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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晚报记者
何小兵） 秋季复学复课以
后，宜兴市有53名卫生专
职人员进驻学校，他们是由
宜兴市卫健委派出的，目前
工作安排就绪，分别在各个
学校的医务室开展工作。
日前，据宜兴市卫健委疾控
科科长周帅介绍，在宜兴，
这些被称为“校医”的专职
人员由两部分人员构成，对
寄宿制及学生数在600人
以上且目前尚未配备卫生
专职人员的学校，由宜兴市
卫生健康委派出卫生专职
人员进驻学校；已具备卫生
专职人员的学校，或虽不具
备但学生数在600人以下
的学校，以专任老师兼保健
老师方式，由学校自配。

据了解，学校配备校医
工作由宜兴市教育行政部
门牵头，宜兴市卫健委、宜
兴市财政局等部门各司其
职。在今年秋季复学之初，
宜兴市制定出台了《宜兴市
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工作人

员配备实施意见（试行）》，
明确了分类配备、医校共
建、资源共享、政府购买服
务的“校医”配备思路，将社
会医疗机构的服务向校园
延伸，以期切实保障学校师
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其中明确，宜兴市财政
局负责经费保障、结算等工
作，宜兴市财政定额补助标
准，暂按每学年4.72万元的
人头标准补助到校医。

根据宜兴市出台的相
关制度安排，派驻的校医应
符合中专及以上医学院校
毕业，且从事医护工作2年
以上，具备卫生专业执业资
格证书等条件，而学校自配
则需符合具有教师资格的
在职教师，经学校选派并参
加相应培训，且取得合格证
后，才能担任保健老师。宜
兴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制定
派驻校医管理及考核办
法，指派卫生专业人员进
驻学校，加强对学校卫生
站的业务指导等；各医疗

卫生机构负责加强对派驻
校医的监督、管理，根据学
校的反馈意见进行考核。
一旦共建学校出现传染病
疫情暴发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时，及时组织技术力
量参与处置。

目前，宜兴的校医配备
惠及城乡学校，他们将从
个人卫生、群体防疫、环境
防疫等角度，给所在学校
师生实际有用的指导，牢
固建设学校的防控体系。
宜兴市教育局对校医工作
作出要求，校医应该是一
座学校的“标配”，是学生
在校园安全健康的第一层
救治保护防线。学生在学
校发生大小紧急疾病，譬
如体温异常、呕吐等，第一
时间先送往校医处，寻求
最快的应急救治处理，为
下一步的救治争取最宝贵
的时间。与此同时，校医可
以作为学校安全教育的补
充，可以承担相应的中小学
生安全健康培训。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使社区人手
紧缺。在发布志愿者招募令
后，老赵第一时间就报了
名。社区考虑到老赵已年逾
古稀，将他编入了志愿者后
勤保障组。每天一大早，老
赵就来到“老匠人”便民服务
岗烹煮姜茶，分早晚两次给
社区工作人员、门岗保安、志
愿者和物业保洁等人员送去
姜茶抵御寒冷。两个月风雨
无阻，从不间断。

“那时，每天一来就看到
老赵拎着热水瓶送来的一杯
杯暖暖的姜汤，心里真的很
感动。”志愿者许美仙一边对
老赵竖起了大拇指一边说
道。这种关键时刻老赵没有

选择呆在家里，而是在身后
为大家支持着。

“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歇
着反倒歇出病来，不如出来
为大家做点什么。”老赵说，

“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之
前家里一直都是我买菜，那
段时间我去社区帮忙烹煮姜
茶，我老伴就自己去买菜，让
我不用操心家里。”

一杯杯暖暖的姜茶，喝
在嘴里暖在心里，凝聚起众
志成城的强大能量。（卢雯）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便民服务岗上的“老匠人”

校医成宜兴中小学校“标配”
专职人员享受政府购买服务

党员、老匠人、好邻居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住在
新吴区旺庄街道尚泽社区、
腰间常常挂着小工具包的

“老赵”。作为一名有着36
年党龄的老党员，老赵退休
后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服务，
一直坚守在便民服务岗，用
自己的手艺发挥余热。

大家口中的“老赵”，全

名赵岳仁，今年75岁，是尚
泽社区党总支的党员，也是
一名“老匠人”。老赵退休前
是无锡国棉一厂做保全保养
的机械工、厂里的技术骨干，
对修伞、磨刀、水电维修等等
样样精通，社区副书记杨显
君对他赞不绝口：“他有这个
特长，也有这份热情，每次服
务都是他最忙！”

匠人手艺便民服务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小
时候就喜欢钻研修各种东
西。拖拉机坏了，自己能修
的话就帮着修一修；在乡下
劳动割草后，镰刀钝了，就自
己磨一磨。自己的伞坏了，
就拆出来研究一下，试着修
好它……”老赵津津乐道地
介绍起自己的“钻研历史”。

