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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凌棘

何伊伲何伊伲

乍暖还寒，嵊泗枸杞岛的贻贝养殖
场上，群鸟在海面上起舞、在浮球间嬉
戏。我们跟着岛上的“海域警长”，搭乘
巡逻小艇在养殖场中前行。

靠海吃海的枸杞人把大海当做天然
牧场，贻贝养殖面积达2.23万亩，每年的
贻贝产量超过 7 万吨，撑起了全国 20%
的贻贝产量。因此，嵊泗县公安局枸杞
派出所有了一支特殊的队伍——“海域
警长”。他们围绕贻贝养殖等当地特色，
搭建起流动的海上警务站。

近日，我们从朱家尖蜈蚣峙码头启
航，历经4个小时的颠簸来到枸杞岛，跟
随“海域警长”一起守护小岛的碧海蓝天。

身手敏捷，仿佛施展轻功

“呜——”汽笛鸣响，小艇加速。“抓
紧扶手！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要快些！”
民警何远锋叮嘱我们。

约15分钟的航程，我们驶入了一片
贻贝养殖场，小艇也慢了下来。“前面的
船停一下，检查。”民警任可汉对着扩音
喇叭喊着，很快养殖渔船上便放下来了
一块跳板，方便和快艇连接。

海上风浪很大，我们站立在小艇上
本就不易，更何况要踩着细木板登上渔
船。然而，我们眼前的两位民警就像是
身怀轻功，三步并作两步地登上了船只，
还顺手拉了一把一步一探头的我们。

我们初登渔船，还未站稳时，他们就
进入了船舱。

“船开出来都要报备，知道吗？”“晓
得的，你们都来宣传好多次了。”“没招新
人？还是你们几个老面孔。”“没有，现在
小工不好找。”任可汉与“浙嵊渔07689”

号渔船船老大张松彬交流着。没有发现
异常情况，我们向渔民们作了宣传后，转
身前往另一艘船。

任可汉腿脚飞快，敏捷得根本就不
像在海上。看到我们羡慕的眼神，任可
汉说：“这点风浪不算啥，风再大一点我
也照样没问题。”一脸自豪的样子。

很快，他被自家队友“打脸”了。“可
汉虽然在嵊泗海边长大，但不是渔民出
身，刚来所里时，出海吐得昏天黑地的，
后来坐船坐多了才不再晕船。”队友何远
锋说。

生活中时常有调侃，但打好配合是
他们的常态。在“海域警长”的职能划
分中，何远锋负责“海上牧场”管理，任
可汉则负责海上违法犯罪打击，两人常
互相交流处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前
几天乡里说有人扩建了养殖场，我看了
确实已经超出规定范围，回去我帮你在
三维海图上画出来，你可以下整改通知
了。”任可汉对何远锋说道。

说理讲情，矛盾迎刃而解

谈笑间，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座蓝白
相间的海上警务室。近些年，岛上渔民
把目光转移到了贻贝养殖上。枸杞派出
所主动跟着海岛产业转变，建立起海上
警务室，完成受理、调解、化解纠纷一站
式服务。

跳下小艇，走向警务室的路上，何远
锋从背包中取出无人机。接过遥控设备，
伴随着蜂鸣声，无人机在我们的操控下起
飞。在无人机传来的实时画面中，海上警
务室慢慢成为一个蓝白色的小点。

几天前，一艘外地渔船入港避风，由

于不熟悉海况而误入贻贝养殖场。虽然
值班民警及时叫停，但渔船已搅坏了一
大片贻贝苗种，造成了养殖户的损失。
肇事渔船船主与养殖户就如何赔偿而相
持不下。为了厘清受损面积，枸杞派出
所采用无人机定损。

“这是老金家的，这是吴姐家的，损
失最大的应该是任小国家⋯⋯”在何远
锋指导下，我们操作着无人机，一边拨动
摇杆保持机身稳定，一边寻找最佳角度
拍照取证。画面中，一大片整齐排列的
贻贝养殖场中出现了空白，这正是肇事
渔船造成的破坏现场。

根据无人机回传的画面，何远锋很
快划分清了受损范围与受损养殖户，面
色渐渐凝重了起来，“这次损失比较大，
一共有 16 户养殖户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失，肇事渔船需要赔偿的总金额不小。”

