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池万水，1967 年出生

于塘下镇前北村，瑞安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丝

镶嵌传承人，现为温州市

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会员，

作品《荷塘清趣》曾在“第

八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

精品博览会”上获铜奖，竹

刻作品《游仙岩寺》曾获温

州市工艺美术白鹿杯铜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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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肾病患者需要靠血液透析来“续

命”，然而却往往面临着“一床难求，病人到

处跑”的局面。为满足基层群众医疗需求，

我市持续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让更多的优

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以市人民医院医

疗服务集团为例，该医疗服务集团以总院为

技术支撑，大力开展以血液透析中心为重点

的联合病房建设，将优势医疗资源下沉到分

院，让群众在当地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透析

治疗。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就是

其中之一，自今年6月份启用以来，深受患

者好评。

家住曹村的老陈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

已将近两年，早前他一直在市人民医院接受

治疗，一周需要进行3次透析。为了配合治

疗时段，每次透析，他都要一大早从曹村赶

到市区。疫情期间公交车停运后，光打车费

用就花费了近3000元。自从市第三人民医

院启用血液净化中心后，老陈只需乘坐公交

就可到马屿就近治疗，车程从原先的1个多

小时缩短为20分钟。

“原先每次治疗都要清晨5点多钟起

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天没亮就要出门。

现在我转到了市三医，离我家只有几公里，

早上可以从容地从家里过去，方便多了。”老

陈表示。

据了解，根据城乡医保政策，市二医、市

三医比市人民医院等大医院更有优势，医保

报销比例更高。这样患者既可以省心省力，

又可以节约一部分开支。年逾七旬的郑阿

婆是新型城乡合作医疗保险对象，去市人民

医院透析的报销比例比较低，转到市第二人

民医院后，报销比例提高了，加上路途近了，

减少了路费等支出，一年估算可节省6000

至7000元，大大减轻了看病的负担。

据了解，目前我市共有需血透维持治疗

的患者1000余人，原先仅有市人民医院、市

中医院、塘下人民医院等3家医院配置血透

机，部分患者无法得到充分治疗。今年，我

市依托医共体建设，市人民医院牵头开展以

血液净化中心为重点的联合病房建设，在市

第二、第三人民医院建设血透病房，新增血

透机62台。

市第二、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相

继启用，大大方便了飞云、马屿及周边地区

的患者。在血液透析中心建设期间，两家医

院先后派遣医生护士前往市人民医院学习

相关知识。血液净化中心启用后，市人民医

院也长期派驻医生护士到分院，对中心的运

行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

“过去乡镇医院技术比较薄弱，通过医

共体建设，由医共体牵头单位对分院的病房

开展指导，使技术有所进步，这也让病人不

需要跑到更远的地方，就可以享受一样的服

务，这是我们在周边乡镇建设血液净化中心

的初衷。”市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两

家血液净化中心的先后投用，极大地方便了

肾病患者，有效缓解了我市血液透析医疗资

源紧张的局面，进一步提升了我市医疗保障

的综合服务水平。据悉，市第三人民医院还

将计划进行二期扩建工程，再新增约40个

床位，血液净化中心曾经“一床难求”的局面

有望成为历史。

本报讯（记者 吴戌慧 通讯员 李俊杰）“感谢塘

下‘外娘舅’服务站对我家的帮助，现在两个孩子都

在鸿民学校上学，吃住基本不用操心，我可以安心

在外打工了。”日前，在塘下镇综治办工作人员、“外

娘舅”新居民服务站志愿者的陪同下，家住邵宅村

的袁小云把一对儿女送进了学校大门，一脸喜悦。

袁小云一家不久前由汀田搬至塘下，几年前，

因家庭特殊情况，一对儿女与他相依为命，他常年

在外打散工，无法负担学费。塘下“外娘舅”新居民

服务站志愿者王军财、刘中喜等人得知此事后，到

其家中开展走访慰问，了解具体情况，并发动服务

站内部捐款解决袁小云子女的学费、住宿费、伙食

费等。据了解，目前已收到捐款8000元，捐款活动

还在进行中。

解决新居民孩子上学问题只是塘下“外娘舅品

牌”发挥作用、关爱新居民群体的一个缩影。塘下

镇是我市工业重镇、人口大镇，新居民群体数量庞

大，矛盾纠纷频发。近年来，塘下镇充分发挥“以外

调外”调解机制的作用，发挥乡情、乡音在调解中的

作用，化解塘下新居民遇到的矛盾、纠纷。

据悉，除了几年前成立的“外娘舅调解室”以

外，该镇于去年12月成立“外娘舅”新居民服务站，

除了组织开展新居民相关交流合作、培训学习，开

展慰问困难群众、孤寡老人等各类志愿活动，还参

与了诸多涉及新居民的矛盾、纠纷调解。据刘中喜

介绍，由于地域、文化、语言等差异，不少新居民在

发生矛盾纠纷时，更习惯与同乡交流沟通，而服务

站里的志愿者、调解员均为新居民，具有丰富的纠

纷调解经验，将用乡音、乡俗、乡情及时化解新居民

矛盾纠纷。今年以来，已调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

30件。下一步，该镇还将充分调动“外娘舅”的积

极性，继续发挥“以外调外”调解模式，促进新老居

民和谐共处，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我市今年第二家血液净化中心投用
年内新增床位62张，就近治疗省心省力省钱

