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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积极应对，重视流感
预防

面对可能的新冠肺炎疫情
及流感叠加感染风险，老年人
要 做 好 自 己 健 康 的 第 一 责 任
人，重视流感防控，主动学习关
于流感预防的相关知识，注意
获取由权威机构发布的防病信
息，增强对虚假和错误信息的
辨识能力。

二是识别流感症状，早诊
早治

流感不同于普通感冒。流
感一般表现为急性起病、发热，
伴畏寒、寒战、头痛、肌肉和关
节酸痛、极度乏力、食欲减退等
全身症状。轻症流感常与普通
感冒表现相似，但其发热和全
身症状更明显。重症病例可出
现病毒性肺炎、继发细菌性肺
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以及

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心血
管和神经系统等肺外表现及多
种并发症。老年人一旦发现流
感症状，应及时就医，及早诊断
和抗病毒治疗，避免延误治疗
时机。

三是做好防护，发挥“社会
疫苗”作用

采取良好的日常防护措施
可以有效减少流感的感染和传
播，包括：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
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
巾、毛巾或上臂等遮住口鼻；勤
洗手，尽量避免触摸眼睛、鼻或
口；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
休息、保证充足和规律的睡眠；
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等。采取
必要的防护和隔离措施。

流感流行季节，避免近距
离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尽量
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出现流

感样症状后，患者应注意休息，
并采取必要的自我隔离措施；
提倡“口罩文明”，流感样症状
患 者 接 触 家 庭 成 员 时 需 戴 口
罩，去公共场所或去医院就诊
时，患者及陪护人员都要戴口
罩，避免交叉感染。

四是积极治疗慢性基础
病，降低慢病急性加重风险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患流感
后发生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
更高。需遵医嘱，积极治疗和
控制慢性基础性疾病。要学会
评估自己的病情，发生变化时
及时就医，准确描述病情，不乱
投医，不讳疾忌医。

老年人如何预防流感

12 月 21 日 上 午 ，被 征 收 户 丁 长 池 来 到

城 市 更 新 南 街 区 块 三 片 区 指 挥 部 ，给 征 收

组 的 工 作 人 员 送 上 了 锦 旗 ，表 达 对 工 作 人

员的谢意。

今年 90 岁高龄的丁长池是位离休老干

部，1973 年退伍后在县中医院工作多年，并

在中医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城市更新工

作启动以来，他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持征

收工作。

随着征收工作的逐步开展，考虑到丁长

池年事已高、居住的养老院离城区较远，征收

干部主动前往上江养老院，对丁长池和其他

居住在养老院的被征收户就征收补偿方案、

评 估 报 告 、签 约 有 关 事 宜 等 进 行 了 详 细 讲

解。“工作人员来了好几次，很耐心地告诉我

房屋补偿的政策，我感觉到了政府对我们的

关心和重视，我和养老院别的被征收户都很

满意的。”提起工作人员细致耐心的讲解，丁

长池连连竖起大拇指。签约工作开始当天他

就配合工作人员，顺利完成了签约工作。丁

长池告诉记者，他觉得城市更新工作是有益

于遂昌发展的大好事。对遂昌未来的发展，

他也充满信心。

记者了解到，本次房屋征收签约期限为

2020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 月 8 日，作为签

约奖励，在 12 月 24 日前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

议的，按被征收户每户给予 5000 元奖励。12

月 25 日至 12 月 27 日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

的，按照被征收户每户给予 3000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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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 90 岁离休老干部

送锦旗为城市更新点赞

你听说过 140 岁的“长寿王”吗？你知
道 110 多岁还在教书的“教育局副局长”
吗？你可知这件旷世奇闻曾经发生在我们
的家乡遂昌？

（一）寿星史料
清乾隆年间，朝廷任命王世芳为遂昌

县儒学训导。王世芳，字徽德，号南亭，台
州临海县岭根村人。他就是 110 多岁还在
遂昌教书的“百龄训导”，《临海县志》记载
的 140 岁中国“长寿王”。在遂昌的地方文
献中，仍可以查到一批有关王世芳年龄和
任职期间事迹的最权威史料：