我们来到枸杞乡政府，参与事故调
解会。刚进会议室，我们就看到“吹哨

员”徐海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带着养殖户
代表落座。

“我们将贻贝养殖场划分为10个网
格，每个网格都挑选了6名口碑较好的养
殖户代表担任‘吹哨员’，徐海就是其中一
位。”何远锋向我们解释，“吹哨员”按照贻
贝养殖区域的网格划分，他们发现矛盾纠
纷应该先就近处理，当问题超出他们的职
权范围时启动“吹哨机制”，就近通知民警。

现场，民警、乡镇干部、“吹哨员”、当
事人多方落座，何远锋率先对肇事渔船
船主陈某开口。“我们理解你们渔船想要
避风，也知道你们是无意的。但是你们
也要理解一下养殖户的难处。”

船主陈某点点头说：“我自己做了一
番了解的，更何况有你们警察在，我们不
怕吃亏。”

紧接着，徐海对养殖户代表说道：
“大家很多都当过渔民，渔民在海上讨生
活也不容易，有些没成熟的贻贝我们就

按成本价要求赔偿算了，只要保住成本
不亏，别太为难人家了⋯⋯”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何远锋和徐
海的劝说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现场
签订调解协议。

智慧大屏，当好巡逻帮手

临近傍晚，热闹了一天的海岛渐渐
归于宁静。回到派出所，我们揉揉有些
酸 胀 的 小 腿 ，来 到 所 里 的“ 核 心 大
脑”——综合指挥室。

指挥室的大屏上，显示着一片海
图。“这是我们的海上牧场应用。”何远锋
说，为了及时发现、排除海上治安隐患，
他们依托舟山市公安局研发的“智治海
安”系统搭建该应用模块，实现对贻贝养
殖场等智慧管理，填补巡逻空白区。

“陈某造成的事故，就是这个应用报
警提醒的。”何远锋一边指着海图，一边
向我们展示陈某渔船的行进线路。他解
释，这个应用连接了渔船的同博定位系
统、贻贝苗种定位仪等技防设备，并设置
了警示航标、海权界限、电子围栏等功
能。“当出现大型船舶误入贻贝养殖场的
情况，应用就会预警，我们能及时通知对
方，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大屏上，白色小方框密密麻麻，每个
小方框代表着一艘养殖渔船。我们随机
一点开，就可以看到渔船的所有人信息、
所处经纬度等，枸杞岛的贻贝养殖数字
家底一目了然。“幸好有了这个应用，不
然我们所里8名民警要管理那么大的海
域，还真有点应付不过来。”枸杞派出所
所长王胜杰感慨道。

入夜，我们也没闲着。这次，我们

的 目 的 地 是 枸 杞 岛 干 斜 贻 贝 鲜 销 码
头。为了保证贻贝的鲜活度，贻贝养殖
户选择夜间收贻贝，当即收当即发货，
这样贻贝次日就能抵达目的地。

码头上灯火通明，一串串沉甸甸的
贻贝正被吊上岸。脱绳、装车、打包、装
车⋯⋯养殖户们赶着时间将贻贝装运
出岛。

“小何，你来了！”看到何远锋来了，
正在忙活的工人们都探出头来。何远锋
熟络地跟大家打招呼，攀谈起来。

“多亏你啊小何，帮我们找到了嫌疑
人！”养殖户吴燕笑着说。前几天何远锋
接到吴燕的求助——贻贝养殖场的值班
室门窗被人损坏，嫌疑人身份不明。何
远锋展开走访调查，并结合附近监控研
判，次日就锁定了嫌疑人。讲到这儿，吴
燕不由得竖起大拇指。

“今年贻贝收购价比往年高，你们可
以放心了！”何远锋笑着说。“因为你们
在，我们安心！”吴燕脸上漾开了笑容。

扎根基层、坚守海岛，去年以来，
枸 杞 岛 海 上 纠 纷 调 处 成 功 率 98% 以
上，协议履行率 100%；海上警情同比
下降了 33.6%，传统
侵 财 类 案 件 发 案 数
同比下降 85.8%，海
岛 群 众 安 全 感 大 幅
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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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温医大附二院‘山海’提升专
家下沉鹿西巡诊，欢迎有需要的群众前
来咨询。”

近日，一条巡诊预告发在温州市洞
头区唯一的离岛乡镇——鹿西乡村民的
微信群中，整个群一下子活跃起来：“我
带爸妈来！”“王主任这次也有下沉，正好
找她复诊!”

