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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张飞远文/摄

“尹老好！我父亲现在身体很好，
真的感谢您啊……”

“那也得注意饮食，还要定期药物
调理……”

日前，笔者来到仙居县安洲街道
拱辰新村的一间老屋，还未进门，就听
见洪亮的对话声。原来是重庆市云龙
乡的一重病患者，经尹老救治康复后，
在与尹老视频通话。

进得门来，见尹老坐在写字台前。
他头发花白，面色红润。尹老的养子尹
军林不无自豪地说：“老爸还能上山挖
草药，家里备有几百种常用药呢。”窄
小的房间里，只有一床一桌一书柜。床
的三面摆放的全是书，桌上也堆满了
书和资料，柜子里摆着各种奖杯证书。

不管是如火如荼的军营岁月、平
凡的工作岗位，还是退休后的悬壶日
子，尹炫焱在人生的各个“战场”锲而
不舍，百折不挠，始终保持一名军人的
本色。

部队里的好战士

今年已 80岁的尹炫焱，原名尹仿
良，生于红色家庭，父母1930年参加红
十三军。

尹炫焱的老家仙居县安岭乡章乢
村地处缙云、青田、永嘉三县交界的深
山中，地势险要。解放前，中共党组织
活动频繁，他家独门独院，是浙南地区
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尹炫焱的父亲尹希渭时任中共安
仁分区区委特派员，打铁手艺精湛。尹
希渭就以打铁匠的身份，一边为党打
造武器，运送枪支弹药，一边为秘密联

络点做掩护。尹炫焱的母亲陈三奶是
秘密联络点的负责人。当时他家的生
活十分艰苦，但对革命同志却照顾得
很好。时任中共缙云县委特委（后任中
共温州地委副书记）的李文辉等领导，
经常吃住在他们家。

“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就在心中种
下了红色的种子，养成了不怕苦不怕
累的习惯。”尹炫焱说。1960年，尹炫焱
考入重点高中，中途辍学。为了生活，
他学会了耕田种稻等农活，学会做枕
木修铁路、拉大锯砍大树等，还长途担
盐、背杉树扛毛竹。1964年，尹炫焱报
名应征，成为一名海军战士。

在火热的军营，尹炫焱刻苦学习，
顽强训练，练就了过硬的本领。参军
第二年当上班长，第三年入了党，第
四年当选军舰（营级）党支部委员，连
续 4年被授予“五好战士奖章”。1967
年，尹炫焱成为支队（师级）“学雷锋
标兵”和“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当
年应邀参加上海市国庆观礼，12月参
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
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接见。

1969年，因患严重胃溃疡，尹炫焱
无法再从事军舰上的工作，主动要求
退役。

勇于创新，年年受表彰

退役后，尹炫焱被安排到安岭乡
工作，1970年调到县电影公司工作，负
责影片管理和影片发行工作。1975年，
尹炫焱在台州地区率先牵头制定《影
片管理及发行若干规定》。该做法在全
地区得以推广。

“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农民严重缺
乏科学种田知识，施肥、防病等都跟不

上，我着急呀。”回忆起那段往事，尹炫
焱仍激动不已。他背着科教片，下乡到
村为农民放映。许多农民一遍看不够，
就跟着转场再看。尹炫焱还向各县电
影公司调来各种科教片，组织全县 35
个农村电影队开展“科教影片为农民
服务月”活动，满足农民学习科学种田
的愿望。他的这一做法在全省推广，后
来全国也开展了“农村科教电影汇映
月”活动。

尹炫焱记得抗战胜利30周年的那
个冬夜，他和队员到 1200米的青背尖
高山上放映电影《地道战》和《打击侵
略者》。突然他们接到通知，后天要参
加紧急会议，可当时还有5个自然村未
完成电影放映任务。

当天夜里，在央田村放映完电影，
他们摸黑爬山到东湖村，第二天一早
放完电影，又爬山到达下一村……5个
村都放映完，已是半夜。他们连夜下
山，第二天上午准时参加会议。队员李
汾阳调侃，爬山越岭涉水穿丛林，一
天一夜挑着机器影片跑，自搭暗室发
电，到 5个自然村放映电影，可创吉尼
斯纪录了。

