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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轶华

本报讯 这几日，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

微信群里，一条求助信息揪起了医护人员

心。这是产科主任李丽菁发的。同科室的

医生护士纷纷都转发到朋友圈，为一位困难

产妇募捐。

23 日，李丽菁在接诊产妇唐英荣，把患

者目前病情和所遇到的困难介绍发送至微

信群、朋友圈。一时之间很多人踊跃响应，

并通过微信转账募捐。

“消息发出后几分钟，就有微友频频发

来微信红包，短短 2 个小时，捐款就到 2 万多

元，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李丽菁说，“当一

个家庭、一个人碰到困难时，科室的职工每

个人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迈过

那道坎，渡过那道关。”

唐英荣是云南镇雄人，今年 24 岁，当天

因羊水破后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诊断为“凶

险型前置胎盘伴植入导致大出血”。唐英荣

家庭困难，2016 年来永康打工，因有两次流

产史，这次怀孕就没有去打工，仅靠丈夫在

工地上做零工养家糊口。这次住院，因大出

血，输了很多血。

产科尽量为她减少了一些费用，她还需

4万多元的医药费用。他们自己到亲戚朋友

东拼西凑，才借了 2 万多元。现在收到这些

陌生人的募捐款时，唐英荣夫妻表示，万分

感谢医院温暖的大家庭，感谢这些好心人的

关爱。

接诊一个困难产妇

医生护士募捐
帮其渡过难关

潮湿闷热天气 蜈蚣咬人事件频发
医生建议：可用蚊香和石灰粉驱蜈蚣

□记者 童英晓

本报讯 近日，市农林局在西城街道郎家村发现一

棵树龄为 100 多年，树高 9 米，胸围 101 厘米的花榈

木。目前这棵花榈木已进入“浙江古树名木”行列。

25 日，记者驱车前往郎家村，在村口的一幢厂房

边，见到了这棵花榈木。枝繁叶茂的花榈木耸立在众多

树木中，显得格外耀眼。

该村党支部书记徐万钦说，这棵树村民都称之为

“红豆树”，因为冬天的时候，结有红红的果实。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

思。”花榈木结的果实就是红豆吗？记者就此咨询了市

林农局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说，花榈木的别称是花梨木、臭木、臭桐

柴，红豆属植物，民间很多人也将其称之为“红豆树”。

郎家村这棵花榈木是野生的，而且长势良好，实属罕见。

花榈木（拉丁学名：0rmosia henryi Prain）。一名

“花榈”，其木纹有若鬼面者，亦类狸斑，又名“花狸”、花

梨木，是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据了解，花榈木不仅有较高的生态人文价值，更有

较高的木材、药用价值。花榈木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消

肿。用于跌打损伤，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痛，流行性腮腺

炎，丝虫病；根皮外用治骨折；叶外用治烧烫伤的药用价

值；抗沮丧、抗菌、催情、杀菌、利脑、除臭、补身的保健价

值；由于它的木质细腻，色彩美观，纹理清晰，多产于东

南亚热带地区，在广东和广西一带也有出产但是数量不

多。

徐万钦说，这棵花榈木生长在村里的风口林中，林

里有很多树木，但村民都知道这棵是名树，却不知其真

正的来历。“前两年村里把风口林进行了整治，欲打造一

个休闲公园，可能是比较偏僻，前来游玩的村民不多，而

且管理也没有跟上，所以现在看上去就比较乱了。”他

说。

当知道这棵花榈木是国家Ⅱ级重点保护树木时，徐

万钦说，下一步将列为村里重点工作，将其好好保护，也

将趁此机会好好打造下风口林，给花榈木生长提供更好

的生长环境。

据了解，在该

村另外一座山上

还发现了几棵花

榈木，但都没有这

棵长得好。

郎家村发现100多年“红豆树”
这棵花榈木是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记者 童英晓

