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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到，柿子熟。”入秋后，
正是柿子大量上市的时节，剥开
柿皮，果肉鲜甜多汁，许多人一
吃就停不下来。然而，柿子虽香
甜可口，若食用不当则会给身体
带来危害。最近，44岁的安先
生正因空腹饮酒后一次性食用
了10个小柿子，胃中形成了一

颗巨大的结石，在南通市第一人
民医院消化内科就诊，通过两次
胃镜才取出全部结石。

10月9日，安先生在家感
到肚痛难忍，来到市第一人民
医院消化内科就诊。“询问后才
知道，病人此前曾在家空腹边
喝酒边吃了十个小柿子，胃中
形成了结石。”该院消化内科副
主任医师杨艳梅介绍，事实上，
安先生在一周前就因这颗结石
去外院保守治疗过，但症状始
终没有得到缓解。当天，杨艳

梅通过胃镜观察发现，安先生
胃中有一颗10厘米的巨大褐
色结石，一次性取出难度非常
大，经商讨，决定先将胃石切割
后再分次取出。“考虑到病人身
体承受情况，我们一共进行了
两次手术。”市一院消化内科分
别于10月13日、10月14日为
安先生实施了胃镜手术，将安
先生胃中切割后的结石逐个取
出。17日，复查结果显示，安
先生胃中结石已经全部取出，
但胃角的部位因为胃石的压迫

形成了一个溃疡，需要进一步
治疗。10月 22日，安先生已
康复出院。

无独有偶，10月31日，62
岁的蒋女士也因吃柿子导致
胃石症前往市一院消化内科
就诊。记者了解到，每年秋冬
柿子上市的季节，该院都会接
诊多例内镜下取出胃结石的
病例。

杨艳梅介绍，胃石症是指胃
内产生结石，柿子、山楂等食物
含有丰富的鞣酸、树胶、果胶等，

在胃酸的作用下鞣酸与蛋白质
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
沉淀在胃内，而鞣酸蛋白、树胶、
果胶能把柿核、蔬菜植物纤维黏
合在一起形成胃石。

在此，杨艳梅提醒广大市
民，柿子虽然营养丰富、香甜美
味，吃起来却有诸多禁忌。“空
腹饮酒后吃大量柿子，或者空
腹吃山楂、柿子后喝茶、饮酒及
多进食增高胃液酸度的食物
等，是诱发胃石症的主要因
素。” 王怡 冯启榕

空腹饮酒后竟吃下10个柿子 专家提醒：食用柿子勿贪多，警惕患上胃石症

晚报讯 “这里的地面
硬化已经通过审计，马上进
行塑胶地面铺设和健身器材
的安装。”近日，通州区金新
街道碧堂庙社区党委书记张
锡萍再次来到江海皇都小
区，查看健身区域的改造情
况，“一开始居民和物业矛盾
也挺大，好在有我们‘红色物
业’‘和管家’的多方协调，才
顺利化解。”

“红色物业”是通州在基
层治理中探索出的多元新路
径：由社区党委、业主委员会
和物业公司联合，选聘7名

“红色物业”管家，时刻关注小
区的方方面面，“和管家”则是
专门负责纠纷调解的那一个，
也多由司法系统具有调解经
验的人担任。今年以来，成功
化解了充电桩和分类垃圾箱
设置、小区道路和健身器材维
修等一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的矛盾，赢得百姓点赞。

在建有“红色物业”的小
区，物业服务站点设有“调解
议事室”，小事都能在这里协
商解决。“辖区的几个小区都
有些年代了，健身器材陈旧
且存在安全隐患，居民便向
物业提出维修改造的需求。
但物业认为这不属于他们的
职责范围，几次三番后，矛盾
逐渐激化。”江海皇都小区

“和管家”尹志泉了解情况
后，一方面向居民解释其中
缘由；一方面组织网格支部
及教体局、纪委、住建部门，
多方协商，配合做好实地勘
测、方案制定等工作，一场剑
拔弩张的矛盾就此化解。

据介绍，各地司法行政
部门将人民调解组织、网格

员、法律明白人、村居法律顾问
等调解力量不断下沉，以全面
排查物业纠纷、收集群众法律
需求；崇川和通州还试点在老
旧小区改造、新房集中交付、集
体拆迁等地建立“物业纠纷联
调流动工作站”，选派专职调解
员现场坐诊，吸纳社区民警、街
道工作人员、小区内机关干部、
退休党员、行业达人等力量积
极参与，充分发挥“援法议事”
平台等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作
用，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此外，市县两级均建立了
物业纠纷联席研判工作机制，
联合住建、民政、城管等多家单
位，分析研判物业纠纷类型，化
解重大疑难复杂物业纠纷。针
对物业服务管理涉及多个供应
和管理主体，牵头组织相关行政
执法部门联动合作，已开展联合
执法16次，收集处理各类物业
投诉案件1800余件。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人民
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联合
法院在唐闸法庭等24家基层
法庭设立物业纠纷调解工作
室，促进纠纷诉前化解。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各
级调解组织调处各类物业纠纷
3670 余起，调解成功率高达
96.9%，真正为民办事、为民解
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记者何家玉 见习记者范译

