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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是发生低温烫伤的主
要季节，相比于其他的烫伤，低温
烫伤损伤的组织层次深，皮肤的
损伤状况在初期表现得比实际情
况轻，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
总是造成耽误就医的情况，甚至
可能出现误诊，使得伤口迁延不
愈，最终感染形成溃疡。

低温烫伤，是指因为取暖
设备虽然基础温度不高，但皮
肤长时间接触高于体温的低热
物体也会造成烫伤，接触 70℃
的温度持续一分钟，皮肤可能
就会被烫伤；而当皮肤接触近
60℃ 的 温 度 持 续 五 分 钟 以 上
时，也有可能造成烫伤，这种烫
伤就叫做“低温烫伤”。

冬天，很多人为了御寒，使
用暖宝宝、热水袋、小太阳、电
热毯等取暖用品，但保暖的同
时，一定要注意正确使用这些
设备，避免造成“低温烫伤”：

一、使用电热毯取暖时，尽
量在晚上入睡前关掉电源；

二、热水袋、电热袋的温度不
宜过高，温度太高的话，应该用毛
巾、布袋裹起来，减缓导热速度；

三、使用取暖贴时，不要直
接贴在皮肤上，且时间不宜过
长，最好每隔一段时间揭下来
换部位再贴；

四、使用家用取暖器时，不
宜靠太近，应以感觉到温暖的
距离为宜，而且一定要避免对
着吹，要经常变换取暖位置，不
然很容易局部烫伤。

这些人群要注意了，他们
特别容易中招：

老年人、脉管炎、中风后遗
症：因局部皮肤感觉功能减退
或障碍，对热刺激的敏感性低，
容易出现低温烫伤；

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不敏
感，一旦发生低温烫伤，导致皮

肤破溃，且容易并发感染，伤口
难以愈合；

幼儿表达能力欠缺，如监
护人照看不周，很容易烫伤；

醉酒及极度疲劳人群因意
识不清，也易发生低温烫伤；

如果发生烫伤怎么办：
一、用冷水对创伤面进行

淋洗、冷敷或用包裹冰块的毛
巾等冷敷；持续时间最好 20 分
钟以上，直至创面不感疼痛或
疼 痛显著减轻为止；

二、如果局部有水疱形成或
者表皮破溃，应及时到医院就
诊。切忌自行涂抹有颜色的药
物，如红汞、紫药水等，以免影
响医生对创面深度的判断。

很多人都不懂，冬天真的要防“低温烫伤”

（接上期）王憕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
遂昌知县，“下车伊始”首问学校，得知县城
仅东学尚算完整，南北两学缺少资费名存
实废，即会同教谕训导采取措施，查核废寺
荒田四十五亩余，拨给南北两学补充办学
经费。后又组织人力物力修筑城北溪岸堤
防；开渠引官陂堰水入城，既可防火，又能
灌溉城东百亩良田（今县实验小学操场至
第三中学、影剧院一带）。在县城南溪北溪
交汇处下首建“东关桥”，以利百姓通行。
三年后，县民深感王令治县政通人和百废
具举，在妙高山为其构建生祠，恳请百龄训
导王世芳撰写《王邑令生祠碑记》，勒石纪
念。王训导又亲作《题东关桥》诗赞曰：

远溪双汇注城东，横锁长桥似卧虹。
坦砌斜坡舒水性，亹开五洞任波通。

奠安无恙桃花雨，巩固何愁飓毋风。
此是吾家贤令德，碑留岸畔纪丰功。

王知县、王训导更关心的一件大事是
遂昌的文教事业。其时本县文风不振，读
书人久未考上进士举人。为鼓舞文风，欲
开文运，并为学子们提供更好的读书场所，
王知县亲自踏勘，选定县城妙高山，择地建
设文昌阁一座，阁前浚池广二三亩，池上为
奎星楼，楼下迴廊屈曲相通。楼外有亭，自
下而上分別

为“引亭”“听泉”“朝晖”“望远”。山下
“立坊为表”。王知县作《文昌阁记》和《奎
星楼记》，又延请进士、翰林院编修章恺“主
文昌山讲席”，一时文人雅士齐集，仅收入

乾隆《遂昌县志》、以文昌山及其亭台楼阁
为题的诗篇就有二三十首之多。此情此景
自然乐坏了寿星王训导，欣然而作《文昌山
记》曰：“徐步于茂林松柏间……逍遥于尘
俗之上，留连于烟霞变幻之境，酌酒吟诗，
与我同游者群呼‘文昌山’。妙隐于文，高
寓乎昌。”