1.清乾隆《遂昌县志》
乾隆辛巳二十六年，四川汉州（今广汉

市）王憕任遂昌知县。甲申二十九年秋，王
知县主持重修县志，乙酉三十年（1765）冬
完成。其卷首《遂昌县志纂修姓氏》记载：
分修，遂昌县儒学教谕加三级詹能成、遂昌
县儒学训导加三级王世芳，以及本县贡生
王之伦、华明楼、俞天珍、徐培。指明王世
芳是这部县志的主要纂修人员之一，并担
任相当于“副主编”的职责。而“训导”一
职，是县衙的文职官员，协助知县和教谕掌
管一县教育教化事务，多数会亲自在儒学
课堂讲课，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副局长”
吧。在乾隆县志中，涉及王训导本人的文
字（文章）还有以下七处：

（1）卷之五《官师志·职官·训导》：王世
芳，临海岁贡，二十年任。乾隆二十六年

（1761）一百三岁，奉文引见留京，恭祝皇太
后七旬万寿，钦赐六品顶带。赏赍有加。

（2）卷之五《官师志·职官·名宦》：王世
芳，字徽德，号南亭，台州人。由岁贡授邑
训。年逾期颐，精神矍铄，教学不倦。乾隆
辛巳，引见钦赐六品顶带回任。乙酉春，圣
驾南巡，奏对免跪。时年一百七岁，恩赐

“黉席期颐”匾额，恭悬外翰。复蒙皇太后
召问，赏龙缎朝珠，命侍臣送归。盖上有万
年天子，下有百岁小臣，洵旷世盛典也。

（3）卷之三《建置志·义学》：“乾隆二十
五年，教谕沈德荣、训导王世芳添建大门一
间、屋三间，即今之东学焉”。《建置志·儒
学·尹起莘祠》：“二十七年，知县王憕、训导
王世芳创建后楹”。

（4）卷之九《艺文志·碑记》录知县王憕
《东义学记》。其中曰：“乾隆二十五年，教
谕沈德荣、训导王世芳复广其庐，大其闳，
延师以主教事”。

（5）《艺文志·碑记》录王世芳《文昌山
记》，叙知县王憕在县城妙高山之巔建造文
昌 阁 和 魁 星 楼 ，奉 祀 文 昌 帝 君 ，“ 欲 开 文
运”，并将妙高山改名为文昌山一事。

（6）《艺文志·碑记》又录王世芳《王邑
令生祠碑记》，记录王憕莅任三年以来，施
行德政，政通人和，百废具举，县民于文昌
山为其建造“生祠”之事。

（7）卷十一《艺文志》录王世芳诗一首
《题东关桥》。

2.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遂昌县志·
职官·训导》：“王世芳”条目，三百十余字。

3.1996 年版《遂昌县志·人物》录王世
芳简介。

4.遂昌民间宗谱
（1）妙高镇《月山王氏宗谱》卷二十二

载《重修月山宗谱序》。文曰：“予任遂俸
满，遵各宪蔫举，引见奏对，移时龙颜大喜，
超升五级，留京恭祝皇太后万寿。后领赏
回任……至壬午（1762）孟夏到学，王氏诸
生来贺，告以今载在邑大宗祠修谱，请为
序”。文末署：钦赐承德郎储赠奉直大夫，
管遂昌县训导兼教谕事，七勤天颜五聆圣
训，诰封祖父母父母两世，温问孙曾元来六

代，特旨入选恭献诗册，叠赏上用袍缎荷
包，朝会耆英左席，霞城芝圃老臣王世芳徽
德氏顿首拜撰。

（2）三仁乡排前村《平昌王氏宗谱》卷
首载《重修王氏宗谱序》，文末署：乾隆癸未

（1763）年王候腊月钦赐六品外翰林授遂昌
训导事天台颐五老人王世芳拜撰。

（3）湖山乡奕山村《朱氏宗谱》卷四载
《奕 山 朱 氏 族 谱 序》，文 末 署 ：乾 隆 乙 酉
（1765）年重阳之吉遂昌县儒学训导王世芳
撰并书。又有《介宾新斋公像赞》，署：天台
百七叟王世芳拜题。

（4）新路湾镇《焦川周氏宗谱》卷首《应
烈公像赞》，署：钦定香山九老国子监司业
天台一百十五岁王世芳撰。

（5）妙高镇渡船头村二都街自然村《航
头郑氏宗谱》，曾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重
修，录《宋进士师尹公像赞》，署：天台王世
芳拜撰。

