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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晚年·走进朗高

台传媒记者蒋虎雄

9月7日上午，仙居县官路镇一处房屋
的东边楼梯间，张坦顺全神贯注，忙着一个
仿古香炉的最后修饰。

这个香炉即将完工，炉身和炉盖取自
两块仙居石，造型规矩对称，集镂、雕、刻等
技艺于一体，细节生动，很显功力。为此，张
坦顺精雕细琢了两个多月。

今年75岁的张坦顺精气神十足，他说
自己很享受创作的过程。作为仙居石雕界
的元老之一，他曾获评原台州地区工艺美
术师，古稀之年再拿刻刀，只为“想留些作
品下来”。

从学徒到厂长

张坦顺位于仙居县城的家中，收藏着
他1973年雕刻的一尊毛泽东像，石材通体
红色，不大却很传神。这件作品，总是在不
经意间勾起他对如烟往事的回忆。

仙居有较为丰富的叶蜡石资源，质地
细腻，刀感绵软，被称为仙居石。1965年，
仙居县手工业联社在叶腊石产地大洪创办
了仙居石雕厂，这也是仙居首家工艺礼品
企业。

1966年，仙居教育部门招收30多名半
工半读学生，在石雕厂内办了仙居工艺美
术学校。这些学生中，就有来自官路镇石井
村的张坦顺，那年他才17岁。

学校的专业，分山水花卉和人物动物
两类，张坦顺主攻后者。“学手艺没有捷径，
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构图，这是最基础
的。”他说。

一年后厂校合并，更名为仙居艺术雕
刻厂，聘请温州、青田等地的石雕大师过
来，手把手地传授技艺，张坦顺等人基础
扎实，脱颖而出，成为仙居第一批石雕艺
术人才。

那是一段激情迸发的岁月。
作为技术骨干，张坦顺很快进入厂里

的创作组。经他们设计后，一块块仙居石经
过打坯、粗雕、精雕、打磨、抛光等工序，最
后变成精美的马、鸭子、山水风光、仿古器
具等石雕工艺品，源源不断地出口国外。

时至今日，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销量
最大的产品是印章。日本不少学校都设有
篆刻课程，用量大，订单多。

“手工打磨为主，所以产品比较单一，
比如一匹马、一只鸭子等。”张坦顺说，群马
等大型组件偶尔也有雕，但没有三五年技
术积累的工人要不得做，没法实现量产。

张坦顺肯钻研，爱琢磨，进步也快。
1988年，他升任厂长，同年获评台州地区
工艺美术师。

追求技艺结合

在张坦顺看来，所谓技艺，应该是“技”
与“艺”的完美结合，石雕也一样。

“掌握好技术并不难，肯下功夫就行。”
他说，但要在作品中融入“艺”，也就是自己
的创意，却很难。光有技术没有创意，那就
只能模仿，作品没有深度和厚度。

在仙居艺术雕刻厂时，张坦顺一直都
在思索并不断实践：如何抓住一块石头最
大的特色，精雕细刻后，能够让人物、动物
形象栩栩如生，山水风光生动自然。

当副厂长时，他还坚持每天都花半天
时间下车间，自己参与产品雕刻，不断找寻
创作灵感，谋求工艺改良。

期间，他牵头创新的石头镀铜技术，荣
获省里科技进步方面的奖项，他本人也因
此获评省级先进工作者。多件他独创的石
雕作品，成了厂里样品陈列室的精品之作。

“对自己的每件作品，我都是高要
求。”张坦顺说，“直到今天，这一准则仍然
没变。”

随着竹木工艺品产业的快速发展，石
雕工艺品产业日渐式微。仙居艺术雕刻厂
的技术骨干纷纷独立办厂，1992年，张坦
顺也创办了一家工艺品厂。

不再以石雕为职业，但爱好还在。闲暇
时，张坦顺还是会关注石雕工艺品产业。偶
尔有朋友慕名抱着石头过来，恳请他帮忙
雕件作品，他也会欣然应允。

时光倏忽。2013年9月，在仙居工艺礼
品产业发祥地大洪村，仙居县委宣传部和
朱溪镇党委政府召开“仙居艺雕厂大洪创
业史研讨会”。张坦顺、顾美玲、林三元、林
立华等当年的技术骨干们齐聚一堂，抚今
追昔，无限感慨。

古稀之年再拿刻刀

辉煌不再的仙居石雕工艺品产业，

在 2019年的时候，迎来过一次重新振兴
的曙光。

一位丽水青田来的客商，到仙居承包
叶腊石矿山，并再度注册成立仙居艺雕厂。
他寻访到了张坦顺、林三元、林立华等6位
老艺人，邀请他们当石雕“老师头”。

此时，张坦顺刚届古稀。为了仙居石雕
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他与几位老伙伴没有
二话，重拾刻刀。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石雕工
艺品，在他们的手下成型，继而进入寻常百
姓家。

