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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日，市妇
幼保健院妇产科许成成副主任
医师作为浙江省第九批援藏专
业技术人才，圆满完成医疗援
藏任务，载誉凯旋！2020年
12月，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组
织部 《关于做好第九批援藏
和第四批援青专业技术人才
轮换工作的通知》，许成成积
极主动报名，经过层层选拔，
2021年 2月正式成为了 26名
第九批援藏专业技术人才中的
一员。

这一年多来，他扎根高
原，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
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
的精神和行动，为边疆人民的
健康保驾护航。2021年 3月 8
日，到西藏比如的第二天，还

没正式上班的许成成就紧急
救治了一名危重孕产妇。因
为胎儿偏大导致产妇难产，必
须剖腹产终止妊娠。在其他
援藏医生的协助下，还未来得
及适应当地环境气候的许成成
戴着氧气管为产妇进行了全麻
手术。

几天后，另一名 39岁的
藏族高龄产妇在分娩中发生先
兆子宫破裂，产后大出血达
3500毫升，多亏汉藏同胞接
力献血、援藏医护的奋力抢
救，让产妇转危为安。

类似的经历在援藏过程中
不胜枚举。许成成不仅要忍受
身体的不适，还要努力克服当
地较差的医疗环境，尽心尽力
承担着救死扶伤的使命。经过
一年多的努力，比如县妇产科
住院量上升到了852人次，大
小手术 80余台，其中一半以

上的危急重症抢救手术由许成
成主持，保障了比如县孕产妇
零死亡 （2020 年那曲孕产妇
死亡人数为87/10万人）。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使
命，而我们的援藏医生就是为
了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带给藏族
同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
队伍，让更多的藏族同胞享受
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许医生
这样想也这样做着。在担负诊
疗职责的同时，被任命为比如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的许成成，
还积极参与医院管理，推动相
关科室建设，提升医院管理水
平，在县医院开展5项新技术
新项目，组建宫颈癌筛查实验
室，完成了比如县首次两癌筛
查工作。

在援派大后方医院的支持
下，多次开展了甬如两地医疗
互动。2021年 12月 1日，在

许成成的牵头下，一场跨越
4000多公里的远程手术教学
直播在市妇保院展开。市妇保
院妇科主任张碧云、副主任卢
蓉分别为西藏比如县人民医院
40余名医护人员演示了腹腔
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和宫腔镜下
子宫内膜息肉摘除术。同时，
许成成还通过手把手带教，培
养了当地2位妇产科同事，目
前已经可以独立进行危急症手
术。

工作之余，结合专长。许
成成所在的宁波援藏团队开展
19 次宁波援藏“天路医行”
送医送药服务，走遍了比如县
10个乡镇。2021年 3月 19日
比如县发生有记录以来最大
一次 6.1级地震，许成成和其
他的援藏同事第一时间前往
灾区抗震救灾、义诊送药，获
得地震中心夏曲镇广大藏族同

胞的一致好评。他们还行车6小
时到比如县最偏远的村镇进行义
诊，让那些一辈子没走出村庄的
牧民，也享受到现代化医疗服
务。

援藏期间，许成成获得了
“2021 年 比 如 县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2021 年 度 援 藏 考 核 优
秀”“浙江省援藏期满考核优
秀”“比如县援藏好医生”“比如
县卫生事业突出贡献奖”“第九
批优秀援藏干部人才 （比 如
县）”“第九批优秀援藏干部人
才（那曲市）”等荣誉称号。

“援藏是一种缘分，更是一
种责任，是一次历练，更是人生
的财富，受益终生。”许成成摩
挲着胸前的哈达表示，尽管这次
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但援藏不会
结束，自己会与比如的同事保持
联系，继续为藏区医疗事业贡献
力量。

