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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曾永红 西藏山南报道

近日，西藏山南市贡嘎县，42岁的巴桑卓嘎在贡
嘎县中心医院生下家里的第二个宝宝，母女平安。记
者从她的弟弟桑珠处了解到，巴桑卓嘎已经回到家
中，县中心医院安排了村医定期回访，有任何情况可
以及时报告医院进行处理。

住院的几天时间里，巴桑卓嘎每天还能领到50元
的生活补贴。这一系列的变化，与湖南省第十批援藏
工作队的创新工作息息相关。

本报常德讯 日前，湖南文理学院食堂里，10多
名毕业生和食堂阿姨一起用粽叶编织出特别的毕业
季记忆。

在这场端午活动中，来自天南海北的毕业生一起
包粽子，开启了一堂“粽子地理课”。杭州细沙甜粽的
绵密、云南火腿咸粽的醇厚、四川花椒鲜肉粽的热烈、
广西灰水凉粽的清香、山东红枣粽的豪迈、江西板栗
肉粽的扎实……不同地方的粽子各有特色。

“原来粽叶也有脾气！”机械学院的刘同学笑着展
示自己的“三棱锥”作品，“和室友试了三次才包出山
东红枣粽的模样，这可比做实验难多了！”

活动中，食堂阿姨们手把手传授“三秒成粽”绝技。
折叶、填料、捆扎，每个细节都暗藏智慧。“粽身要扎得松
紧适中，就像同窗之情，太紧会束缚，太松易散落。”

当一只只包裹着心意的粽子逐渐成形，它们被
同学们精心摆放成两个醒目的大字——“毕业”。这
份别致的献礼，饱含着学生们对同窗情谊的珍视和
对母校深深的眷恋。

教育科学学院的唐同学表示：“亲手包粽子，如
同打包我们四年的青春记忆。和来自不同地方的同
学一起，把不同风味的粽子摆成‘毕业’二字，这本身
就是一种最深情的告别仪式。”

活动中，师生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刚出锅的粽
子，分享着校园生活的点滴回忆。低年级学弟学妹
们纷纷献上祝福，希望学长学姐们今后平安顺遂；老
师们也借此机会，鼓励毕业生们在新的征程上勇敢
前行。 通讯员李慧怡 曹依婷 记者李楠

失散65年，民警助他们团圆
本报综合“太感谢你们了！65 年，我

们一家能找回哥哥，全靠你们……”老人
孙爹爹的妹妹紧紧握住民警的手，难掩
激动之情。近日，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博士工作室”成功帮助一名老人寻亲
团圆。

1960年，当时年仅 7岁的孙爹爹与 3岁
的妹妹在河北邯郸失散，后来被不同的家
庭收养。时光荏苒，如今已步入暮年的他，
对亲人愈发牵挂。多年来，孙爹爹仅凭“毛
主席故乡”的零星记忆，在家人的陪伴下毅
然踏上寻亲之路，却始终无果。

“警察同志，我和妹妹找了大哥很久，
实在没有办法了，希望你们能帮帮忙……”
今年 3月，两位神情焦虑、面露疲惫的老人
来到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求助，希望警
方能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哥哥。原来，这
对兄妹姓孙，来自浏阳。此次前来求助，只
为寻找失联已久的大哥。

面对时间久远、线索模糊的困境，刑侦
支队“博士工作室”从海量数据中精准锁定
关键信息。通过查证，终于在长沙发现一
户人家的情况与两位老人的记忆高度吻
合，并顺藤摸瓜找到了他们依然健在的亲
哥哥。

“哥，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我们有多
想你吗……”重逢时刻，孙氏三兄妹相拥而
泣，岁月在他们的鬓角染霜，却抹不去记忆
深处的亲情密码。

“感谢警察同志帮我们实现‘团圆梦’！”
孙氏三兄妹的话语中满是感激。

村民被困深山，警民救援成功
本报综合 日前，郴州汝城县公安局暖

水派出所南洞警务室接到高月村村民求
助。该村民称，她丈夫陈某上午上山务农
后一直未归。

民辅警马上赶往现场，与家属及村干
部开展搜寻。当晚下着大雨，搜救工作未
能取得进展。

次日一早，暖水派出所再次组织警力
增援现场，并联系乡政府、消防和医务人员
协助救援。三十余人的救援队伍冒着大雨
进入深山，边走边呼喊陈某的名字。终于，
当日 11时许，救援人员在相邻山场中听到
了陈某的回应声。

