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住桂花香里的乡愁
市民为“记忆之树”寻新家

本报讯（融媒记者 颜元滔） 5 月
14 日，记者接到陈女士的电话求助。
她说，位于老长城区块的厂里有两棵
超过 20 年树龄的金桂树，由于工厂现
在要拆迁，这两棵树没有地方可以移
植。如果一砍了之的话，怪可惜的，想
给他们找个安置处。

陈女士记得，这两棵树是她读初
中时，家人种的。每年秋天开花后，整
个场地都洋溢着桂花香，地上铺满金
黄色的桂花。那是青春中美好的回
忆，而像她家这样的大树，整个区块内
并不少。大家交流中都希望它们能在
新地方延续生命和美好。所以，大家
都想咨询一下，是不是有相关部门会
统一移植栽种。

记者了解到，自老长城区块改造
工作启动以来，根据指挥部的统一部

署，由产投集团会同开发区管委会等
单位开展区域内树木移植等工作。产
投集团园投建设公司副经理孙淼俍介
绍，目前已对公共区域内 200 余株价
值较高的海棠、樟树等景观树木进行
迁移，通过全市统筹移植到合适的公
园、绿化带，而其他区域内私人种植的
树木则可以自行处置。

那么，对于像陈女士家这样的树
木，能否统一移植呢？

记者了解到，由于树木移植费用
较高，对于散落在各家各户的“记忆之
树”，将由市园林管理处进行科学评
估，对树形较好、确有较高价值的珍贵
树木将进行保留，统一移种至公共区
域绿化，并告知原户主移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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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施俊涛） 近日，

市民应先生拎着一只鸟，来到江南派出

所值班大厅，急切地对值班民警说：“我

捡到了一只受伤的野鸟。”

值班民警见状，找来一个纸箱，将

鸟安置其中。民警了解到，应先生是江

南街道双锦村村民。当天，他在自家田

里劳作，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只鸟蜷缩

着，不停地扑腾着翅膀，却无法飞起。

应先生观察了一段时间，基本断定这只

鸟身上有伤。这时，他想起前段时间民

警到村里宣传的野生动物保护知识，赶

紧放下手中的农活，第一时间将鸟送到

派出所寻求帮助。

这只鸟背部呈灰黑色，腹部为白

色，长着尖尖的喙，眼睛呈红色。民警

通过图片搜索进行对比，初步认定这是

一只夜鹭。随后，民警立即与野生动植

物保护管理站取得联系，等待专业工作

人员前来接收。

经专业人员鉴定，确认这只鸟正是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夜鹭。检查发现，

这只夜鹭伤势较重，目前已移交给金华

市野生动物保护站对其进行专业救治。

警方提醒：关爱野生动物，就是保

护美好家园。如果大家在生活中发现

落单、受伤的野生动物，切勿自行处理，

不要随意投喂药品或擅自处理伤口，以

免对野生动物造成二次伤害，应及时联

系公安机关或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由专

业人员进行救助和放生。

近日，“阳台种菜”话题在社交平

台热度飙升，话题总浏览量近 10 亿。

5 月 13 日，记者走访发现，在永城，也

悄然掀起了阳台种植热潮，不少年轻

人化身“阳台花匠”“都市菜农”，在方

寸之地耕耘惬意生活。

家住南苑东路的市民王宇便是其

中一员。他家阳台宛如小型果蔬园，

有柠檬、番茄、黄瓜等。其中，柠檬的

品种就有十几种。谈及为何会在阳台

种菜，王宇笑着回忆道：“我小时候是

外婆带大的，外婆特别喜欢种菜，可能

是耳濡目染，我也爱上了这份田园之

乐。”

从第一株黄瓜苗开始，王宇一种

就是16年。这16年间，他也遇到过一

些难题。“刚开始经验不足，遇到虫害

问题不知道如何应对。”他分享道。为

了解决问题，他不仅在网上学习一些

种菜经验，也在书本上学习一些有关

农业方面的知识，最终摸索出以虫治

虫的方法，在阳台打造了一个“益虫栖

居所”，让益虫和害虫上演“自然对

决”。

俗话说：花菜共一园，幸福满家

园。家住西城街道岭张村的市民胡晓

红喜欢种花，把自家楼顶阳台打造成

了一片小花园。记者来到她的小花

园，五彩斑斓的花卉竞相绽放，角落里

玫红色的三角梅格外引人注目，绣球

花、矮牵牛、姬小菊等花卉错落有致，

好一派热闹景象。

“小时候就梦想有一个属于自己

的阳台花园，最开始是种多肉，多的时

候有三四百盆，但多肉很难度过夏天，

后来就慢慢改为种花了。现在最喜欢

的就是三角梅，已经养了 20 多株了。”