援藏医生许成成载誉而归

本报讯 在中国共产党建
党101周年前夕，庵东镇宏兴
村收到了老党员许裕香的一份
特殊献礼：共计 1500 万字，
持续摘抄了 51 年的党史资
料。村里特别在文化礼堂为这
些摘抄册设置了一个单独的陈
列室，号召党员青年来此参观
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许裕香出生于 1936 年，
早年务农，后来在村镇企业上
班。于 1980年入党，是一位
有着 42年党龄的老党员。只
有小学文化的他，对知识有着
不懈的追求。从 1972 年开
始，不论寒冬腊月抑或盛夏酷
暑，他总能心无旁骛地摘记不
辍。51年弹指一挥间，从不
惑中年到如今耄耋老人，不变
的是对党史文化坚持不懈地摘
录研究，变化的是愈发浓厚的
红色情感。

7月 1日上午，记者随宏
兴村村干部一起前往许老家拜
访。天气炎热，简陋的书房
内，家具只有一个落地风扇和
一对桌椅，许老端坐桌前，给
已经完成抄写的稿件分类，以
便装订成册。书桌旁是一个超
市常见的铁货架，一排排装着
剪报的快递袋。从快递袋上粘
贴的各色纸条来看，这些剪报
主要以历史、文化为主，分为
数十个类别。

许裕香年幼时家境贫困，
但一直颇为好学，在家人的支
持下于 13岁读完了小学。长
期的阅读摘抄中，一本四角字
典成了他多年来释疑解惑的好
帮手，早已被翻得十分破旧。
与当今号称知识爆炸的网络时
代相比，上世纪 70年代的农
村接触报纸的机会不多，许老
也是到村镇企业工作后，才有
了大量阅读的机会。《人民日
报》《参考消息》《新民晚报》
《中国剪报》等等……在许老

的笔记本上，一共记录了107种
报刊。

同行的村书记陈信国介绍，
许家家境一直较为困难。年轻
时，许裕香上有老下有小，一家
人靠他微薄的工资生活。常年订
购报刊、购买书籍，自然受到爱
人反对。为此，他不得不利用业
余时间到小厂兼职。这两年老两
口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需要长
期服药。6月初，陈信国来看望
老许，发现他连圆珠笔都买不
起，还在用以前的墨水钢笔抄
写。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许裕
香一直保持着摘录报刊的习惯，
平均一天抄写两三千字，多则五
六千字。水滴石穿，集腋成裘。
51 年来，许裕香一共摘抄了
1500多万字，装订成册后有215
本。其中，历史事件类 86 本，
人物事迹类 75本，其他史料类
54本，分门别类记录着新中国
的峥嵘岁月和红色印记。

常年阅读及摘录报刊，养成
了许老谦逊有礼的气质，平时和
亲友邻里来往颇多。只是近几年
因为年事已高、腿脚不便，许老
才变得深居简出，很少下楼。在

“七一”前夕，他向上门慰问的
村干部提出，把整理了大半生的
党史文化资料捐赠给村文化礼
堂。他告诉记者，一来这些是他
多 年 辛 勤 笔 耕 留 下 的 成 果 ，

“走”之前希望能有个好“归
宿”；二来也希望告知现在的年
轻人，没有革命前辈抛头颅、洒
热血，就没有现在幸福安定的生
活。

陈信国说，大家得知这一情
况后都为之感动。村里在文化礼
堂安排了一间 20平方米左右的
陈列室，把许老摘抄的党史资料
分门别类摆放到书柜上，并倡议
广大党员青年来学习。另外，考
虑到许老没有使用手机和电脑的
习惯，村里打算安排志愿者帮助
陈老把剩下的大量剪报进行扫
描、复印，以彻底完成许老的心
愿。

持续摘抄51年 装订笔记215册

老党员1500万字党史资料
捐赠村文化礼堂

6月29日，记者从市公
安局通报的“6.6”特大涉
黑灰产引流诈骗案中了解
到，市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
和近一年的不懈追踪，赴
18 个省 48 个地级市收网，
成功打掉一个为境外诈骗集
团推广引流的特大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171名，目前
查证涉案资金高达 1200余
万元。

黑灰产业端倪初露
刑侦大队刚性回应

去年 7月，家住新浦镇
的黎某在招聘兼职的短视频
下留言应聘，随后便有人打
电话教她刷单兼职，考虑到
该兼职时间比较自由，收入
也不错，黎某便加入了一个
微信群，但在交纳1万多元
保证金后却发现保证金无法