这其中，有不少气势恢宏的大型作品。
比如长1.3米、高0.8米的《万马奔腾》，由一
块重七八百斤的仙居石打造而成。张坦顺
和林立华合作，依据石头的天然造型和色
彩，雕了 16匹矫健的骏马，奔跑在连绵群
山前的草地上。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青田客商仅
过了一年多时间便无法继续经营。临走前，
只留下了一堆尚未加工的仙居石。

这些石头，成了张坦顺等人近年来创

作石雕作品的原材料。张坦顺一有空，便拿
起钢锯、凿子、铁锤、刻刀等工具，雕些骏
马、印章等作品。“作为一名石雕艺人，总得
留些作品下来。”

话语中，有些许无奈。学好石雕技艺并
非一日之功，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有耐得住
寂寞的，仙居石雕的传承堪忧。

好在，官路镇党委政府正在大力实
施的“人才入乡”专项行动，让张坦顺看
到了新的希望。这项行动旨在发掘扎根
在基层、活跃在民间，在各个领域有一
技之长的各类乡土人才，为他们搭建平
台，推动他们“出圈”。目前，已有 22支乡
土人才队伍落地官路创业，为乡村振兴
添彩。

“张老这样的能工巧匠，是我们的宝
贝。”官路镇党委书记郭海峰说，镇里正在
物色地方，想给张坦顺设立一个工作室，让
他能够创作并展示作品，同时也能通过研
学等活动，传承仙居石雕技艺，弘扬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

“作为石雕老艺人，得留些作品下来”

张坦顺：古稀之年再拿刻刀

张坦顺正在雕刻一个仿古香炉的炉盖。台传媒通讯员沈华锋摄

台传媒记者李筱筱

100岁的阿婆王桂芳虽满头花发，但
精神矍铄，自己刷完牙后，和照护师聊上
几句家常，再拿起照护师提前准备的放大
镜和杂志，开启读书看报模式。不远处的
夫妻间内，传出阵阵爽朗的笑声，88岁的
陈海珠和 94岁的吴炳舜被电视内的画面
逗笑。

陈海珠说，这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专
业、细心，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
样，很满意。如变着花样做好吃的、给大家
办集体生日会，以及唱歌、做操、画画等活
动，都让她喜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黄岩朗高护理
院、黄岩朗高养老院内，老人们干净清爽，
房间内整洁无味，“嘘寒问暖度晚年 关爱
老人似亲人”“护理细心 服务周到”等家属
送的锦旗随处可见。每个房间的入口处，都
挂有“老人护理方案统计表”，老人的姓名、
年龄、高危风险、生活习惯、护理措施、备注
等一目了然。

这一切，都是朗高照护师责任与担当
的生动体现，也是朗高养老护理优势的集
中展现。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养老护
理的真谛——照护师既是在院长者生活上
的守护者，更是他们心灵的慰藉者。

养老的核心是服务，服务的关键是人

才。黄岩朗高护理院、黄岩朗高养老院院长
王淑云表示，院内提倡微笑化、亲情化服务
和精细化管理，对老人提供感情上的呵护，
对员工提供多方关怀，员工留得住、干得
好，老人入住率超 90%。2023年，该院荣获
浙江省“2023年康养行业养老机构类领军
企业（机构）”称号。

同时，该院注重员工培训，讲究安全为
先。“新员工培训的第一课，便是老人的人
身安全、消防安全等方面的安全教育，普及
应急预案，提升安全意识。”王淑云说，每周
还会对护士、照护师等岗位进行实操培训，
确保职责到位。

作为在“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

办、市场推动”的原则下建立起的台州首家
朗高护理院，自 2017年运营以来，该院得
到民政、卫健、医保、消防等部门的悉心指
导，通过响应政府号召、整合资源、创新实
践，推动养老医疗一体化融合发展，倾力打
造“医养结合”品牌，助力服务高质量提升。

“我们致力于为老人提供医养结合、以
养为主的健康养老专业服务，设阿尔茨海
默病康复护理区、危重症及气管切开特护
护理、高龄失能康复护理等特色专科，从而
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用实际行动托
起幸福‘夕阳红’，让老人舒心、家属放心。”
王淑云表示，亲情化服务已融入日常点滴
中，老人们都把这里当家。

养老护理，亲情化服务融入日常

本报讯（记者郑 红）近日，台州市第七
届消防员岗位技能竞赛（多种形式消防队
伍）在市消防救援支队培训基地圆满落下
帷幕。此次竞赛自 9月 2日持续至 5日，来
自全市9个县（市、区）和台州湾新区的332
名消防员同台竞技，展现了台州消防救援
队伍的风采与实力。

此次技能竞赛，包含应急救援员（乡镇
专职消防员）、小型站消防员、无编站专职

消防员、单位（企业）专职消防员、社区及重
点单位微型消防站、村居志愿队等不同岗
位。竞赛内容丰富多彩，涵盖理论测试及多
项实战技能操作，如 3000米长跑、单人攀
登 6米拉梯、自建房内攻灭火救人等 12个
项目，全面检验了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和
团队协作能力。

