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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陈 成 成）

“突发性耳聋原本是中老年性

疾病。但近年来，出现了明显

的年轻化趋势。在我院耳鼻

喉科门诊接诊病人中，几乎每

天都会碰到有年轻人被确诊

患上突发性耳聋。”今天是第

15 次全国爱耳日，市人民医

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刘湘

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忧

虑地说。

今年 35 岁的上班族小林

告诉记者，一天早上起床后发

现，自己左耳好像被东西堵

住，听不清声音，当时她并不

在意，以为过两天就会好转。

可几天过后，耳疾并没有减

轻，还出现眩晕症状。她马上

到医院检查。检查报告显示，

她的左耳已近全聋，属于突发

性耳聋。这让小林感觉难以

置信，“怎么才 30 多岁就耳聋

了呢？”

“像小林这种情况，近年

来比较常见，年轻白领、大学

生，甚至高中生都会出现在诊

室里。”刘湘说，突发性耳聋患

者呈年轻化趋势，与年轻人熬

夜、压力大和过度劳累有关。

较快的生活节奏，生活压力较

大，或是导致突发性耳聋的一

大原因。“内耳区域拥有全身

血管中最细的血管，血管是神

经的营养补给线，而过度压力

可能导致微血管痉挛，导致听

神经的营养供给不足，进而引

起听力损失。”刘湘说。

据了解，我国目前尚没有

对突发性耳聋的大规模流行病

学调查，对突发性耳聋的致病

原因也尚不明确。尽管如此，

根据医生临床问诊的经验总

结，不少年轻患者在发病前大

多经历过较大的精神压力。比

如，不少白领反映耳聋前曾连

续加班，感觉十分劳累；而一些

学生则表示在考试前有多次熬

夜的经历。

医生提醒，青年人群如果

正经历压力期，身体疲劳，如感

觉持续耳鸣、耳胀，最好去医院

寻求治疗。如果是突发性耳

聋，治疗及时，可以恢复此前听

力；鉴于神经细胞不可再生，延

误治疗，可能丧失部分或全部

听力。此外，合理锻炼，保持良

好心态，注意控制情绪波动，也

能有效防止耳聋。因为一些锻

炼，如打太极、郊游、散步等可

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加强

内耳血液供应，延缓器官衰老。

同时，医生也提醒，吸烟喝

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也会导致耳

聋。“烟中的尼古丁，以及慢性

酒精中毒，可直接损害听细胞

及听觉神经中枢。烟酒均可诱

发脑血管的舒、缩紊乱，从而造

成耳内的供血不足，诱发听力

下降。”刘湘说，劣性酒更容易

导致酒精中毒，对听力的“杀伤

力”可能更大。

相关链接：
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3 年

报告，全球有 3.6 亿听力残疾

人，占全球总人口的 5.3%。其

中，有 50%听力残疾人可以通

过初级耳科保健加以预防和

避免，是预防 听力残疾 最 基

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和

途径。而今年的爱耳日宣传

教育 活 动主题正 是“爱耳 护

耳，健康听力——预防从初级

耳科保健做起”。

飞云江是浙江省第四大河、温州市第二大河。飞云江源头在泰顺、景宁县界的白云尖西北坡，经文

成县入瑞安市境，合漈门溪、高楼溪（潘溪）、曹村港、金潮港，东至市区与飞云街道，分别纳瑞平塘河与

温瑞塘河之水，在上望街道陡门头入海。

飞云江全长 198.7 公里，在瑞安市境干流长度 79 公里，流域面积 1337.8 平方公里。

瑞安市民的“大水缸”，我们一定守护好

编前语：2013 年末，水乡浙江吹响新一轮全面治水的号角，省委、省政府部署
“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重点任务，提倡走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让水和人和谐相处。

蜿蜒流淌的飞云江，瑞安人民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哺育着这片钟灵毓秀的土
地。两岸人民也助力打造“浙江最美水系”，飞云江水质在全省八大水系考核中，
连续多年获评优秀。

马年早春，记者踏访了瑞安境内飞云江流域多个点，记录下两岸群众保护母
亲河做出的努力。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飞云江走笔”，敬请关注。

飞云江 笔走

高楼镇
官岩村

东海

■记者 金邦寅 见习记者 黄君君

从瑞安市区驱车，沿 56 省道驶入高楼，公路左侧一汪碧水随公
路一路蜿蜒，恬静的湖面犹如展开的画卷，无限延伸，这就是赵山渡
水库——属于珊溪水利枢纽工程的一部分（珊溪水利枢纽工程位于
飞云江干流中游河段）。

赵山渡水库建于 2001 年，水域面积 2302 平方公里，主要功能是
供水、发电、防洪、改善下游河网水质，每年向瑞安供水 4500 万吨，是
名副其实的“大水缸”。