尹炫焱说，他在地方工作20余年，
共向省、地、县电影公司调入各类科教
影片 210部，普及放映 14265场次，受
教育观众 713 万余人次，创办电影队
62个，收到群众感谢信 281封。尹炫焱
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好党员、好干部、先
进工作者等各类荣誉。1974年，尹炫焱
当选县党代表，与父亲同时参加县党
代会，一时成为美谈。

在生活中，尹炫焱传承了父母勤
俭节约、乐善好施的品格。他和妻子泮
保桔养育了 3 个儿女，收养过 9 个孤
儿，在他们家长大培养成人的有 3个。
1990年2月7日，《中国建材报》对此作
过专题报道。他还抢救过落水、受伤等
遇险群众6人。

勇攀“医山”，创造杏林佳话

尹炫焱的学医之路始于偶然。
1979 年，尹炫焱的侄儿出生 2 个

多月时，突发高烧，呼吸困难，医治 20
多天也不见好转。后来找到当地一名
郎中，诊断为锁喉风。郎中用20克木沉
香，治愈了侄儿。此事让尹炫焱无比震
撼，他决心像这位郎中一样，治病救人。

零起步学医，必然是一条艰难的
路。尹炫焱的叔父是一位老中医，他就
跟叔父学习把脉、舌诊、望排泄、听声
音、嗅气味等。他边工作边发奋自学，
认真研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
医学著作，同时遍访当地老中医，学习
医技，并于 1995年毕业于安徽科技函
授学校中医大专班。

1995年退休后，尹炫焱创建了炫
焱研究室，全身心投入到中医中草药
治疗疑难病的研究中。2002年他考入
北京中医药进修学院，2003年获得了
中医师、药剂师、高级社区保健医师国
际 IMCC注册资格证书。

多年潜心研究，尹炫焱取得了《99
降压升压灵丹草》《99 灵丹草治冠心
病、血栓、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液黏稠
度有特效的研究》《用四联同步治疗腰
间盘脱出、腰椎骨质增生、颈椎病、肩
周炎、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有特效》
等研究成果，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被国
内外400多部典籍文献收载。

40多年来，尹炫焱致力于对中医
中草药治疗疑难病的研究，却没有开
设任何医院、诊所或药店。对慕名求医
者，他做到小病不收钱，大病只收药钱。

随着年事渐高，家人都劝尹炫焱
该歇歇了。他说，“只要能动，我都要坚
持研究。目前我汇编资料 200多万字，
整理好的书稿 130多万字，争取在有生
之年完成《万病治验宝典》的编撰出版。”

生于红色家庭，长于火热军营，40年自学中医中药学，治病救人——

尹炫焱：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退役军人 共富先锋

尹炫焱展示他在山上采的草药尹炫焱展示他在山上采的草药。。

1986年11月11日，原中共温州地委副书记李文辉（左一）和妻子看望尹希渭
（前排中）、陈三奶（前排右）夫妇时合影留念。后排右立者为尹炫焱。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通讯员陈伟民）7月25日，笔者从路桥区交通运
输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于近日联合印发《国
家公路网规划》，在这次规划中，原S323省道路桥至永嘉公路
被列入G637国道行列。

据悉，G637国道路桥段，是实现路桥区提出的10分钟上
高架，20分钟上高速，30分钟全域通达“123交通战略目标”
的关键工程。它自东向西，包含规划白沙码头连接线、规划白
剑线改建工程东段、在建南山至洋屿公路、院路一级公路。

据路桥区交通运输局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路桥区东西向公路的第二大通道，对解决路
桥区东西向交通短板问题将起到关键性作用，能完善路桥区
快速通道路网，促进路桥主城区与东部新区的产业融合，而
且能够强化台州湾新区的经济带动效应，进一步加快配套服
务区的发展。