大家循声找去，发现了半山腰处的陈
某。此时陈某意识还清醒，但受了伤，满头
是血地躺在草堆中，面色苍白，十分虚弱。

暖水派出所民辅警对他进行紧急医疗
处置，护送他下山，并往医院治疗。

经了解，陈某上山除草，错走到旁边山
场，下雨路滑不慎摔倒，受伤后无力回家。
陈某对搜救人员表示十分感谢。目前，经
救治，他已无大碍。

上山失联6天，大妈奇迹生还
本报综合 5 月 27 日，浙江温州，一

名 58 岁的湖南大妈在山上失联，家属和
多支救援队上山搜寻多日无果。6 月 1
日，温州市黑马救援队和老兵救援队以
及当地派出所共出动 70 余人，终于在大
妈失联 6 天后将其找到，所幸她生命体
征平稳。

家属介绍，大妈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他
们发现大妈失踪后和多支救援队上山搜
寻，但连续搜寻多日都无果。

6月 1日上午 8时，温州市黑马救援队
接鹿城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指令后，立即
组织 40余人，出动 8辆救援车，携带两台大
型无人机等救援装备，联合老兵救援队、仰
义派出所，共出动 70余人上山展开紧急搜
救行动。

黑马救援队队长朱金文介绍，到达现
场后，黑马救援队和老兵救援队混编成8支
小分队，在仰义派出所统一指挥下，沿着山
进行地毯式搜寻。“失联的地方地形非常复
杂，野草高达 1米多。”朱金文称，连日来的
强降雨，使得山上泥泞湿滑，也给搜救增加
了很大的难度。

经过救援队员两个多小时的不懈努
力，终于在一处非常隐蔽的丛林里成功搜
救到了大妈，此处离大妈失联的地点有四
五百米。令人惊喜的是，大妈尚有生命体
征。队员们立即用担架将其转移至山下，
120救护车接走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目前
大妈生命体征平稳。

他们给高原孕产妇发放补贴
湖南援藏队协助打造西藏首家高原产儿协同中心

本报长沙讯 2025年高考临近，湖南各高考考点对联
再度受到关注。

6 月 2 日，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挂出高考考点对
联：各倾陆海，轻过万山。

这副对联由麓山国际老师钟武伟撰联，由王建湘书
写。据钟武伟介绍，这副高考对联通过中小学语文课本
的跨时空对话，重现大唐王勃的少年才情和李白的浪漫
气质，构建起“考场即景”与“人生远眺”的双重维度，点明
高考既是知识检验，更是人生重要节点的深刻寓意。

上联借用高中课文《滕王阁序》中“各倾陆海”的文人
雅集场景，盛赞高考学子在考场挥毫泼墨，才情横溢。下
联重现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李白诗歌意象“轻舟已过万重
山”，这既是对学子们十余年求学路的深情回望，亦是对
他们高考、乃至未来人生之路的美好祝福。“陆海”本为文
学家陆机的外号，“陆”在古汉语中通“六”，与下联“万山”
的“万”巧妙形成借对。上下联中的“陆”与“山”连读与

“麓山”同音，呼应考点学校“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记者李楠

各倾陆海，轻过万山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挂出高考考点对联

从文学典故运用来看，对联巧妙化用经典。上
联“各倾陆海”源自王勃《滕王阁序》中“请洒潘江，各
倾陆海云尔”，将考场比作文人雅集的滕王阁，赋予
高考以文化雅韵，生动展现出学子们在考场上尽情
挥洒才情、展现学识的风采，仿佛能看到他们奋笔疾
书、文思泉涌的模样。

下联“轻过万山”化用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
诗意，既回溯了学子们十余年寒窗苦读、跨越重重知
识高山的艰辛求学路，又以“轻过”二字传递出对他
们顺利通过高考，未来人生之路顺遂无阻的美好祝
愿，让紧张的高考增添了一份浪漫与豁达。

——豆包

对于这副高考对联，人工智能大模型也给出了点评。
上联“各倾陆海”，直引高中课文《滕王阁序》的文

人雅集盛况，正是今日考场学子才思泉涌的生动写
照。昔日文人墨客高朋满座，各展文才如倾泻浩瀚陆
海；今日莘莘学子挥毫泼墨，亦是在方寸试卷上尽显腹
中丘壑。此联将历史场景与当下情境相叠，考场便不
止于知识的检验场，更成了才情挥洒的壮阔舞台。