天气晴好的日子，站在赵山渡水库坝顶，放眼望去，宽阔的水面
碧波如镜，像玉带一样伸向远方，即便是冬日，水库两岸大山仍披着
绿裳，葱翠欲滴，白云如轻纱缥渺于山间。

如此好山好水，让人心旷神怡。然而优良的水环境，不但要靠保
护，还要靠治理。

作为一级水源地保护区库区村的高楼镇官岩村，无疑是库区治
水护水方面的一颗美丽明珠。

建村近300年的官岩村是块风水宝地 突发性耳聋
“盯上”年轻人

压力过大，身体疲劳，感觉持续耳鸣、
耳胀，早点去医院看看

紧邻 56 省道，沿着水库溯

流而上五六公里一处不规则半

椭圆的凹湾，长达3公里的官岩

溪便从这里注入水库。放眼看

去，一道长800米、最窄处宽17

米的堰坝环抱凹湾，两岸是绿意

盎然的生态护岸植被，遍植桂

树、香樟，绿草、小亭相映成趣。

官岩村 209 户村民的民房便错

落分布在溪水的两岸。

280 多年前，官岩村建村

的先祖们，从平阳分出一支迁

至龙湖，随后再迁官岩繁衍至

今。当时的官岩溪仅二三米

宽，水流平缓，溪中鱼儿很

多，周边山林密布，是建村先

祖们眼中的一块风水宝地。据

村里的老人回忆，上世纪60年

代，一场特大山洪爆发，冲毁

官岩溪两岸许多良田。事后，

村里积极组织群众全力清理被

冲毁的良田，重新恢复生产。

迈入 21 世纪，为了更好地

保护水源地，改善村居环境，从

2002 年开始，官岩村村“两委”

便积极谋划建起生态堰坝，驯服

喜怒无常的官岩溪，化害为利。

“这处凹湾的水流相对平

缓，以前这里乱石耸立、杂草丛

生，每逢大雨山洪过后，飞云江

上游及官岩溪冲下来的杂物便

在这里大量堆积，甚至夹杂着一

些狗、猪的尸体，天放晴后便臭

气熏天。”官岩村村民、66 岁的

吴贤忠回忆，“对上世纪爆发的

那场大山洪，很多村民记忆犹

新，大家对修堰坝防洪的决心很

大。”

“2010年，我们专门邀请有

关专家来勘查，并请人设计了护

岸坝的规划图纸。因为涉及严

格的水源地保护政策，仅图纸便

更改了十多次，往瑞安、温州两

地跑了无数趟。”村委会主任陈

茂戴说，“最后，考虑到护岸坝建

设不能占用水库的水域面积，护

岸坝内退了数米，才实现了面积

平衡，最终扫清了审批障碍。”

“2010年，官岩村堰坝一

期需要资金 80 万元，2011 年

二期及绿化配套等工程需要92

万元，加上图纸设计、代理费

等共计 210 多万元，资金缺口

达三四十万元，而村集体经济

一穷二白。”陈茂戴说，“一方

面，我们积极向上级申请补助

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动员村

民迎难而上，咬紧牙关，大家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沿岸部

分田地要被占用，给出的补偿

很低，村民们没啥怨言。经过

努力，我们顶住层层困难完成

了工程建设。”

保护好山水库区百姓牺牲了很多

一期、二期堰坝建设完成

后，相关的生态绿化配套建设

紧随而上，村里卫生洁化工作

也不断提升，官岩村村容村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岸上芳草萋

萋，绿意融融，水面波光粼粼，

如诗如画。

“这么好的风景，吸引了众

多游客。”37 岁的村民张维潘

说，“如今，为了保护这来之不

易的好山好水美景，周边很多

人放弃了畜牧养殖，放弃了发

展农家乐，老人守着青山绿水，

年 轻 人 大 多 外 出 务 工 经 商

……”

是啊，现在我们能拥有如

此甘甜的饮用水，不仅仅是大

自然的恩赐，更是库区百姓付

出的代价而获得的。

2005 年，赵山渡库区被

浙江省政府确定为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2008 年 6 月 1 日

开始实施的 《水污染防治法》

明确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

为了保护“大水缸”，赵

山渡水库所在的高楼镇高度

重视水库环保工作，强化岸

上管理，加大对库区周边生

活垃圾、生活污水、畜禽养

殖等治理力度。目前，库区

周边的 28 个行政村已建成生

活 污 水 收 集 管 网 和 处 理 设

施；周边 33 个村建立垃圾收

集点，并配备专人保洁，实

现 垃 圾 日 清 日 运 。 2013 年 ，

共拆除了 7 户共 4 个渔网养殖

大网箱；取缔位于铁山村的

鱼市场违章建筑共 200 平方

米；拆除了 6 处畜禽养殖场，

拆除面积 2268 平方米。

高楼镇党委宣传委员陈

朝波表示，库区群众为水源

地 保 护 付 出 了 巨 大 经 济 代

价，作出了巨大牺牲，希望

有关部门切实加大生态补偿

力度，及时做好库区农房集

聚规划或出台相关生态搬迁

政策，切实加强转产转业项

目的资金扶持力度，提高库

区群众的经济收入。

[延伸阅读]

官岩村堰坝风景如画（金邦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