鹿西乡下辖 6 个行政村，陆地面积
约 10.06 平方公里，岛际交通只有每日
几班轮渡。如今，岛上常住 2000 多人，
老人和孩子居多，医疗成了大家最关心
的问题之一。

2021年，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携手洞头开展“山海”提升工程，通过
专家传帮带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让洞
头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
服务。2022年起，洞头借助“山海”提升
工程的专家资源，延伸开展“送医上岛”
服务。以党员医生为主体的专家团队，
每月都会前往鹿西乡帮帮助群众看诊。
2023年以来，温医大附二院共下沉专家
127人次，服务离岛群众1294人次。

“送医上岛”是怎样开展服务的？我
们跟随温医大附二院的专家一同赶赴鹿
西乡。

上岛
候诊大厅里站满了人

从洞头元觉码头坐船，约半小时便
到达鹿西乡的鹿西码头。车行约 5 分
钟，鹿西乡卫生院出现在眼前。淡黄色
的墙砖，简洁古朴，患者、医护人员进进
出出，一切井然有序。

鹿西乡卫生院院长彭增宗见到专家
们立马迎了上来：“欢迎欢迎，见到你们
可太开心了！”

跟着彭增宗，我们刚来到二楼候诊
大厅，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宽敞的
大厅里站满了人。大家围着专家坐诊的
长桌，翘首以盼。听到楼梯这边的动静，
候诊的群众立马转身望向我们。

“大家别着急，专家换一下衣服就来。”
彭增宗已经习以为常。他告诉我们，每次
专家前来，卫生院都很热闹。“现在院里配
了全科医生，设备也不断完善，但专科医生
短期难以培养，很需要专家来帮忙。”

彭增宗介绍，当天的感染、神经、关
节等方面问诊安排在候诊大厅，肝胆、儿
科、超声、妇产科等安排在楼道左右两侧

的房间。说着，彭增宗递给我们一人一
个口罩，让我们在大厅帮忙维持秩序，有
人问询可做引导。

这边，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王红
刚坐下，就有一群人围了上来。

“医生，我最近后背很痛，手关节也
痛，烧菜没力气，昨天贴了药膏，麻烦你
帮我看看。”60 多岁的李奶奶听说有专
家坐诊，早早来到卫生院等候。

王红小心撩起李奶奶后背的衣服，查
看药膏的位置，仔细检查疼痛部位后说：

“您现在身上哪里都痛，其实是有点骨质疏
松了，我先给您开一些药，平时疼痛的部位
可以做热敷，千万记住不要干重活。”

随后，王红开具药方，并叮嘱老人：
如果还不舒服，可以周三抽空去一趟洞
头区人民医院，挂她的号，做一个详细检
查，鹿西乡的群众可以优先安排问诊。
李奶奶连连点头说“谢谢”。

“我的脚痛了有一段时间，可以帮忙看
看吗？”“这个药我吃了很久，手关节还是
痛，是不是要换药？”“之前孩子帮我开了这
个药，但我不会吃，麻烦医生教我一下。”

接连几位患者都是问询关节疼痛的
问题。王红告诉我们，海岛上居住的都
是常年打渔的渔民，容易患风湿性关节
炎，这也是老年人的常见病。

“我爸之前有些轻微中风，腿脚不
便，医生看看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坐
轮椅的赵爷爷由儿子推着前来问诊。神
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何志勇耐心地询问
相关情况，并翻看了老人以往的病例，然
后鼓励他：“老人家维持得很好，要继续
保持，我这边再开一点药，如果有疼痛，

可以吃一点。”
很快，何志勇的桌前也围满了人。

大家的咨询包括失眠、记忆力差、手抖、
中风、腰椎疼痛等。有的老人听不清楚
会重复问，还有些患者疑惑比较多，何志
勇不厌其烦地解答。“老人比较容易记错
药，所以我们要更有耐心，才能让老人安
心。”何志勇说。

入村
车刚到消息就传开了

上 午 结 束 问 诊 时 ，已 近 12 时 30
分。彭增宗招呼大家去吃午饭，并预告
了下午去扎不断村巡诊的安排。

下午 1 时 30 分，我们坐上乡卫生院
的“健康共富”巡诊车，同行的有温医大
附二院儿科、风湿免疫科等专家，以及乡
卫生院的全科医生。

这辆巡诊车内有玄机。同行的鹿西
乡卫生院副院长卓思恩告诉我们，除了
血压计、听诊器等基本医疗设备，车内还
配备了感冒灵、午时茶，治疗高血压、糖
尿病等疾病的常用药，以及医保即时报
销设备等，负压车可随时变成流动车载
诊间。“这就相当于把‘移动门诊’和‘移
动药房’搬到群众家门口，看病、配药、取
药、医保结算可一站式解决。”为了方便
群众，鹿西乡开通了到村里、养老院的巡
诊线路，每月3至4次上门开展服务。