下联“轻过万山”，则如李白诗句在耳边轻吟，将十
载寒窗与高考一役，凝练为“轻舟”过万山的潇洒姿
态。这烙印在童年记忆里的诗句，在此刻被赋予全新
而贴切的解读：此处之“轻”，非指分量之轻，而是寓含
了从容气度与积厚而发的从容自信。 ——Deepseek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挂出的高考考点对联。图/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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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粽叶
包出特别的毕业记忆

湖南文理学院食堂里，10多名毕业生和食堂阿
姨一起用粽叶编织出特别的毕业季记忆。

图/湖南文理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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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上有了待产中心、孕妇学校

贡嘎县人民政府二级调研员、县中心医院党委书
记巴桑旺堆告诉记者，县中心医院这几年来的巨大变
化，与湖南省援藏工作队的支持和付出息息相关。

湖南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自2022年7月进藏以
来，针对高原孕产妇死亡率高的情况，在贡嘎县中心医
院进行工作创新，将产妇和新生儿的医疗、护理和教育
等服务有机结合，打造了西藏首家高原产儿协同中心，
为母婴健康提供全方位保障，实现孕产妇零死亡率，孕
产妇建册率＞95%，孕产妇产检率保持在 99%以上。
2024年妇儿就诊患者人数已是2023年的两倍。

湖南援藏工作队投入援藏资金 310 万元，打造
建筑面积约 400 平方米的特色高原产科，具备开
展分娩镇痛技术和自由体位分娩等能力。特别是
针对高原产妇居家待产普遍的现象，在贡嘎县中
心医院设置了独具一格的待产中心、孕妇学校，提
前为母婴健康保驾护航。同时，投入援藏资金 200
万元，建成山南市首家县区级医院现代化儿童特
色专科病房（含新生儿病室），购置 5 台儿童和新
生儿监护仪、3 台新生儿辐射治疗台、2 台新生儿
温箱、1 台新生儿蓝光箱、1 台无创呼吸机等儿科
治疗设备。

更重要的是，依托县中心医院为全县孕产妇及
婴幼儿建立了台账，优化了服务。在摸清县域内孕
产妇和 0—5岁婴幼儿信息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孕产
妇和婴幼儿服务保健流程，构建闭环式一体化的高
原产儿医疗保健体系。针对孕产妇提供从怀孕开始
至产后42天的全程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孕产期卫生
指导、系统保健等多个方面，形成婚前、孕前、孕期、
产前、产时、产后全程服务链，以确保母婴健康，提高
人口出生质量。

其中，对预产期 15日内的孕妇，还区分不同海
拔高度，提前 5 至 7 天免费安排救护车接至待产中
心，提供免费住宿及餐食补贴。针对 0—5岁婴幼儿
进行系统管理，定期开展新生儿访视、疾病筛查、疫
苗接种等保健服务和生长发育监测、健康教育，以及
儿童常见疾病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与预防。

来自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的易钦君是湖南援藏工
作队医生，他告诉记者，贡嘎县多个乡镇的居民来县
城，距离都超过 2个小时的车程。以前有一些孕产
妇，在来医院的途中就已经生产了，如果遇上高寒天
气，情况十分危险。建立上述制度后，逐步培养了孕
产妇提前来医院待产的意识和习惯。

每人每天可领到50元补贴

巴桑卓嘎的家位于贡嘎县东拉乡芝龙村，海
拔超过4500米，属于高寒地区。

5月 18日，在家里休养的巴桑卓嘎感觉自己
快要生了，她拨打了贡嘎县中心医院的电话，报
告了这一情况。接到电话后，贡嘎县中心医院立
马派出救护车，将巴桑卓嘎接到医院。当天，巴
桑卓嘎顺利产下一名女婴。经过五天的调养，巴
桑卓嘎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了家中。

5月 21日，记者在贡嘎县中心医院见到了巴
桑卓嘎，以及正在陪护她的弟弟桑珠。桑珠告诉
记者，姐姐今年 42岁，第一个孩子是在山南市人
民医院出生的。现在县中心医院的条件好了，二
胎就选择在县中心医院生产。“县医院、镇卫生院
都提前十多天给我姐姐打了电话，要姐姐早点来
医院，每天还有50元的住院补贴。”

5月21日，山南市贡嘎县中心医院，巴桑卓嘎生下二胎，弟弟过来看望她。图/记者曾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