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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钟芮报道 欢
乐盛夏，浙里有礼。当下浙江，正铺开无数精彩
纷呈暑期促消费活动的生动画卷，烟火气十足，
消费活力迸发。

记者昨日从省商务厅获悉，在一系列促销费
举措推动下，全省各地因地制宜，以一场场活动
点燃消费热情，让暑期消费越发红火。据统计，7
月，全省各地政企联动开展暑期促消费活动252
场，涵盖文旅、体育、餐饮、购物、夜经济等多个领
域。此外，预计8月、9月分别将有203场、113场
暑期促消费系列活动在浙江各地先后登场。

据悉，我省还专门绘制了月度“暑促地图”，
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开展系列推介，推动消费
市场运行稳进提质。

透过“暑促地图”，全省各地市于八九月份
举办的促消费活动相关信息一目了然。一方

面，广大消费者可以快速且精准地找到自己感
兴趣的活动；另一方面，该地图也能扩大暑期促
消费活动的影响力。

记者注意到，在这份“暑促地图”上，8~9
月，我省各个地市丰富的促消费活动层出不穷，
如“璀璨台州夜”之2022台州露营节暨幸福里
市集活动、“潮越夜”特色产品和美酒美食展、

“越消费越幸福”“柯爱有你”“消费在上虞”“西
施有礼”“月光满剡溪”“天姥暖心快乐游购”等
活动。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继续加
强暑期促消费活动宣传力度，做强暑期促消费
品牌。同时，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暑期促消
费工作，按照“管得住、放得开”的要求，指导各
地加强疫情防控，确保暑期促消费活动不断档、
促消费工作不松懈、消费市场无异动。

马跳头自然村老百姓出门就要爬山坡，
许多人还习惯去海边礁石上捡拾海螺等，因
此很多老年人的腿部、腰部都有毛病，有的连
走路都很困难。前不久，沈亚叶特意去邀请
舟山市广华医院的专家到马跳头来为老人开
展义诊服务。

这些，村里老人都记在心里。“没有沈亚
叶医师的帮忙，阿拉马跳头老百姓不可能请
到介好的医疗专家来义诊。”80岁的村民李
绍卓对沈亚叶充满感激。

“如果马跳头有老百姓要去大医院看病，
沈医师会第一时间帮他们联系好医院和医
生。有的老人家孤身一人，沈医师就陪着病
人一道去大医院看病，真的是不是亲人胜似
亲人啊。”大家纷纷说起沈医生的好。

按规定，沈亚叶有双休日，但为了守护马
跳头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她几乎很少休双休

日。“有时有病人要连续挂好几天的盐水或打
药水针，刚好遇到双休日时间，我就要赶到马
跳头，为病人挂盐水、打针。”沈亚叶说。

有好几次，因为轮渡航班没有了，但马跳
头有一些病人急需打针配药，她还租小舢板
赶到马跳头。这租船的费用当然都是她自掏
腰包的。“这个医疗站只有我一位全科执业医
师，既然我到这里当了一位责任医师，那不管
多苦多累也要服务好这里的每一位留守老
人。”沈亚叶说。

“我在马跳头这个地方生活了80多年，
从来没有看到过像沈亚叶介好的医师。恳求
政府千万不要把沈医师调走，我们岛上这么
多的留守老人都需要她。”采访时，沈美春老
人含着感动的泪水对笔者说，他们太感激沈
医生了，医师节，他们想对沈亚叶说声“谢
谢”。

在宁波，实践队员黄心怡第一天
没有找到工作，第二天，当她饥肠辘辘
地走进宁波甬味餐厅询问工作时，餐
馆的经营者听说了她的故事，立即为
她煮了一碗面，亲切地对她说：“孩子，
如果这些天你（找不到工作）还吃不上
饭，就每餐来我这吃吧。”

在理发店工作的队员吴欣妮分
享：“我起初笨手笨脚的，非常害怕做
不好工作，但店里的哥哥姐姐一直耐
心地教我洗发的每个步骤。一天，一
位叔叔还给我藿香正气水解暑，称
赞、鼓励我工作做得好。很幸运，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收到这么多小确
幸。”

爱是相互流动的，被许多善意包
围的实践队员们也想用心传递这份
爱。7月20日至22日，实践队员与宁
波甬爱E家联合开展“送清凉”活动，
为烈日炎炎下坚守岗位、服务市民的

户外工作者送上解暑物资和清凉饮
品。7月30日，实践队向温州红日亭
捐赠打工赚来的3000元，供社区居
民、户外工作者免费发放茶和解暑药
物。

“送清凉”过程中，实践队员李丹
妮深深感受到了劳动的艰辛与美丽：

“在我们为户外工作者送上物资时，有
的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一边喝水一
边便消失在人海中。在如此高温下工
作，希望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更
要注意安全和健康。”