胡晓红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她的爱

花，还大方展示她给花扦插的成果。

然而，种好花也并非易事。“有时

候，精心照料的花不开，这时，我就会

想是不是因为土壤肥力不够，还是光

照不充足了。厨余垃圾对我们来说是

天然的肥料。土壤肥力不够时候，我

就用厨余垃圾补充养分。”胡晓红说。

阳台种植，虽然需要投入大量时

间和精力，但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无可替代。王宇和胡晓红都表示，在

阳台种菜种花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

分，每天下班回家都要上阳台欣赏一

番，这样一天的疲劳都会烟消云散。

一方小小的阳台，承载着对生活的热

爱，也让充满钢筋水泥的城市增添几

分田园的诗意。

融媒记者 陈可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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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融 媒 记 者 曹 润 鑫） 5

月 10 日，浙江省永康卫生学校（以下

简称“永康卫校”）举办了“提灯承薪

火 仁心护未来”国际护士节庆祝活

动暨第二十届校园文化节活动。当

天，该校还为 2023 级即将进入临床

实习岗位的护理专业学生举行了授

帽仪式。

活动现场，在全校师生的共同见

证下，十位护理前辈逐一为 2023 级护

生们佩戴上象征职业身份的燕尾帽。

戴上燕尾帽的学生们，手捧红烛，神情

肃穆，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仪式刚结束，学生李怡然便分享

道：“今天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尤

其是当护理前辈为我戴上这顶燕尾帽

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它的分量和力

量。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期望，努力

前行。”

近年来，永康卫校持续推进思政

引领与专业培养深度融合的育人模

式，为社会输送大批具有扎实理论基

础和实践能力的卫生专业人才，努力

满足社会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

永康卫校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我校将整体搬迁至新校区，招生

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我校将继续努

力为医疗战线输送更多眼中有光、手

中有术、心中有爱的新时代护理人

才。”

提灯承薪火 仁心护未来

永康卫校举行国际护士节活动

驴友坠崖被困
众人合力营救

本报讯（融媒记者 应栩漪 通讯

员 朱凤） 九泄潭地处永康、东阳交界，

因山上有九条瀑布和十八个滩头而得

名。这里沟壑纵横、瀑布成群，深受徒

步爱好者喜爱。

近日，胡先生夫妇与两位朋友前往

九泄潭徒步，中途胡先生与其他三人分

开前行。然而，临近终点时，三人却始

终未见胡先生踪影。因山区信号时断

时续，双方多次尝试联系未果。偶尔接

通电话时，胡先生仅模糊提及“受伤迷

路”便再次失联，心急如焚的家属无奈

报警求助。

当日 13 时公安接警后，公安、消防

等相关部门及千喜救援队队员迅速抵

达现场展开救援。救援人员兵分两路，

从山上、山下向中间区域包抄寻找。

通过胡先生的微信位置共享，救援

人员大致锁定了其位置。然而，由于山

区树林茂密，且前一夜刚下过雨，寻找

难度非常大。30 余名救援人员分头行

动，在不同位置反复呼喊。终于，在一

处山谷中，救援人员隐约听到微弱的回

声。循声发现，该位置崖壁陡峭，救援

人员借助绳索固定后缓缓下降近50米，

终于找到被困的胡先生。原来，胡先生

在走错岔路口后试图抄近路从密林折

返。不料，他一脚踩空坠落悬崖，所幸

危急时刻抓住树枝悬空自救，爬至一处

狭小的落脚点。但此处为悬崖，进退两

难。被困期间，他因手机信号较差无法

求救，只能忍痛挨饿，直至家属报警。

从接到报警到找到胡先生，历时四

个多小时。因长时间惊吓、缺水，胡先

生已疲惫不堪。救援人员将其扶至安

全位置并补充食物后，立即启动救援方

案：消防队员与千喜救援队队员上下联

动，通过救援绳索合力将其拉出深谷。

稍作休整后，众人护送胡先生原路返

回，抵达山脚时已是18时。

警民接力
救助受伤夜鹭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获救
方寸阳台变身都市田园

永城掀起“种菜养花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