提取，赶紧报警。
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
作。在对涉案信息进行梳理时
发现，该案中存在一个通过拨
号软件拨打电话，专业为境外
电信诈骗集团提供“推广引
流”服务的犯罪团伙。针对这
一线索，民警在继续对电信
诈骗团伙进行侦查的同时，
对该非法“推广引流”团伙进
行侦查，市公安局高度重视，
成立专案组合成作战，誓破此
案。

经分析梳理和大量缜密侦
查，市刑侦大队锁定引流团伙
所在位置后迅速出击，于去年
11月前往河北省、河南省一
举抓获 46名犯罪嫌疑人，今
年2月又赴河北省抓获19名犯
罪嫌疑人。

循线深挖精准研判
“一人一档”锁定罪犯

65 名嫌疑人到案后，通

过审讯，结合扩线侦查，发现
上述嫌疑人隶属于由境外犯罪
分子组织的引流诈骗犯罪团
伙，另发现该团伙现存100余
人仍在从事引流诈骗的违法犯
罪活动。该团伙 10到 20人为
一个小组，组长接受境外诈骗
团伙的任务，通过QQ群向各
自组员发布任务，按照境外诈
骗分子提供的拨号软件和

“引流话术”，通过拨打电话
的方式以“做任务”赚取佣
金、刷单等不同的名义，引导
受害人关注微信公众号或加入
QQ群，再由诈骗分子完成诈
骗行为。团伙每人每天拨打的
电话量高达上百次，组员除
每天200元的基本工资外，每
成功“引导”一名受害人入
群，还可获得 40元左右的佣
金。

“‘引流’犯罪团伙是最
先接触到受害人的，虽然不会
实施具体的诈骗，但如果没有
他们提供‘前端服务’，诈骗
集团就不能精准地实施诈骗，

作为诈骗犯罪的一个重要环
节，我们警方一定严厉打击这
个黑灰产业链。”办案民警冯
姚伟介绍，为了将该黑灰产业
链彻底打掉，净化网络空间，
市刑侦大队继续深挖扩线。由
于犯罪团伙的网上身份都是虚
拟身份，转账也多以虚拟币为
主，给案件带来了更多的难
度。办案民警在一点一滴的蛛
丝马迹中顺线跟踪，从海量数
据中一次次反复地抽丝剥茧，
理清思路，连续作战几个月，
给每个犯罪嫌疑人做到“一人
一档”。

百名警力跨省鏖战
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随着调查的持续深入，该

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运行机
制及人员情况清晰地展现在民
警面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
且办公地点分散，为一网打
尽，市刑侦大队多次进行案件
会商，制订了严密的抓捕方

案。6月12日，专案组开展统
一收网行动，188名警力分组
前往福建、河北、云南、黑龙
江、陕西等全国 18个省、48
个地级市抓捕，至6月17日集
中抓捕犯罪嫌疑人106名，缴
获作案电话183个、境内外手
机卡 200 余张、电脑 135 台，
同时在涉案电脑中发现大量用
于推广引流的QQ群和引流话
术文件。

参战人员连续3天昼夜兼
程，来回奔袭3万余公里，战
胜了一系列不可预控的风险和
挑战，收网行动取得了圆满成
功，经初步核实，该团伙为多
个境外犯罪集团提供帮助，目
前查证涉及全国刷单诈骗案件
多达300余起，涉案资金1200
余万元。

目前，65 名犯罪嫌疑人
已移诉至慈溪市检察院，100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另有6名犯罪嫌
疑人已接受惩戒教育，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涉案资金流1200余万元！171人归案！

慈溪警方摧毁特大诈骗引流团伙

本报讯 “诈骗分子黑
良心，花言巧语迷惑人，专
门针对老年人，侬勿要轻易
来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
蒙蒙细雨湿衣襟……”6月
29日，古塘街道团圈社区

第一网格的反诈宣传不停歇。
这回是以三人“反诈快板”形
式，开展了一次接地气的反诈
宣传。

一大早，网格员王腾达携
手片区两位“达人”，在天九
街教研宿舍空地摆开架式大方
亮相。开场时，金锣、小鼓和
快板这三种乐器伴奏，再配上

“石骨铁硬”的慈溪方言，他
们用通俗易懂的方言把反诈要
点口诀讲出来，让在场观看的
居民频频点头。“我经常看到
小王骑着自行车下片区，还真
没想到他还这么多才多艺，这
种表演我年纪大的人都能听得
明白。”93岁高龄的厉阿姨说。