近日，市民朱女士在厨房洗碗时，突然一条蜈蚣从

洗碗池下水管爬出，着实吓了她一大跳。她说，幸亏发

现及时，要不然就被蜈蚣“亲吻”了。

记者从市一医急救中心了解到，近期被蜈蚣咬伤的

患者有点多，4至5月共有30多例。

天气潮湿蜈蚣频繁“出游”
市一医急救中心主任柳化源说，近期天气潮湿闷

热，正是蜈蚣活动的高峰期。像野外草丛、比较潮湿的

老小区、废弃物较多的地方都是蜈蚣“出游”的区域。在

这些地方活动的市民要尤为小心。蜈蚣白天隐藏在暗

处，晚上出来觅食活动，以蚯蚓、昆虫等动物为食。从接

诊的病例来看，有的居民是在公园、山路或草多林茂的

区域被蜈蚣咬伤，有的则是在家里被咬的。

“前两天，就接到一例在野外被蜈蚣咬伤的患者。

当患者来时，皮肤红肿，还出现发烧症状。好在及时就

医，没有出现病情恶化。”柳化源说，如果要接触草丛，最

好穿长袖上衣和长裤，不要穿凉鞋、拖鞋，同时要注意保

持室内外清洁，定期清除居住环境周围的废物、垃圾等。

市中医院一位医生说，蜈蚣一般在 3 月至 6 月雨后

的清晨进行交配，5 月的温度最适宜，因此，5 月将是蜈

蚣伤人高峰期。此外，蜈蚣出没比较频繁的时间是晚上

8时至凌晨4时，天亮以后就少见，因此很多市民都是夜

间被咬。“很多市民晚饭后，喜欢穿着拖鞋到附近小区公

园里散步，这个尤其要注意脚下，以免被蜈蚣咬伤。”他

说。

可用蚊香石灰粉驱蜈蚣
面对横行霸道的蜈蚣，是否可以半路拦截呢？柳化

源说，市民可以在潮湿的地方，点上电蚊香或者撒些石

灰粉来驱赶。电蚊香里含有除虫菊酯成分，可以杀死蜈

蚣，而石灰粉能起到干燥的作用，蜈蚣闻到这种气味，也

就逃走了。

“蜈蚣居五毒之首，毒液中含有类似蜂毒的组胺样

物质及溶血性蛋白质。人被咬后，即使皮肤症状不严

重，也要当心。”柳化源提醒，一些市民被咬后，皮肤症状

不明显，但会出现明显的中毒症状，如头晕、头痛、发热、

恶心呕吐、腹痛等，少数人还会因呼吸麻痹而死亡。

被蜈蚣咬伤如何自救
蜈蚣第一对脚呈钩状，钩端有毒腺口，一般称为腭

牙、牙爪或毒肢等，能排出毒汁。被蜈蚣咬伤后，其毒腺

分泌出大量毒液，顺腭牙的毒腺口注入被咬者皮下而致

中毒。

一旦发现被蜈蚣咬伤后，第一，应立即寻找合适的

包扎带扎紧被咬伤的近心端，有条件时应放置冰袋，使

血管收缩，减少毒素的吸收和扩散。

第二，用吸奶器或拔火罐等，尽量将毒液吸出，立即

用肥皂水冲洗，再用5%小苏打溶液进行湿敷，以中和酸

性毒汁，减轻疼痛。伤口处不能涂碘酒等刺激性药物，

若伤口有组织坏死糜烂，则不宜用湿敷的办法。如果疼

痛难忍，也可用鲜马齿苋或大青叶、鱼腥草、蒲公英捣烂

外敷，有消炎止痛作用。

第三，应急处理之后，患者应尽早到医疗机构接受

诊治。

□记者 程轶华

本报讯 29 日下午，市慈善总会副会长

俞福才带领教育局、佳信税务师事务所等一

行人前往民主小学进行佳信慈善爱心基金

“播种希望”“六一”慰问。

在民主小学就读的受助生小睿的哥哥接

过助学款和“六一”礼物时感激地说：“谢谢慈

善总会和爱心企业对我们家这几年的帮助和

关爱。我会教导弟弟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小睿父亲是双飞公司职工，2015年脑溢

血，无自理能力，母亲病逝，家里唯一的经济

来源就仅靠哥哥的一份工资支撑整个家庭，

由于哥哥要照顾不能自理的父亲，小睿只能

住在亲戚家由其照顾。

慰问人员随后还走访了在雅湖小学就

读的小天同学。

慈善总会领导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进一

步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让更多的人了

解、支持、参与慈善事业，帮助贫困儿童和弱

势群体。

市慈善总会“佳信慈善爱心基金”由浙

江佳信税务师事务所 2010 年定向慈善总会

捐款设立，基金从 2015 年开始设立“播种希

望”慈善项目，受助学龄前儿童每人每年

1600元，小学生每人每年2000元，初中生每

人每年 2600 元，除受助对象中途家庭经济

情况好转或本人辍学，将一直资助到初中毕

业为止。今年24位同学受助，合计资助总额

5.7 万元。2015 年至今，该项目累计资助少

年儿童98人次，共计21.5万元。

佳信慈善基金
开展“六一”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