5.遂昌个人著述
（1）王梦篆（1738～1820），清乾隆嘉庆

时期遂昌杰出诗人，著《窥园诗钞》五卷。
其中有一首《赠天台王丈芝圃重来司训》。

（2）邝和，遂昌现代诗人，1993 年编印
诗 集《遂 昌 历 史 人 物 百 咏》有 一 首《王 世
芳》。

（3）项兆丰，退休教师，2007年编印《遂
昌历史·人物·其他》一书，其中一篇《福寿
双全的王世芳》。

（4）车震亚，原松阳县政协主席，退休
后 从 事 写 作 ，2008 年 主 编《遂 昌 人 物》一
书，其中一篇《百岁为官王世芳》。

（5）周品华，1996 版《遂昌县志》副主
编，2009年主编《古今名流与遂昌》一书，其
中一篇《王世芳百岁高龄编纂遂昌县志》。

（6）王正明，《遂昌县志 1991～2010》主

编，2012 年编印《遂昌三录》一书，收录上
述五部民间宗谱。并记载：清《皇朝文献通
考》卷七十六录朝廷给王世芳加恩赏赐谕
旨；《御制诗集》三集卷九十二录《赐百有十
二岁老人王世芳》。

（二）文昌山
从“寿星史料”中得知，王世芳初任遂

昌 县 儒 学 训 导 的 时 间 为 乾 隆 二 十 年
（1755），虚年龄 97 岁。前五年的政绩鲜有
文字记录，只知他“年逾期颐，精神矍铄，教
学不倦”。期颐，一百岁也。百龄训导，精
神状态非常好，面对莘莘学子，诵读吟哦，
乐在其中。二十五年，他协助教谕沈德荣
为县城东义学添建大门一间、屋三间，“广
其庐，大其闳，延师以主教事”。二十七年，
协 助 知 县 王 憕 创 建 县 儒 学 尹 起 莘 祠“ 后
楹”。尹起莘，别号尧庵，大柘人，宋末元初
遂昌著名学者，著《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五
十 九 卷 ，后 人 在 儒 学 旁 边 建 专 祠 祭 祀 纪
念。王训导协助官长，扩建东义学和尹祠，
一方面可以改善县学的办学条件，另一面
也含有鼓励学生学习前贤之意。

其实，就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训
导 103 岁，已“任遂俸满”（任期届满），原本
应退休回家。据说得到了台州人氏、时任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齐召南的举荐，幸运
地获得一次“引见奏对”的机会。“引见”，是
清朝皇帝对中下级官员亲自考察的制度。
光绪《遂昌县志》记载，王训导入京时“一孙
随侍，已六十余岁”。而这次“引见”的结果
是“龙颜大喜，超升五级，留京恭祝皇太后
万寿”，“后领赏回任”～于壬午（1762）孟夏
第二次来到遂昌，职务是“管遂昌县训导兼
教谕事”，年龄 104 岁。在第二任期内，王
世芳遇到了能干的新知县王憕。

（未完待续）

寿星训导王世芳

“八一”建军节时，想起我的老
战友杨水信烈士，又心痛又敬佩！

杨水信，男，1954 年出生，松阳
县阳溪乡源内村人。我俩 1972 年
12 月一起参军成为炮兵第十四团
的士兵。数年后，俩人都提干了，
我在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水信任
团机关中灶司务长、转任后勤处营
房股助理员。

1984 年 6 月 22 日，团司令部的
李参谋等同志突然奉命调往炮兵
第十六团支援该部参战，团首长派
杨 水 信 送 参 战 干 部 到 十 六 团 报
到。完成任务刚返回江苏江阴营
房，又因十六团后勤处营房股缺
人，上级命令杨水信立即出发，去
追赶正在开赴云南前线途中的参
战部队。原炮十四团副团长、升任
炮九师副师长的孙胜本老首长说：

“水信同志是个优秀军人，一切以
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是义无反顾
地一个人直奔老山前线，追上大部
队参战的。

战况激烈，带病坚持。1984 年
7 月 12 日，越军向我云南老山前线
发动了师一级规模的反扑，我边防
部队坚决给予回击，双方激烈交
战。而炮十六团经铁路输送到昆
明，又摩托化行军到麻栗坡县老山
战区，没有经过一天的临战训练和
熟悉勘察地形等准备，一营二营即
于 11 日 18 时开始占领阵地，立即
执 行 对 越 反 击 ，赶 上 了“7·12 大
战。”此时，后勤处营房股要负责
全团官兵宿营用的帐篷、雨布、床
板等物资供应，采集用于加固指挥
所、观察所、猫耳洞的钢板钢材、木
材、麻袋等材料，保障供给。但当
时战区情况复杂，越军特工活动猖
獗，我军后勤物资运输都在夜间摸
黑进行。有一次，运输车刚过桥，
桥就被炸毁。再一次，指挥部得到
消息，后勤驻地已被敌方侦察，立