这次合作是怎么促成的？

听闻年近 85岁的方言达人胡
大兴自编了反诈快板，网格员
王腾达就相邀他为反诈课堂

“授课”，胡大兴的搭档、同样
是社区文艺能人的周国贤也自
告奋勇加入。三人于是利用闲
暇时间排练了这个快板，让反
诈宣传更加“声入人心”。

为切实守好老年人的“钱

袋子”，团圈社区第一网格的
网格员们煞费苦心。除了挨家
挨户进行反诈宣传，帮助有智
能手机的老人注册反诈APP，
向他们介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
等，还开设了“反诈课堂”。
第一期的气球涂鸦深受老年朋
友的喜欢，此次“方言版快
板”又涨一波“新粉”。

快板方言神组合 老人入耳又入心

团圈社区这场反诈宣传交关接地气

本报讯 这几天，龙山小
学雁门校区禁毒宣传氛围浓
厚，校园内布置了许多有关禁
毒宣传的横幅、绘画、黑板
报、宣传册、禁毒雨伞等，学
生们一有空便在操场上、教室
里细细品味着禁毒宣传作品。
在第 35 个国际禁毒日前夕，
龙山镇禁毒办携手龙山派出所
走进龙山小学雁门校区，开展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大手
拉小手，童心绘禁毒”禁毒板
报创建评比活动，吸引了众多
学生参与。

活动当天，禁毒办工作人
员来到操场，将禁毒仿真样品
一一展示给学生看，并手持禁
毒宣传册对学生们进行禁毒知
识宣传。一旁的学生们认真地
看着宣传册和宣传展板，对仿
真毒品的样子产生了好奇，纷
纷凑近细细观察，直言“不能
碰毒品，它太危险了”。随
后，学生们认真观看了宣传窗
上学生们创作的禁毒宣传海
报，对毒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毒品就像一个恶魔，一
旦沾上对身心健康会产生不可
逆的危害”“不沾一口毒，生

活 永 幸 福 ， 一 定 要 远 离 毒
品”……在评比环节，各个年级
段的“小小禁毒宣传员”走进教
室，向禁毒工作人员、民警展示
同学们制作好的禁毒黑板报、
禁毒宣传角，用他们稚嫩的语
言讲述了毒品的危害，呼吁学生
要增强知毒识毒能力，也要带动
家人共同学习禁毒知识，远离毒
品。

这次禁毒宣传进学校活动，
得到了各年级段学生们的踊跃报
名参与。二甲班学生李佳怡说，
他们努力完成了禁毒黑板报的设
计和宣传角的布置，获得了民警
叔叔阿姨们的好评，觉得很自
豪，还学到了很多禁毒知识，今
后要把这些知识分享给身边的每
一个人。

“本次活动以‘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为宣传理念，旨在充
分调动学生对禁毒知识学习的主
动性，学生们亲手制作禁毒板
报、绘画作品、教室宣传角，各
具特色，有毒品知识、虎门销
烟、青少年如何拒毒防毒等，这
些禁毒作品着实让人眼前一
亮。”龙山镇禁毒办工作人员表
示，这是一次很好的创新实践活
动，今后将不断创新校园禁毒宣
传模式，着力提升校园禁毒安全
意识，营造无毒校园。

雁门学子
争做“小小禁毒宣传员”

近年来，五花八门的诈骗
套路，让人防不胜防，老年人
更是深受其害。为增强老年人
的防范意识，6月28日，逍林
镇“老年反诈宣讲团”在该镇
网红点“十礼花海”向前来赏
花的老年人群体进行反诈宣
传，防止上当受骗。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
烨江 通讯员 王炎明

“花式普法”应对“花样套路”

■全媒体记者 杨昀
通讯员 冯罗鑫 施菊尔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胡杰谊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通讯员 王韵婷迦 王青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周杰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应佳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