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日，江苏省连
云港市首批驶往黄海
渔场开捕的渔船陆续
返回渔港，满载而归，
当地渔业码头每天有
!" 多万公斤梭子蟹
捕获上岸。渔民们将
鲜活梭子蟹分拣装
筐，除满足本地市场
供应外，大部分销往
北京、上海、广州等
地。

据了解，今年梭
子蟹每公斤售价 #$%

元左右，价格较往年
同期翻了一倍。据水
产专家介绍，今年梭
子蟹产量丰收的主
要原因是江苏省渔
业资源增殖放流、伏
季休渔及禁止捕捞
抱卵梭子蟹等措施
的实施，使得黄海的
渔业资源得到了一
定的保护。

司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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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银行”能否经受时间考验
长三角各地推助老志愿服务遭遇尴尬

前天下午，一场“历史遗留‘烂
脚病’患者治疗经验总结会”在浙
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举行。&%多年
来饱受细菌战侵害的“烂脚病”老
人将有望获得免费治疗。

!烂脚"伴随大半世纪
“这双烂腿跟了我 &!年，没想

到风烛残年还能痊愈。”'(岁的傅君
华难掩激动。去年年底，作为首批 #$

名赴沪治疗“烂脚病”的老人，傅君
华仅经过一次手术，经久不愈的伤
口就在一周内结痂基本治愈。

#(!$年 )月至 (月，侵华日军
为报复美军对东京的轰炸，沿浙赣
铁路及周边机场发动袭击，公然实
施细菌战，从地面、空中投放伤寒、鼠
疫、炭疽、霍乱等毒菌，致使疫情四
起。当年只有十几岁的傅君华双腿
不幸感染，从脚背至小腿肚子，全是
溃烂的皮肤，发黑流脓、起泡脱皮，几
十年来一直反复发作，无法痊愈。
“病人入院时，伤口已经结了

厚厚一层石头样的钙化组织，小腿

伴有明显肿胀。”上海瑞金医院陆
树良教授对这位老人记忆犹新。在
经过专家会诊后，决定采取彻底切
除纤维板（创面长期不愈形成的瘢
痕组织），实行患者自体头皮移植
修复手术。“几十年结下来的纤维
板，造成创面血供很差，移植的皮
肤不容易存活，导致伤口反复发
作，难以治愈。”陆树良说，手术的
关键在于能精确切除纤维板，给移
植的头皮创造生长条件。

手术后一周，移植的头皮完全
存活，溃烂厚痂的创面露出粉红色
新皮，治疗的效果比想象中还要
好。和傅君华一起赴沪治疗“烂脚
病”的 #$位老人中，除两位因其他
原因放弃或转院治疗外，其余 #%

位老人均痊愈出院。

百万公募抚平伤痛
“长期难愈性‘烂脚病’是可以

被治愈的！”陆树良告诉记者，关键
是要寻找出一套既安全又经济有
效的治疗方法。
“这些烂脚老人大多生活拮据

贫困，动辄上万的医疗费用对他们
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关注日军细
菌战受害者近 $%年的社会活动家
王选，一直在为“烂脚”老人的治疗
奔走呼吁。“这些 &%多年前的战争
受害者如今都已步入耄耋之年，我
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力尽快抚平老
人的创伤，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
段活得有尊严。”

然而，仅靠医生和医院之力，
面对数以千计的烂脚老人，难以支

撑大额治疗费用。为此，在总结会
上，王选正式发起了为“烂脚老人”
治疗筹款的公益项目。

该公益项目由王选通过中国
扶贫基金会，和上海王正国创伤医
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计划募集
#%%万元人民币（通过腾讯公募），
全部用于战争遗留“烂脚病人”的
救助医疗。筹款将由上海王正国创
伤医学发展基金会运作资助中国
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以及
金华、丽水、衢州等地志愿者团队
正在开展的对于侵华日军细菌战
遗留“烂脚病”老人的救助医疗。

“不求数目大小，每个人 )%

元，*"人就是 +)""元。”王选呼吁，
每个人都微捐一点，终将汇聚大的
力量。 本报记者 梅璎迪

! ! !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毛应
记者 梅璎迪）干部干的怎么样？
百姓最有发言权。近日，浙江省安
吉县孝源街道的领导干部们就面
对面向群众代表进行半年度工作
述职，让百姓当面点评，这种让干
部当“战斗员”、百姓当“评论员”
的“百姓问政”方法在安吉还是
头一遭。

下午二时半，“百姓问政”正
式开始，背景屏上领导干部的分
工和年初各自的承诺一目了然，
当惯了“裁判员”“评论员”的街道
干部个个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
面对百姓现场点评和一个个提
问，一件件现场答复。有的干部被
问得面红耳赤，有的脸上汗珠掉
个不停。
缘何要进行“百姓问政”？孝

源街道党委书记郑继农说，百姓
问政可以解决干部“慢作为、不
作为、乱作为”的现象，给“在职
不在岗、在岗不在干”的干部下
一剂猛药。

浙江安吉推行
!百姓问政"

侵华日军细菌战铁证如山
!烂脚"老人百万医疗公益筹款正式启动

! ! ! !本报讯（记者 梅璎迪）日前，
江苏首次向社会公布禁驾期 +"年
及以上的被禁驾人员名单，*'& 人
被列入终身禁驾“黑名单”。
据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

的数据，今年以来，全省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并且 $年及以上不得重新申
领驾驶证的共 +"("(人，其中 *'&

人终身禁驾。在 *'&人中因肇事逃
逸被禁驾的 $('人；因酒驾发生事
故构成犯罪被禁驾的 '(人。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负责人