每周三上午，都是“老匠
人”便民服务岗的志愿者服
务日。抽屉里、桌面上堆满
了榔头、扳手、锯子等各种工
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周
三是固定服务日，不是周三
就打电话联系。很多居民都
把我的手机号存好了，有什
么问题都会打我电话。我反
正就近在这里，没事就会过
来看看。如果发现什么东西
坏了就去修。”

疫情期间，老赵主动提
出了“无接触式”服务，请社
区在微信平台上开通预约，
让有需要的居民将物品寄存
在物业前台。这些在现代化
城市里已难得一见却相当实
用的服务项目，受到了居民
朋友的广泛称赞并迅速在周
围传播开来。找老赵修理的
居民越来越多，连周边社区
如红旗、春雷等地的居民也
慕名而来，老赵也成了大家
眼中“最可爱的手艺人”。

“从小，父亲就经常跟我
说，损人的事情不能做，能帮
尽量帮。村上有什么要修的，
父亲他能帮的，都会尽量去帮
忙。从小父亲就是我的榜
样。”在老赵的带动下，社区里
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党员也积
极加入了志愿者服务队伍。

暖心姜汤默默守护

本报讯 一天秒赚2500
元，还能同时收获爱情，江阴
农村的吴芳芳（化名）就遇上
了骗子，损失近百万元。

不久前，吴芳芳通过婚
恋网结识了网名叫“爱我没
差”的男子李某。网聊几天
后，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并
互加了联系方式。8月，李
某声称其亲戚在澳门太阳
城工作，他有内部消息称投
注可以稳赚钱，并让吴芳芳
帮忙操作，此时的吴芳芳被

爱情冲昏了头脑，随即点开
了平台。

男子称，身为工作人员
的他是不能投注的，所以让
吴芳芳用他的账号帮他投
注赚钱。于是吴芳芳按照
李某的指示，帮李某投注3
万元，一天就赚了2500元。

套路来了，先赚后赔血
本无归，如此几天，吴芳芳
看着李某每天如此轻松赚
钱，心动不已。8月9日，吴
芳芳选择先小投2万元试

试水，没想到当晚就盈利
1000元。在尝到高额回报
的甜头后，逐渐加大了投注
金额和投注次数。仅仅几
天，她就投资了8笔钱，共
计123.7万元。沉浸在赚快
钱喜悦当中的吴芳芳，一心
想把投注平台账号里本金
和盈利一并提现出来。却
偏偏就在提现时账号被冻
结了，吴芳芳意识到被骗，
于是报警求助。目前，案件
在进一步侦查中。 （宋超）

投注可以稳赚钱？女子被骗近百万

本报讯 几天前，在惠
山区钱桥街道上班的章芬
芳收到一份微信红包和一
段暖心的话。红包由青海
省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隆
国村的小伙石永贤发出，他
今年青海大学毕业后考上
了国家电网青海分公司。
这是他拿到工资后发出的
第一个红包。章芬芳婉言
谢绝了这个红包，并在回信
中勉励石永贤踏实工作，继
续通过劳动改变自己的命
运，改善家庭的生活。

石永贤家是当地村低
保兜底户，他父亲罹患胃
癌，全家陷入了贫困。去年
6月，在青海大学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读大三的

他，搭上了通往惠山的“关
爱·圆梦”工程爱心列车，来
到了惠山区爱心企业无锡
联创薄板有限公司。年前
的寒假，石永贤再次来到无
锡参加“关爱·圆梦”工程。
因疫情企业停产，在章芬芳
的关心和介绍下，他转岗到
了街道档案室，做资料输入
工作，期间章芬芳对他关怀
备至，嘘寒问暖，直到4月
15日，他才踏上返回青海的
列车。石永贤说，他在无锡
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无
微不至地关爱，企业师傅一
丝不苟地教导，这些都让他
铭心刻骨，难以忘怀。这一
段经历让他深深感悟到了
人间大爱。

据惠山区工会工作人
员徐先生介绍，“关爱·圆
梦”工程是无锡市惠山区总
工会在2014年发起的一个
创新帮扶项目，其发挥工会
组织优势，引导发动全区爱
心企业在寒假、暑假期间为
职工家庭特别是困难职工
家庭16周岁以上的学生提
供勤工助学岗位，让学生在
接受劳动教育的同时获得
劳动报酬，增加家庭收入。
2018年开始，无锡“关爱·
圆梦”工程融入到东西部精
准扶贫协作中，与青海省有
关地区的工会携手，先后组
织百余名当地建档立卡的
困难职工子女来惠山区爱
心企业勤工俭学。 (黄振)

一份特殊微信红包
引出无锡“大爱”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