（三）香山九老
王世芳两任遂昌期间，最最轰动的事

迹当然是“九年三谒乾隆帝”。这要从乾隆
皇帝举办“香山九老会”说起。

“ 九 老 会 ”，最 早 是 唐 武 宗 会 昌 五 年
（845）著名诗人白居易宴请胡杲、吉玫、郑
据、刘贞、卢贞、张浑、李元爽、禅僧如满八
位七十岁以上老人，以诗文酒会的形式，使
老人们听歌、观舞、喝酒、吟诗，还请画工为
老 人 们 画 像 ，彰 显 了 诗 人 尊 老 敬 老 的 情
怀。白居易的举动对后世影响很大，历朝
都有仿效。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皇帝引唐
宋“九老会”典故，邀请七十岁以上文、武、
致仕（退休）三班各九人在北京香山静宜园
举办“香山九老会”，庆祝崇庆皇太后七旬
大寿。这一年王世芳赴京引见，并“留京恭
祝皇太后万寿”，究其原因就是乾隆帝及满
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上有万年天子，下有百
岁小臣，洵旷世盛典也。”王训导就成为官
职最小、年龄最大的一位“钦定香山九老”。

乾隆皇帝曾经六次“下江南”巡视。其
中第四次南巡发生在乙酉三十年春，召王

世芳赴杭州觐见，时年一百七岁。待遇是
“奏对免跪，恩赐‘黉席期颐’匾额，恭悬外
翰”。黉，指学校。“黉席期颐”即“百余岁的
学校教授”。而“外翰”，似指老寿星的办公
地遂昌训导署或其家乡临海县岭根村的故
居。说明这块乾隆御书匾额曾经悬挂在其
中一处。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遵照自
己“十年一举盛会”谕旨，再邀三班九老为
皇太后举办八旬万寿庆典。据光绪《遂昌
县志》：“庚寅（1770）秋，诣阙恭祝万寿”。
提示王世芳头年秋天即奉召赴京准备参与
这次盛典。传说其进京时，第三子侍侯，问
其长子，曰：“不幸夭亡。”问夭亡之年，答
曰：“八十五岁。”在万寿庆典中，乾隆皇帝
赐其《百有十二岁老人诗》，并加国子监司
业衔，旨意“在籍食俸”。籍，指其原籍台
州。“在籍食俸”似可理解为寿星训导此时
才奉旨“离职回家休养”。

王世芳官职虽小，难得福寿双全，深
受皇帝和皇太后恩宠。用他自己的话，叫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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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官员越加敬重。钱塘陈星斋太
常赠诗云：

华皓何来云水头，宠加新秩返扁舟，酒
钱未卜凭谁与，壶药翻叨为我投，

薄官梦惊山北檄，散仙行逐海东鸥，独
留佳话传台阁，曾与耆英大父游。

又有浙江学政钱维城赠诗：
我爱王广文，古貌过百龄。苍松成劲

骨，野鹤为性情。
考满朝上都，矍铄群公惊。归来守青

毡，肌体日益轻。
时时据鞍马，欲作长楸行。膝下尽皓

首，堂前色如婴。
却笑济南老，年少称传经。

（四）昌山永驻
遂昌，明代县令汤显祖称为“仙县”。

县城之东有“平昌山”，城西北有王知县和
王训导命名的“文昌山”。自乾隆二十年

（1755）虚 年 龄 97 岁 ，至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1770）112 岁，王世芳任遂昌县儒学训导
时间约有十五年之久。仙县的山山水水
留下多少寿星足迹，仙县人民与寿星训导
结 下 了 深 情 厚 爱 。 他 的 学 生 多 朱 姓 、王
姓，学生们时常看望先生，恭请寿星先生
为家谱写序题词。即使先生“在籍食俸”，
寿高一百十五六岁时，仍有遂昌望族派人
登门探望并求字。乾隆时期遂昌诗人王
梦篆《赠天台王丈芝圃重来司训》曰：“百
年灵气毓天台，老住人间食芋魁。不沐汉
皇频顾问，无人知是岁星回。”又有现代诗
人邝和赞誉王世芳：“训导遂昌过百龄，苍
松劲骨鹤精神。九年三谒乾隆帝，黉席期
颐第一人。”