表示，公布禁驾“黑名单”在于警示
广大驾驶人，遵守道路安全法律法
规，不要抱侥幸心态触碰底线。

江苏三百余人
终身禁驾

! ! ! !本报讯（记者 程绩）近日，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杭
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其中特
别指出“住宿、旅游、餐饮经营者
不得在经营活动中免费提供一次
性用品”。
这就意味着以后在杭州入住酒

店，客人将不再享受免费的牙刷、牙
膏、香皂、浴液、拖鞋、梳子等一次性
用品，也就是酒店业所说的“六小
件”。目前该条例具体何时实行以及
实施细则尚未公布。
酒店的“六小件”耗费大、浪费

大，杭州很多高星级酒店每年在这
方面的成本开支近百万元，而浪费
率高达 &",以上。而且，“六小件”
多为塑料制品，填埋后很难降解，对
环境造成污染。

浙江省饭店协会秘书长杜觉
祥说，浙江早在 #(((年“创建绿色
饭店，倡导绿色消费”时就曾多次
讨论酒店“六小件”问题，并且于
$%%# 年出台了国内首个绿色饭店
的行业标准。对于“六小件”，要求
简化包装、减量使用和回收包装。
目前 !-% 多家绿色饭店均执行到
位。对于即将实施的《条例》，杜觉
祥表示酒店取消“六小件”将是个
渐进的过程，同时也要逐渐培养客
人自带的习惯。

杭州禁止酒店
提供一次性用品

渔获大丰收

! ! ! !年近八旬的张家寅是苏州杨枝
社区“时间银行”第一批志愿者，在
“只存不取”地服务了 &年后，社区
“时间银行客服中心”的志愿者们近
日专程上门为她擦洗空调、打扫房
间，进行“爱心兑付”。
“时间银行”的概念于 $%世纪

'%年代初由美国人埃德加·卡恩提
出，在这个特殊的银行里，时间是唯
一受认可的“货币”，会员通过为他
人提供服务来储蓄时间，当自己需
要帮助时，再从银行提取时间以获
取他人服务。
近年来，“时间银行”在长三角

地区方兴未艾，然而在运作中却存
在着“支取不平衡”、无法“通存通
兑”的尴尬。

运转多年!只存不取"

苏州杨枝社区的“时间银行”设
立于 $%%'年。当年，社区 ''岁的孤

老王玉英突发疾病，日常护理无人
担当，同住一幢楼的退休教师张家
寅主动请缨，每天两次上门陪医送
药、烧饭做菜，开启了社区志愿服务
“时间银行”的序幕。&年来，加入到
社区“时间银行”的志愿者越来越
多，储存的“爱心时间”也水涨船高，
超过 $%%%小时的“金牌储户”就有
#%多位。
然而，“时间银行”运转多年，只

有志愿者默默付出，却无一人支取。
社区工作人员曾多次向志愿者们询
问有什么需求，他们总是摇摇双手，
说自己做点事情是应该的。
同样遭遇过只存不取尴尬的还

有温州的菱藕社区。该小区“时间银
行”有“储户”近 $%%名，他们为社区
提供着助餐、心理慰藉、免费血压测
量等助老志愿服务，“存款时间”超
过 #$%%%个小时。然而，巨额“存款”
背后却也是无人支取的尴尬。为了

感谢志愿者的无私付出，社区想尽
办法，最终为几个累计时间较多的
志愿者提供了一次免费旅游。“但是
大多数储户不愿意，也不好意思来
支取服务时间。”社区工作人员说，
毕竟为大家服务并非图什么回报。

强制!爱心兑付"

为了让志愿者消费掉储存的爱
心时间，杨枝社区书记胡锡康伤透
了脑筋。最早一批志愿者如今都已
年届八旬，有几位还没来得及支取
服务就已逝去，更让胡锡康感觉时
间紧迫。

去年年底，姑苏区第一家“时间
银行客服中心”在杨枝社区设立。“成
立的初衷就是鼓励志愿者们消费他
们储存的时间，让‘时间银行’达到收
支平衡。”苏州葑门街道工作人员谈
女士告诉记者，客服中心主要由党团
员、大学生和公益社团等组成客服队

伍，定期主动询问储户需求，上门送
服务。而对那些“不求回报”的志愿者
们，客服中心就会启动“强制兑换”，
兑换内容包括助老“营养餐”、爱心企
业的定额优惠券等。

期待!青年派"加入
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话就

是“不求回报”，不过背后的尴尬却
是没有年轻人的加入，让“时间银
行”变得“支取困难”。在不少设立
“时间银行”的社区，“储户们”大多
是上了年纪的退休老人。比如温州
菱藕社区的志愿者大多在 -)岁到
')岁，嘉兴民北社区雷锋角的志愿
者在 &%岁左右，苏州杨枝社区志愿
者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 -&岁，“低
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成为社区
“时间银行”运作的常态。然而，很快
他们也会成为需要服务的对象，但
是没有年轻人的加入，今后又有谁

来还他们储存的时间呢？
年轻人为何对“时间银行”的积

极性不高呢？除了业余时间不如老
年人充足外，社区层面可提供的兑换
内容也吸引不了年轻人。记者注意
到，不少社区推出的可兑换服务大多
以居家养老为主，助餐送餐、心里慰
藉、陪医送药等。此外，“时间银行”覆
盖的范围大多仅限于社区内，一旦搬
离社区，储存下的“爱心时间”也无法
通兑通存，造成后继乏力。
前不久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江苏省养老
服务条例（草案）》，其中就明确提到
将“建立志愿服务时间储蓄等激励
机制”，为大中学生建立志愿服务登
记档案或记录卡。对此，谈女士充满
期待：“如果能上升到政府层面出台
政策支持，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共
同参与，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
的加入。” 本报记者 梅璎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