麻就
是围垦时期的一个真实记录。听老辈人
说，那时村里的妇女要和男子一样白天
挑围垦，晚上在煤油灯下剥络麻、挑花
边、绣花、缝活。日子虽说清苦了些，心
灵却很丰盈。”

据悉，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蜀南村乡

村博物馆已经成功承办不少活动，并成
为“主题党日”及“第二课堂”的举办地。
徐锦红告诉记者：“蜀南村乡村博物馆开
馆时间为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疫情
防控期间，想来参观群众需提前在西湖
先锋App上进行预约。”她表示，希望有
更多人到博物馆来参观，在感受蜀南文
化的同时，进一步欣赏现代新农村的靓
丽风景。

乡村博物馆“藏”着四千年前的宝贝

■记者 余梦梅
通讯员 董超君 沈许珂

“没想到它藏得这么好，只有从天上才能看到。”近日，
钱塘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利用无人机，在废弃建筑边发现
了大量“躲”着的罂粟植株。

经过走访调查得知，该罂粟系附近一农户种植，民警
立刻联系了该农户进行调查，据农户所说，他种植这些罂
粟是为了给鸡治病。

“我在外地旅游的时候听当地人说，这东西可以给鸡
治病，还给了我几枚种子，我回来就想试试看是不是真
的。”该农户解释道。

“那你家的鸡，病好了吗？”民警问道。
“这不是被你们发现了，我还没试过。”
民警随即对农户进行批评教育，告知他罂粟并不能治

病，种植罂粟属于违法行为。随后民警组织人员对该批罂
粟植株进行拔除，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罂粟是国家明令禁止种植的毒品原植物。长期食用
罂粟会严重成瘾，导致慢性中毒、损害中枢神经造成呼
吸困难甚至致死，严重危害生命健康。眼下正值罂粟花
开结果之际，区公安分局采取“实地走访+无人机巡逻”
手段，加大“踏查行动”力度，对毒品源植物开展地毯式
排查，对非法种植毒品源植物的非法行为，警方也将进
行严厉打击。警方也在此提醒，法律明令禁止种植罂
粟、大麻等毒品源植物，一株也不行！如发现该类行为，
欢迎大家拨打110进行举报。

禁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需要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一
直以来，我区都高度重视禁毒工作，今年以来，区公安分
局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8次，进企业8次，进社区30余
次，让禁毒工作深入学校、深入社区、深入千家万户，集
合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构筑全社会群防群控的禁毒工
作格局。

种罂粟给鸡治病？

科技化手段让“罪恶之花”无所遁形

■见习记者 王基诺

“这个核酸检测点真是创意满满！”近日，下沙街道新
沙社区常态化核酸采样点因设计精巧、设置暖心受到了周
边居民的一致点赞。

新沙社区常态化核酸采样点位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1楼。和其他采样点不同，该点是由社区警务室接待大厅
与便民服务大厅“合二为一”组成的。“通过‘二合一’，避免
了资源方面的浪费，还让医护人员用上了中央空调。”新沙
社区相关负责人曹海华表示。

据悉，启用警务室前，每天来这里接受核酸采样的
约 400 人，现在每天都有 2000 余人。尽管人数增加
了，但现场依旧井然有序。记者发现，除了启用警务
室作为采样点，新沙社区的遮阳棚也极具特色，鲜艳
多彩的 2022年杭州亚运会吉祥物不仅成功吸引了孩
子们的眼球，也让居民对这条如长龙般的遮阳棚惊叹
不已。

“这个采样点原先是开放式露天场地，考虑到夏天
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便因地制宜，从入口的扫码测温区
到等候区，搭建了这个具有亚运元素的陶制遮阳棚。”
曹海华笑道，“遮阳棚搭建速度很快，从设计到搭建一
天就完成了。”

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采样并非一朝一夕的工作，新
沙社区始终坚持“共治、共建、共享”的原则，致力于为
百姓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不仅利用空地打造一
片“绿荫”，同时在亚运元素的基础上，融入了反诈常识
和防疫知识，让人们在排队的过程中也能够随时随地进
行学习。

此外，为照顾上了年纪的居民，社区在等待区添加了
座椅，现场还滚动播放医学科普视频。随着天气越来越
热，免费凉茶摊也在新沙社区核酸检测点“开张”了，为往
来居民免费提供爱心凉茶。

“我们希望通过各项便民举措的细化，让居民感受
到社区公共服务的暖心、贴心与爱心，从而更好地为大
家服务。”曹海华说。

这个核酸采样点创意满满

河庄蜀山采集的陶网坠河庄蜀山采集的小玉琮河庄蜀山采集的玉锥形饰

5月20日，我区婚姻登记处迎
来了结婚登记小高峰，近200对新
人庄重地从婚姻登记颁证员的手中
接过了“小红本”，在这个甜蜜的日
子里正式成为夫妻。

记者 杨寒丑 摄

“520”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