遂昌人民尊敬王世芳，寿星训导是昌
山的无上荣耀。祝愿寿星文脉永驻昌山。

寿星训导王世芳

雄岳何崇，连绵三县；群峦何伟，九鼎云峰。

历井扪参 1，星行纵列；登高望远，雁字横征。

抱璞藏金 2，山清水秀；施云布雨，岁稔 3年丰。

世事承平，频传爽籁 4；前途晦暗，高举明灯。

社稷危亡，锤镰共运；民生困顿，铁血同盟。

地下绸缪，茅棚聚义；雄心侠胆，警世有声。

信仰所崇，科学马列；三年 5奔走，民主抗争。

救助农工，诚心相见；惩罚乡霸，狭路相逢。

约定 6揭竿，鼎足响应；千军暴动，三县烟烽。

遗恨中途，雄谋挫败；英雄末路，壮烈牺牲。

血注成河，地为焦土；殃及寺庙 7，祸至禅僧。

九秩光阴，初心不忘；深情怀念，革命友朋。

所幸中华，江山稳固；和平发展，众志成城。

谨备斯文，孔昭 8烈士；兼其菲酌，供以尝烝 9。

尚飨 10。

————————————————

注释：

1 历井扪参：形容山势高峻，可以手摸“井”“参”两颗星辰，语出李白

《蜀道难》。

2抱璞藏金：特指牛头山金矿。

3稔：农作物丰收。

4爽籁：天籁，自然界的声音。

5 三年：牛头山红色革命活动时间为 1927 年 10 月至于 1930 年 9 月，

历时三周年。

6 约定：1930 年 9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决定遂昌红军游击队、

宣平红军西营、松阳农军千余人于 13 日会师于牛头山天堂村，实施暴

动，以打通与江西红军的联系。

7 殃及寺庙：1930 年 9 月，牛头山红色革命活动在国民党当局镇压

下，虽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灭，驻地天师殿被敌人付之一

炬。

8孔昭：意为显著、彰明，即祭祀者向烈士表明来意。

9尝烝：祭祀之意。

10 尚飨：“尚”即“上”，为祭祀者对被祭祀者的尊称；“飨”即享受、享

用。“尚飨”即“敬请……享受供品”，属于祭文结尾的惯用格式。

牛头山秋祭（中华通韵）
□楼晓峰

悠悠五十载，漫漫悬壶路。15 岁行医，从“赤脚医

生”到乡村医生，从药品单一匮乏到日渐丰富……今年

65 岁的退休乡村医生章社南行医五十载，时刻谨记着医

者初心，不负白衣荣光，退休后仍然倾尽所能只为守护

村民健康。

1971 年，年仅 15 岁的章社南来到妙高街道黄庄村洋

条自然村卫生室，开始了从医生涯。在那个贫困落后的

年代，医疗设备简陋，缺医少药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当

时也还没有出现乡村医生的说法，人们习惯称呼章社南

的职业为“赤脚医生”。章社南的治疗对象大多是没钱

去大医院治疗或是出门不便的村民，对待他们，章社南

兢兢业业、饱含热情，无论白天深夜，抑或是酷暑寒冬，

只要有村民生病需要问诊，章社南便拿起药箱，匆匆赶

到病人家中，为其诊治。

1986 年 9 月 27 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章

社南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自那

时起，他就以党员和医生双重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全身

心为民服务。在黄庄村洋条自然村工作的 26 年间，章社

南始终以己之心对待他人，凭妙手找病因治伤痛，用双

脚丈量卫生室至病患人家之间的距离。

1997 年，章社南在妙高街道上江村卫生室任职，并

在 2010 年担负起该村的公共卫生工作。该项工作任务

繁重，需要组织该村一千多人口按时体检并建立健康管

理档案，各项指标任务还需不断更新。为更好地开展这

项工作，章社南努力学习新知识新理论，并在其他医生

遇到不解时耐心地给予指导和帮助，掌握信息系统的能

力一点儿不比年轻人差。同时，章社南还定期上门帮助

村内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高龄、低保、残疾等人群测

血压、测血糖、做健康咨询和心理辅导。随着时间流逝，

长期的工作经历，让章社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

一些疾病的治疗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妙高中心卫

生院在组织村民体检时，因所属医务人员不足，还时常

邀请他帮忙。章社南总是第一时间答应，坚持患者至

上，坚持看诊到最后一位患者。

在章社南看诊过的患者中，妙高街道黄庄村洋条自

然村八十多岁老人章保和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位。章保

和年轻时双腿被树木压断，导致残疾并患有高血压等多

种疾病，行动不便。作为他的帮扶党员，章社南在了解

具体情况后，多次上门为其测量血压、健康体检并仔细

询问生活情况，力所能及地帮助他解决一些生活困难。

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章社南也会及时汇报给党支

部，凝聚其他党员干部的力量一起为章保和排忧解难。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病毒入侵人们的生活，防控疫

情刻不容缓。早在 2017 年退休的章社南虽两鬓斑白，仍

积极投身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在这特殊时期，章社南

把村内疫情防控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或是坚守在村内疫

情卡点处、切断疫情外来输入的渠道，或是忙碌穿梭于

各家各户宣传防疫知识、随访外出返乡人员。“现在抗击

疫情是头等大事，我作为一名党员，有责任和义务帮助

乡亲们了解病毒、防御病毒。”

近日，章医生正忙于参与冬春季日常疫情防控工

作，每日定时为居家隔离户测量体温、监测健康状况。

无论在多么紧急的时刻，章医生始终不忘党员和医生的

责任与使命，为每一位村民服务，守护他们的健康。

见习记者 谢璐瑶

不忘医者初心，恪守党员使命
——记退休乡村医生章社南

章建辉章建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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