7月30日下午，实践队前往温州
睦邻颐养中心慰问老人。队员们为老
人们表演舞狮、唱歌、朗诵、练操等，让
原本静谧的大厅顿时热闹起来，老人
们笑声连连。

实践队还用这15天工作所得购
买蛋糕，为老人们庆祝生日。

“你们能来，我特别高兴，这绝对

是我最难忘的生日。”活动结束后，一
位奶奶紧紧握着实践队员的手说道。

截至7月30日，实践队向宁波户
外工作者、温州天爱公益基金、温州红
日亭、温州睦邻颐养中心累计捐赠打
工赚来的2万元，在公益事业中描绘
属于他们的色彩。

“社会给我们温暖，我们要把温暖
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受益，”实践队队
长王骏豪表示，他们会把公益活动继
续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来自社会
大家庭的温情。

据悉，2009年至今，浙江师范大
学行知学院始终秉持着“成长比成功
更重要”的理念，组织大学生相继前往
宁波、温州、武汉、北京、上海等地，广
泛开展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先后体
验了200余种工作，并将实践所获报
酬捐出，以拳拳赤子之心，感悟青春，
认知社会，浇灌成长，奉献国家。

我省倾力打造暑期消费盛宴

“暑促地图”带你欢乐购

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医”心向党、踔厉奋进。今天，让
我们一起走近舟山一偏远小岛上的一位全科执业医师，以此致敬救死扶伤、守护
我们健康的每一位卫生与健康工作者。

编者按：

小岛全科执业
医师沈亚叶

挑战50元生活15天
“就业体验”

24名大学生挥洒青春汗水认知社会、感悟人生

沈亚叶（中）请来广华医院专家给马跳头守留老人看病。

她今年65岁，早到了
退休的年龄，但每天早晨6
点半，她就骑电瓶车从家中
出发，乘船过海，到舟山偏
远小岛悬山岛，再骑电瓶车
走上3公里左右的盘山公
路，来到马跳头自然村。

她是这里的全科执业
医师。她基本不给自己双
休日，8月19日“中国医师
节”也不例外。

她叫沈亚叶，“医”心向
党、踔厉奋进，是“浙江省万
名好党员”之一。

每人只有 50 元
启动资金，他们需要
竭尽所能在陌生城市
卖报、寻找日结工作
来赚取生活资金。

暑期，来自浙江
师范大学行知学院的
24 名大学生辗转宁
波和温州，开启50元
生活 15 天“就业体
验”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

■李芷莹、周凌云

看社会：多名队员首日零收入，“失业”危机迎面袭来

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我国高
校毕业生突破1076万，同比增长167
万人。8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
计数据显示，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为5.4%。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
失业率为19.9%。在此背景下，7月16
日凌晨，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的24
名社会实践队员们踏上了开往宁波的
大巴，开启50元生活15天“就业体验”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他们能通过打工
养活自己吗？

简易办理入住手续后，实践队员
们即刻出去找工作，开始了第一天的
实践生活。

晚上8时，队员们陆续返回营地，
分享当日的经历与收获。

当天，6位实践队员是零收入，扣
除房费，他们就仅剩15元了，如果第
二天他们仍未找到工作，就会面临“失

业”危机而被遣返，结束实践。
队员们没有气馁，相互打气，共享

了招聘信息。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二日乃

至第十五日，他们都拥有了工作。他
们没有一人被遣返。

实践队员蒋睿欣用泪水回忆了第
一天的实践生活。分享会上，她哽咽着
说：“我很惭愧，如果准备得更充足一
点，就不会毫无收获，拖大家的后腿。”

第一天找工作，蒋睿欣屡次被拒，
全天零收入。但第二天，她努力整理
好心情再出发，在拨通第39通电话
后，终于成功获得了一份仓库整理的
工作。

在只有一台落地扇的封闭仓库里
工作，汗如雨下、满手油污的蒋睿欣踏
实而快慰，她说，“生活会设置重重障
碍，但没有一份努力会被辜负，零收入

不意味着零收获，我相信我的潜力不
止于此，我也决不会被这些困难绊
住。”

在社会实践的第五天，傅仁杰做
起了桶装水配送工作。24层楼，360
级台阶，80斤重的水，一天要重复十几
次。尽管傅仁杰经历过部队大学校的
训练，但还是深感疲惫。傅仁杰回忆
说：“炎热的天气，沉重的水桶，漫长的
搬运道路，都催促我放弃这份工作，但
我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纵使再
累，我也要挺过去！”

“踏出舒适圈，突破自我，以积极
的心态去面对挑战，以向上的心态去
面对困难，就能战胜困难，这便是我们
用汗水换得的成长。”实践队总结道。

尽管今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这
批大学生们都通过自身努力找到了工
作，并用这份工作养活了自己。