驶过弯弯绕绕的盘山公路，大约 10
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坐落在山间的扎不
断村。

“温州的医生来啦！”车子刚一停靠

扎不断村村委会门前，村民们就把这个
好消息传开了。医生们将车上的设备搬
进村委会活动室才几分钟，就来了五六
位牵着孩子的老人。

见医生还在整理设备，我们先跟老
人交流，果然，他们都是来找儿科医生
的。在交谈中我们得知，村里很多年轻人
外出打工，孩子留给老人照顾。有些老人
识字不多，孩子生病了不知道如何用药。

儿童血液科副主任医师黄珍准备就
绪，便让第一个来的奶奶领着孩子坐
下。“孩子9个月大，一直流口水，脸上有
湿疹不见好。”说着奶奶拿出了两款宝宝
平时涂抹的药膏递给医生。

黄珍一看，便发现不对。“这个是涂抹
屁股的，可不能给孩子涂脸。另一个是面
霜，也不能治疗湿疹。我帮你开一个涂抹

的药膏。这个药现在巡诊车里没有，明天
卫生院会交给网格员直接送到家里来，一
定要记得涂抹。”黄珍要来孩子的医保卡，
在机器上开药结算，并叮嘱奶奶，宝宝平
时可以用金银花煮水洗脸，每天还可以吃
一颗鱼肝油，要多晒太阳。

奶奶接过药单说：“记住了，平时会
多注意。”走之前还向我们表示感谢：“在
村里就能看诊确实方便！”第二天，奶奶
果然收到了网格员送上门的药。

除了给小孩子看病，也有不少老人前
来测量血压、血糖。“平时身体没啥毛病，
特地出趟村体检也麻烦，现在家门口就可
以检查身体，真的好！”今年55岁的林奶
奶连连称赞。卓思恩嘱咐林奶奶，每年还
是要去乡卫生院做一次全面体检。“现在
乡卫生院检查项目、体检设备都很齐全，

检查当天就能出报告，不用出岛就能做。”
接诊完最后一名患者，大家整理了

需要采购的药品清单，发送至乡卫生院购
药负责人处。卓思恩说：“乡卫生院没法
覆盖所有的药。但我们有一支由渔船老
大、村社干部、青年党员等组建的‘渔小二
代办队伍’。医生开具的药单，我们都能
提供代购药品、配送到家、指导用药的服
务，让群众不出岛也能买到药。”

复盘
群众越欢迎越要做好

回到乡卫生院，温医大附二院长期
驻扎洞头的专家团队负责人郭献阳与彭
增宗组织医生们来了一场巡诊复盘会：
一是整理就医需求，确定下一次上岛的
科室专家。二是提一提注意事项和建
议，为日常巡诊做准备。

血管外科主治医师艾鹏首先发言：
“这次巡诊，我们发现老人的视力也需要
引起关注。有的老人因为要带孩子，一
直拖着不看眼睛，建议下次邀请五官科
的医生跟我们一起来。”

艾鹏的话，引起了肝胆胰外科主任
医师王向昱的共鸣，他接过话茬：“老人
的情况确实需要持续关注，我今天标注
了几位患者的名字，请卫生院帮忙关注，
如果一个月内有情况，可以通过 5G 网
络云问诊和我们联系。”

妇产科主治医师木若文列举了今天
开得比较多的药品名目，建议乡卫生院
准备一些；超声科住院医师吴锦露建议，
要普及超声检测；彭增宗则建议：“一旦
碰上台风等极端天气，鹿西乡群众难以
出岛，希望温医大附二院专家传授更多
急救技能，和鹿西乡一起畅通急救通道，
完善急救体系。”

一天下来，我们见了不少患者，听到
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更欣喜的是，
我们发现，一张依托“山海”提升工程建
立的小岛医疗防护网正在洞头不断织
密，偏远海岛与优质医疗资源的距离也
在不断拉近。正如彭增宗所说：“群众越
是欢迎，就越要把这件事做好、做下去。”

记者随温州专家送医上岛赴鹿西乡出诊记者随温州专家送医上岛赴鹿西乡出诊

两千人的健康两千人的健康，，我们精心呵护我们精心呵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甜泉谢甜泉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奥伦赛奥伦赛 通讯员通讯员 周向阳周向阳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洞头洞头 潘道阳潘道阳

谢甜泉 奥伦赛

鹿西乡鸟瞰。 洞头区委宣传部供图

温医大附二院的专家在鹿西乡巡诊。 共享联盟·洞头 潘道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