赛场上，消防员们奋力拼搏，默契配
合，展现了高超的专业技能和顽强的拼搏

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经过激烈角逐，路桥代表队杨余杰

等五人荣获应急救援员个人总分前五
名，临海大队大田站、温岭代表队等团队
则在无编制消防救援站、乡镇专职消防
队等多个团体项目中摘得桂冠。这些荣
誉不仅是对参赛队员个人能力的认可，
更是对台州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成果
的肯定。

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龚承先
在颁奖仪式上高度赞扬了参赛队伍的
精神风貌和战斗素养，并就深入推进队
伍建设提出了三点意见。他强调，要认
真总结竞赛经验和教训，规范日常执勤
训练工作；要坚持实战导向，不断提升
队伍的灭火救援能力；要推动融合发
展，结合辖区实际创新工作方法，推动
队伍提质升级。

拼速度 比技能 促安全

332名“蓝朋友”同台竞技

台传媒记者张梦祥

“吓死了！这是毒蛇吗？”“大家小心，散步时遇到蛇
了！”……这段时间，不少网友在本地论坛发帖，称外出游
玩或干活时遇到了蛇。医生提醒，眼下蛇出没频繁，大家
在户外特别是树林间干活、露营时，要谨防被毒蛇咬伤。

前些日子，仙居的王大伯上山管理茶树时，不慎被蛇
咬伤手指，随即来到台州医院就诊。“当时患者伤口处出
血明显，剧痛且伴随明显的烧灼感。”该院急诊医学科主
治医师李彬彬查看咬伤部位牙痕、伤口局部及全身症状，
并结合王大伯对蛇外形特征描述，判断为烙铁头蛇咬伤。
李彬彬当即对其给予血清治疗，很快王大伯各项指标恢
复正常，转危为安。

“近期高温高湿持续，收治了多例被毒蛇咬伤的患
者。”李彬彬告诉记者，被蛇咬伤后，王大伯当即用布条对
上臂进行了缠绕结扎，导致到医院时伤处红肿严重。

他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伤者知道被蛇咬伤后，要
捆扎伤口的近心端，但大部分人都认为捆扎得越紧越好、
时间越长越好，结果造成很多伤者治好了蛇毒，但因为血
液循环受阻而肢体坏死。“需要强调的是，捆绑只对神经
毒咬伤的患者有用，对血液毒、细胞毒或混合毒的毒蛇咬
伤则不建议捆扎。”

李彬彬介绍，被蛇咬伤后应尽快脱离危险环境，但一
定不要惊慌乱跑，不要企图去捕捉或追打蛇以免二次咬
伤。尽可能记住蛇的外形，包括蛇头、蛇体、斑纹和颜色等
特征，有条件的可以拍摄照片。与此同时，可使用流动的
清水冲洗伤口，并及时去除受伤部位的各种受限物品，如
戒指、手镯、较紧的衣物等，以免因后续的肿胀导致无法
取出，加重局部伤害。若被咬人出现心跳骤停、呼吸困难，
周围人应立即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并尽快送医。

“不论是下地干活还是游玩散步，都应该尽量避开荒
草丛生的地方。到野外活动的时候，要戴帽子，穿长衣长
裤和高帮鞋子，把裤脚绑紧，尽量不要让皮肤裸露在外。”
李彬彬提醒，被蛇咬伤后千万不要学影视剧，盲目用嘴吸
毒液，这有可能会使施救者中毒。也不要用手挤伤口或者
自行切开创伤口，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导致毒素扩散加
快，更有可能加速毒素起作用的时间。

被蛇咬伤，
千万别学影视剧排毒

守护守护““舌尖上的中秋舌尖上的中秋””

9月 10日，温岭市箬横镇人大联合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开展“‘你点我检’，守护‘舌尖上的中秋’”活动，专项排
查督检月饼加工点、销售点的生产卫生条件、原辅料进货
验收等内容，确保市民吃上质量合格的“放心月饼”。

台传媒通讯员江文辉摄

台传媒记者杨梦倩

昨天一大早，我市的天空就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阳
光开始“懈怠”，躲在云层后不肯露面。偶有微风吹拂，送
来阵阵凉意。

这阵凉意来自海面，昨天早晨，东海热带扰动已加强
为热带低压。昨天上午 8点，其中心位于我市东南方约
46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即北纬 26.1度、东经 125.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15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
1002百帕。

该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 15—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
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浙江一带近
海，预测将于今天上午登陆浙江东部。

热带低压是热带低气压的简称，属于热带气旋强度
最弱的级别，也就是台风的“幼年期”。当热带低压最大风
速超过17.2米/秒时，就“成长”为热带风暴级台风。

虽然处于“幼年期”，但热带低压依然可以带来充沛
的雨水，大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

同时，我市沿海海面风力正逐渐增大，昨天我市沿海
海面阵风风力达 8—9级，内陆地区 5—7级。三门、玉环、
临海、天台、温岭、路桥、椒江已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市气象台数据显示，接下来我市阵雨或雷雨将增多，
气温在雨水“压制”下，维持在30℃出头。

由于副高减弱北缩，受副高南侧偏东气流影响，本周
五至周六我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局部
雷雨。周日受海上热带扰动影响，又有一次阵性降雨过
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

热带低压来袭
本周雨水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