路桥区将新增一条国道新干线

本报讯（记者颜敏丹）7月 22日，玉
环市人民法院婚姻家事“共享法庭”揭
牌。“婚姻家事‘共享法庭’入驻民政局婚
姻登记中心，是我院与民政局、婚姻协
会、巾帼普法志愿总队、玉环市心理辅导
协会等多家单位联合推动婚姻家事纠纷
诉源治理的重要举措，为台州市首创。”
揭牌仪式上，该法院审判委员会专委陈
绍青说。

“共享法庭”入驻民政局婚姻登记中
心后，当事人能够直接远程连线法官、家
事调解员，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
上得到专业的法律服务。同时，还可以在

“共享法庭”对涉财产性相关调解协议直
接进行司法确认，当事人无需再跑法院。

当天，一起离婚纠纷的调解在该“共
享法庭”进行。叶某、潘某因性格不合，1
个月前来民政局申请离婚，在离婚冷静

期过后，他们前来领取离婚证。“我们俩
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就是对孩子抚养这
块还有些疑问。”潘某说。随后，法院家
事调解员李建葱将双方带到“共享法
庭”，远程连线了“共享法庭”联系法官
张滨兵，释明对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及探
望方式。

有了“共享法庭”，像叶某和潘某一
样已达成合意的离婚案件可直接通过司

法程序，由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与双方
签订的离婚协议不同，该调解书具有司
法强制执行力，避免后续双方又去法院
打官司。

婚姻家事“共享法庭”入驻民政局，
是特色家事纠纷化解的数字化尝试。通
过调解资源共享、在线法律咨询等方式，
多方力量高效整合，真正实现了家事纠
纷源头化、多元化化解。

玉环法院成立婚姻家事“共享法庭”

本报讯（记者颜敏丹 通讯员陈玺皓 金宇婷）近年来，不
断升温的宠物热和逐渐扩大的宠物消费市场催生了不少乱
象。近日，温岭市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因购买宠物犬导致的
买卖合同纠纷。

今年5月6日，卢某在陈某经营的宠物店花费800元购买
了一只宠物犬。回家不到两天，宠物犬就开始拉肚子、流涕。
卢某咨询了朋友并悉心照顾宠物犬，可是两天后宠物犬又出
现精神萎靡、食欲下降等症状，卢某随即将它送到宠物医院
检查、治疗。经诊断，宠物犬被确诊为犬瘟热强阳性、冠状病
毒热阳性。在长达 1个月的治疗后，6月 18日，宠物犬最终因
病死亡。

卢某认为陈某出售的宠物犬系病犬，故起诉至法院，要
求宠物店退还购买宠物犬的款项、承担宠物犬治疗费用3559
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宠物属于公民“财物”范畴，其合法权
益受法律保护。卢某向陈某购买宠物犬，全额支付价款，并完
成交付，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
同关系。陈某作为出卖人，应当遵守诚信原则，保证交付的宠
物犬是健康的状态。后经兽医诊断，宠物犬存在健康问题，法
院根据现有证据和相关医疗常识，合理判断犬瘟热和犬冠状
病毒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且犬瘟热存在一定时间的潜
伏期，而卢某在购得宠物犬第二天就发现宠物犬出现主要症
状，故可由此判断宠物店交付卢某的是已患病的宠物犬。

考虑到原告的损失及争议问题，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
行耐心调解，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由被告一次性补
偿给原告2500元，并当庭履行完毕。

宠物犬买到手就生病，
要求赔偿合理吗？

本报通讯员黄 欢

对海鲜销售商来说，海鲜制品如不能及时出货，就要承
担因品相变化而产生的经济风险。椒江的王某想了一个给鱼

“染色”的办法，虽然一时降低了经济风险，但最终未能逃避
其行为带来的法律风险。近日，椒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
给售卖的鱼类水产品“染色”的刑事案件。

王某是椒江洪家菜场的水产品销售商。2021年7月，王某
在办事途中，看到一路边摊贩正在给售卖的娇娇鱼“染色”。
仔细观察后，王某发现“染色”后的娇娇鱼品相大变，相较之
前颜色明显鲜亮许多。经与该摊贩交流，王某确认了用来给
鱼“染色”的正是近年来禁止用于食品中俗称“黄紫”的工业
染料碱性橙 2。因市场监管严格，这种工业染料并不容易购
买，路边摊贩便将剩余的少量“黄紫”转送给了王某。