市二医血液净化中心市二医血液净化中心

一“刻”倾心
二十多年醉心于此

“金石养寿，书画陶情。”日前，在

池万水的厂房里，记者被一副竹刻对

联吸引。沿着楼梯向上走去，只见一

扇窗前摆放着一张陈旧的书桌，桌上

堆满了琳琅满目的雕刻工具，这就是

池万水钻研竹刻的场所。

池万水从小喜欢书画艺术，小学

便常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并屡屡

获奖。而说到他与竹子的缘分，还得

归功于他的兄长、邻居。据池万水回

忆，年幼时，哥哥常用毛竹制作篮子、

箩筐、簸箕等用品，实用且美观，而邻

居张志敏老先生则喜欢在竹子上刻

字，一把刻刀将竹子与书法合二为一，

池万水在一旁看他刻字，每每一看便

是半晌。他由此对竹子及竹刻产生浓

厚的兴趣。

“一有空闲，我就观察别人是如何

雕刻的。”池万水告诉记者，他从不做

没把握的事，在真正下定决心拿起刻

刀前，他一直处于“观察”阶段。拿起

刻刀的契机缘于他30岁时，一天，儿

子希望得到“竹迷”父亲的帮助，与其

共同完成劳技课的木刻作业。池万水

向张志敏请教，最终与儿子共同完成

这件作品，并收获儿子的崇拜。

此后，池万水便开始在竹刻上下

起了工夫，这一刻就是二十几年。为

了获得优质的竹子，他时常与志同道

合的朋友驱车到永嘉山里取材；为了

捕捉创作灵感，他经常阅读画册和历

史图书；为了汲取更多知识，他还专门

学习了书法、中国画……他说，他是办

厂的，钻研竹刻实属“跨界”，但他醉心

于此，从中得到极大的快乐。

采访期间，记者十分诧异，为何池

万水鲜少摆放他的作品？原来，常常

有人慕名而来，看到他的作品便十分

喜欢，他也毫不吝啬，将自己的作品予

以赠送。他说，作品受人喜爱，这对他

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肯定。

学习竹丝镶嵌
传统手艺不可失传

除了竹刻外，池万水如今更痴迷于

竹丝镶嵌。这得从数年前一件小事说

起。

所谓竹丝镶嵌，就是在竹丝方格纹

样上拼贴出以白桃木剔出的主题形象，

通常有山水、花鸟、博古、人物，凸现浮

雕效果，制成客堂屏风或挂屏，是高雅

的家居陈设。几年前，池万水在电视上

看到，温州竹丝镶嵌传承人张锦达痛惜

这项传统手艺正面临失传的局面，若有

人愿意学习、传承，他将免费传授。池

万水便通过多种途径找到张锦达，询问

他是否具备学习的资质。张锦达告诉

自己，竹丝镶嵌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

个精细活儿，不仅制作复杂，对篾片的

精确度要求很高，更需要创作者有十足

的耐心。张锦达的这番话没有让池万

水打“退堂鼓”，反而大大激发了他的拼

劲儿。“老师，半年后我会带着作品再回

来的。”话毕，池万水拿着张锦达给的一

小块拼接好的底纹，回来与好友叶富华

合作竹丝镶嵌。

竹丝镶嵌须用到将毛竹劈拉成细

条形状的机械设备，池万水便用自己现

有的知识，自制了简易版的毛竹加工设

备，再通过拆分张锦达赠送的竹丝镶嵌

底纹，摸清、摸透了整个镶嵌过程。半

年后，池万水带着装裱好的竹丝镶嵌处

女作来到温州，希望张锦达加以指导。

张锦达看后十分惊讶，直呼不简单，并

对其作品提出了改进建议。“老师将我

作品的缺点一一指出来，给了我不断进

步的空间。”池万水激动地与好友分享

这份喜悦。

从那以后，池万水时常到温州请