马通知转移，结果刚一转移，原驻
地就被炸了。生活上吃的是压缩
饼干加点水，紧张、劳累，使杨水信
积劳成疾，经常流鼻血，鼻涕和痰
液里有血丝，但他只当鼻炎发作、
用点“滴鼻净”药水就继续工作。
水信同志在老山前线坚持战斗一
年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荣
立了个人三等功。

1985 年 7 月底，杨水信奉命撤
离老山前线，返回炮十四团后勤
处。当时他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但
仍坚持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因病情
不断恶化，才去南京军区总医院诊
冶，很快确诊为鼻咽癌晚期，经数月
治疗仍难以挽回。弥留之际，趁团
长，政委，医生，护士和妻子等亲人
都在病床前，他艰难而郑重地说了
三点遗愿：一是感谢党和部队对自
己十几年的培养。二是自己已不能
再为党和部队工作，愿把遗体献给
祖国的医学事业，供医学研究之用，
使后人不受或少受病痛折磨。三是

家属不得向部队提任何要求。
水信同志的临终遗言，充分体

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高
贵精神，在场所有人无不为之感
动、落泪惋惜。1986 年 12 月 10 日，
水信辞世，年仅 32岁。

当时，国内自愿奉献遗体的事
例非常非常少见，而且没有任何经
济补偿。他的哥哥不大理解遗体
捐献的意义，不愿这样做。其妻杨
仙女深明大义，含泪做通了他哥等
亲属的思想工作，在相关手续上面
签了字，实现了水信要为国家作出
最后一点贡献的遗愿。

后来，炮十四团经师部、集团
军逐级上报，最终杨水信同志被总
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政部向其亲属颁发了革
命烈士证书。

杨水信烈士永垂不朽！

为祖国献身
□ 华贞隆

双峰夕照双峰夕照

章建辉章建辉 摄摄

编者按：城市更新，点亮未来。当下，遂昌 2020 年城市更新房屋征收签约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这场事关遂昌百姓福祉的大事件，涌现出了不少老年人助力城

市更新的典型案例，他们或是第一时间带头签约，或是充当政策“宣讲员”，或是为房屋征收工作出谋划策……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助力，遂昌 2020 年城市更新房屋征收签

约工作开展顺利，截至目前已完成签约 1248 户，签约率达 94.05%。

“一开始我确实不愿意搬，刚在这

里安顿下来不久，怎么又要搬家。”今

年城市更新征收工作启动后，88 岁的

离休老干部江峰又一次面临了选择。

原来，两年半前，三溪口区块城市

更新工作启动后，江峰一家搬到了现

居的北街十一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

在老两口的打理下干净整洁，很是温

馨。并且几年前，老伴不慎摔伤，行动

不便，搬家对老两口来说，确实是费时

费力的一件难事。

得知江峰一家的情况后，片区征

收组的工作人员经常上门看望，除了

讲解征收相关政策，更是主动询问二

老存在的困难，积极给出解决方案。

“上一次我是带头搬迁的，我想了想，

这次我也不能掉队。”签约工作开始当

天，他配合工作人员顺利完成了签约工

作，并于近日完成了搬家的准备工作。

1978 年，在杭州工作的江峰放弃了

留在省城的机会，来到遂昌助力基层文化

建设，先后在文化馆、林业局、县政府、广播

电视台等单位工作，在遂昌一呆就是四

十多年。对于祖居河南的江峰来说，遂

昌俨然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如今，耄耋之年的江峰身体硬

朗，耳聪目明。闲暇之余他保留着读书的好习惯，

也十分关心时事政治。“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

句话江峰常常挂在嘴边，在他看来，城市更新

是时代的趋势，更是政府干的一件实事。“遂

昌这几年发展很好的，我也坐车去过古院那

边，现在真的大变样了。”提起遂昌近几年

的发展变化，江峰看在眼里，对于遂昌未

来的发展，他也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搬家是有些麻烦，但是为了遂昌

城市的发展，我愿意配合政府的工

作。”四十多年时光匆匆流去，时光

会让容颜老去，但无法抹去江峰

对 第 二 故 乡 的 热 爱 ，他 也 期 待

着，在这片土地上能够见证更

好的未来。

本版记者 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