拿到“黄紫”的王某按照摊贩传授的方法，洒少许染好色
的水在一些品相不好的娇娇鱼身上，使其看起来更为新鲜。

今年1月28日，王某对其售卖的娇娇鱼刚刚做完“染色”
处理，遇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市场摊贩进行检查。王某存
放的“黄紫”及兑水后的“黄紫”染液均被当场查获。经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对王某摊位售卖的娇娇鱼进行抽样检测，检出碱
性橙2成分，该物质系国家在《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
物质名单》中明令禁止添加的非食用物质。

椒江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已构成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综合该案的其他量刑情节，对被告人
王某判处有期徒刑 7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同时禁止其自
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 3年内从事食品生产、销
售等相关职业。
【法官说法】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
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故意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
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食品卫生管
理的相关法规，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也造成了严重威胁。为
严厉打击上述不法行为，相关责任人只要实施上述行为，无
论是否造成危害结果，均构成既遂。

为了卖相好 竟给鱼染色

本报通讯员张鲜红文/摄
“你看，这是当街井旁的那棵大樟

树，那是路口的老台门……”7月 8日，在
温岭市太平街道方城社区民间剪纸艺人
陈巨中家，陈巨中向前来参观的社区干

部介绍刚刚创作完成的古街老巷系列剪
纸作品（左图）。

今年 65岁的方城社区居民陈巨中，
10多岁开始剪纸，他的剪纸作品曾多次
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这次他花了1
个多月时间创作完成的古街老巷系列剪
纸作品共有 4幅，分别为《古巷春晓》《乡
情悠悠》《守望家园》《新街新韵》。作品完
整展现了太平街道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
仓后街、当街井、新街等承载好几代温岭
人记忆和乡愁的老街老巷。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陈巨中看到很
多老街老巷因为城市改造逐渐消失了，
而方城还保存着较为完整的老街老巷，
便萌发了用自己的特长，创作一些能反
映老城特色剪纸作品的想法。刚好今年5
月底，太平街道方城社区党支部书记王

彬彬找到陈巨中，希望他帮助方城社区
创作一些反映方城特色的剪纸作品。两
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用剪纸艺术来表现方城，无蓝本可
资借鉴，这对素以创作人物见长的陈巨
中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全身心投
入到创作中，走街串巷，寻找创作素材。
他先用相机拍下每条街上的每一处建
筑、每一棵树，然后画出草稿，纳入素材
库。在创作过程中，陈巨中采用写实手
法，把古街老巷如实呈现在剪纸作品上。
在创作手法上，陈巨中一改传统剪纸讲
究锯齿纹、月牙纹的剪法，用刻刀把当街
井、仓后街的风物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
许多地方的线条细如发丝，圆孔小如针
尖，刻刀一刀下去，无法再更改，稍有不
慎，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笔者在古街老巷系列剪纸作品上看
到，古井、古民居、石狮、窄而长的小巷、
磨得透亮的青石板路、浓荫蔽日的古樟
树、上学路上的小孩……充满人间烟火
的艺术元素无处不在。方城社区工作人
员小莫在观看《古巷春晓》时，兴奋地指
着一个民居说“这是我家”，小莫的家在
当街井，台门在作品中被完整地展现出
来。方城社区的一位居民旅居国外几十
年，陈巨中把自己的作品拍成照片发给
他，这位居民激动地说：“故乡的当街井
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看到这个作品，
就好像见到了故乡。”

陈巨中表示，这几幅作品裱好后，他
将无偿捐献给方城社区。他还想把作品
传到网上去，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温岭
的古街老巷。

民间艺人陈巨中——

用剪纸作品“讲”老城故事

近日，交警在机场路向电动车车主宣传骑行安全知识。
针对炎热天交通事故易发多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直属三
大队一中队会同路桥区路南街道，进企业、上街头，向企业员
工和市民开展安全出行知识宣传，对违规者进行处罚、教育。

本报通讯员王保初摄

天热天热，，安全当先安全当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