教。现在，他不断钻研竹丝镶嵌，坚持

创作，作品多次获奖。他和竹的故事，

还在不断延续……

■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许正智 郑楠

9月底，市第二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投用，正式对外提供医疗服

务。据悉，这是今年我市新增的第二家血液净化中心，加上6月份启用

的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我市今年已新增血液净化中心床位

62张，满负荷运转的话，可同时满足200多名患者的血液净化需求。

随着两家血液净化中心的相继投用，以后飞云街道、马屿镇及周边地

区有需要血透的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安全、便捷的医疗服务。

【活力塘下】

【阳光卫生】

位于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门急诊大楼6

楼的血液净化中心宽敞明亮，严格按照医

院感染管理要求，划分为清洁区、半清洁

区和污染区，设置了治疗室、水处理间、接

诊室、更衣室等功能区域，符合血液净化

标准操作规程的要求。

该血液净化中心设有床位33张，配有

血液透析机 33台及相关先进配套设备。

前期先开放 14张床位，今后将逐步扩大

床位数，满负荷运转后每天最多可满足

132名患者的长期血透治疗需求，为肾病

患者提供更为完善、科学、个性化的透析

服务。血液净化中心配有2名医师、9名

护士和1名工程师，同时还与市人民医院

医疗服务集团血液净化中心紧密合作。

由市人民医院长期派驻医生、护士对该院

血液净化中心的运行提供技术支持和指

导帮助。

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于今年6

月投用，配有29张血透床位。在这里，每

天都有 10多位患者通过预约前来血透。

据市第三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血

液净化中心共配有 29台设备，如果满负

荷运转，可满足 116名患者的血透需求。

“很多来自马屿及曹村、高楼等周边乡镇

患者都选择就近治疗”，市第三人民医院

相关负责人说。

依托医共体建设
让更多患者可在“家门口”血透

患者可就近“血透”
新投用血液净化中心获好评

民间手工艺人池万水：

二十多年与竹相伴
■记者 吴戌慧

走进塘下镇前北村一间厂房，

一楼“哐次哐次”的机械加工声此

起彼伏，二楼则是截然不同的场

景：竹板凳上坐着一位先生，架着

一副黑框眼镜，只见他双手左右翻

飞，一块粗拙的竹子在刻刀下变得

层次分明，生动形象了起来。

他就是民间手工艺人池万

水。二十多年来，他倾心竹刻艺

术，多件作品荣获各类奖项。10

年前，他又将兴趣拓展到竹丝镶

嵌上，是我市为数不多掌握这项

传统手艺的匠人。

RUI BAO

塘下文化

竹
丝
镶
嵌
（
瑞
安
市
摄
影
协
会
供
图
）

竹
刻
《
游
仙
岩
寺
》

扶贫济困、化解矛盾……

“外娘舅”让塘下
新居民更有归属感

市三医血液净化中心

““外娘舅外娘舅””将姐弟俩送往学校将姐弟俩送往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