长见识：售卖报纸PK推广APP
一周后，队员们转战温州。
在温州，实践队员们获得了一份

额外的工作——售卖报纸。为了不耽
误当天的“正经”工作，队员们早晨6
点半便奔走在温州市区各大公园、街
道，向行人售卖报纸。

可是卖报赚钱并不容易。“卖一份
报纸要经历十多次的拒绝，我叫卖口
干舌燥，手上仍有一摞报纸没卖出。
对我一天的工作而言，卖报纸更难。”
实践队员李芷莹说。

郭锦莹分享了她的卖报故事：“当
我们前往公园向爷爷奶奶售卖报纸
时，被一个保安轰赶，还称我们为‘定
时炸弹’，这让我很是难过。”

这天，屠梦如意外获得了一份
APP推广工作。当天，在她的不懈努
力下，她带着400元的收入回到了营
地，实现了她从第一天的零收入垫底
到当天收入领头的惊人反超。

大家都在思考，推广新媒体平台
竟能获得如此收益，而相比之下，卖30

份报纸最多只能赚取50元，为何差距
如此之大？

“在售卖报纸的过程中，也有人主
动来买的，他说好久没有读过报纸了，
特意买了两张。也有人在听我们讲述
报纸里的内容后购买。数字经济时
代，传统纸媒的确陷入传播窘境，但我
相信，始终会有人为优质、温暖的内容
买单……”李芷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起来，这也成为他
们感知发展、认识社会的一个重要介质。

40℃的温暖：让爱流动起来

■刘生国 文/摄

乡村执业医师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1975年，当时初中文化的沈亚叶被舟山
市六横镇原龙浦村推荐为赤脚医生。后来，
她一边学习，一边工作，通过10年时间的函
授学习和考试，拿到了乡村全科执业医师证
书。

作为乡村医生，不管严寒冰冻，狂风暴
雨，深更半夜，只要有人要她去出诊，沈亚叶
从不推辞，哪怕是刚刚端起饭碗，也二话不
说，放下碗筷，背上药箱就帮老百姓去看病，

从没有半句怨言。因此，沈亚叶在群众中享
有很高的威望。

作为职业医生，2008年，沈亚叶竟以高
票当选了原龙浦村党支部书记。沈亚叶干
起工作来一点不比男书记差，村里党务工作
在舟山市很有名气，还被区里树为了典型。
但医师这个职业她从没有放弃过，只要老百
姓要她去看病，她还是像过去一样随叫随
到。

马跳头终于来了一位全科执业医师

由于年龄的原因，2020年12月，沈亚叶
从村支部书记这个岗位上退了下来。因为沈
亚叶是全科执业医师，且六横镇一些医疗卫
生服务站一直缺少全科执业医师人手，所以
六横镇领导找沈亚叶谈话，希望她到悬山岛
马跳头自然村医疗卫生服务站去当医生。

“我去马跳头自然村看了以后回到家中，
真的是一个星期没有睡好觉。这么偏远的小
岛，交通又很不方便，加上自己年纪也大了，
医疗卫生服务工作怎么能做得好呢？但我又
看看岛上120多位留守老人，非常需要一位
全科执业医师来给他们看病配药，所以，我还
是下定决心到马跳头医疗卫生服务站去工
作。”沈亚叶说。

2020年 12月 7日，沈亚叶正式到马跳
头医疗卫生服务站上班。她家与马跳头起
码有20多公里的路程，还要乘船过海。为
了不影响工作，沈亚叶每天很早就起床吃
饭，6点半准时骑着电瓶车从家中出发，赶
上8点钟的轮渡航班。到了悬山岛上，她再
骑上电瓶车走3公里左右的盘山公路到马

跳头医疗卫生服务站。下午2点30分乘船
班回家。看似一天只有6个小时的上班时
间，但实际上，沈亚叶每天花在上班上的时
间达9个多小时。

马跳头自然村 120 多位留守老年人，
99%在70周岁以上，人群中患高血压的有75
人，患糖尿病的有15人，有腿部、腰部等伤病
的人更多。沈亚叶心疼他们，把留守老人当
成自己的亲人，平时看病、配药、打针等不管
多忙，她都是笑脸迎送，从没有半句怨言。

有些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去大医院看病
找不到地方，沈亚叶就陪着老人去大医院。
挂号、找医生、付钱、配药，她样样都包了。看
到沈亚叶热情帮助老人的情景，大医院里的
医生还以为她是老人的亲生女儿。

如果有老人需要配药，自己医疗站没有
这类药，沈亚叶就主动帮助老人去医院或大
药房买药，从不忘记。

有些老人因病卧床不起，沈亚叶就三天
两头去老人家中出诊，帮老人打针、配药，测
量血压等。

“恳求政府千万不要把沈医师调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