实施近海和滩涂湿地的
江海洄游生物保护是策应长
江大保护战略的重要措施，
也是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
要一环。如何进一步加强协
同创新，着力破解江海洄游
生物保护和长江入海口生态
功能修复等领域科技难题？
10月 30日，在江海洄游生
物保护科技创新联盟成立一
年之际，联盟各成员单位相
互交流在生态监测和评价等
方面的科研成果，共商协同
创新。

长江鱼类资源快速上升

2021年 1月1日起，我
国长江流域全线禁渔。近两
年，国家农业农村部、江苏省
农业农村厅陆续出台一系列
新政策，扎实推进长江十年
禁渔及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程。

全面禁渔的背景下，长
江鱼类资源量快速上升。日
前发布的《长江水生生物资
源与环境本底状况调查
（2017—2021）》显示，随着
2019年刀鲚专项捕捞许可
证制度的取消，及2020年长
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渔工
作的推进，由长江口入江并
进入鄱阳湖的江海洄游刀鲚
种群，较之前显著恢复。

刀鲚是江海洄游生物保
护的旗舰种。中国水产科学
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近年来
致力于在鄱阳湖和安徽江
段及江苏江段监测长江口
刀鲚种群。“与禁渔前相比，
长江中下游沿线水域刀鲚
资源持续恢复，长江刀鲚资
源组成日趋复杂，新分布点
逐渐增多。”中心研究员杨健
说，这一监测结果振奋人心，
表明刀鲚关键栖息地在明显
复苏。

长江干流刀鲚种群显著
恢复，那海洋里的情况如何
呢？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党委书记、研究员仲霞铭介

绍，该所实施了长江口与毗邻
海域刀鲚的联动监测。数据显
示，2020年~2022年，毗邻海
域刀鲚出现频率、出现量连年
上升。“由此可以看出，长江禁
渔的效果初步显现。”

系统保护洄游生物生活史

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2022 年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要巩固长江禁渔成
果，强化水生生物养护。保护
江海洄游生物、保护长江生态
如何更进一步？参会专家围绕
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恢复渔业资源是治理海
洋生态环境的必要措施。”物理
海洋学家、中科院院士苏纪兰
认为，认识洄游生物的生活史
是对其保护研究的抓手，可从
研究滩涂在洄游生物生活史中
的作用破题。

苏纪兰院士说，以刀鲚为
例，其在南通以上产卵，长江口
滩涂是刀鲚的育幼场。滩涂上
有丰富的生物群落，除了提供
鱼类育幼场，还具有净化水质、
埋藏蓝碳、作为候鸟迁徙地等
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因此，“滩
涂湿地并非荒滩，而是金滩银
滩。如何规划利用，事关近海
生态环境优劣。”

“保护洄游生物是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体
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
究员孙松也认为，恢复近海渔
业资源是当务之急。他建议，
加强鱼类等洄游生物生活史研
究，对洄游鱼类全生活史阶段
开展系统保护，进行“家园式”

“牧场式”管理，让鱼类完成一
个完整的生活史。

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天气造
成长江水位下降，导致刀鲚等
渔业资源受损。对此，杨健研
究员建议高度重视极端气候异
常等突发事件导致渔业资源受
损的评价，建立应急管理机制。
此外，他还建议加大针对非法
捕捞长江及周边水域水产品生
物的溯源及鉴别技术研究的资

助力度。

跨学科协作助推资源恢复

江海洄游生物保护科技创
新联盟自2021年成立以来，在
鄱阳湖刀鲚恢复现状和长江口
集聚扩散效应、长江口缺氧区
研究、生物多样性研究以及长
江口生态系统功能响应等方面
开展了多项研究，积极推进区
域生物及生态保护工作。

跨学科协作，是助推江海
洄游资源恢复的题中之义。今
年会议期间，苏纪兰院士再次
强调了建立联盟的出发点。他
拿对虾举例，其为什么在某处
产卵、在某处生长，其饵料是什
么，这些都需要不同学科一起
来研究。

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
除了观测江豚，还在我市沿海
滩涂观测迁徙鸟类。随着观测
手段、频次增加，观测到的物种
也日趋多样，今年在如东沿海
滩涂还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黑嘴鸥的繁殖地。
滩涂不仅是候鸟天堂，也是刀
鲚等鱼类的育幼场，中心研究
员张再峰说，下一步，中心将为
江海洄游生物研究提供更多监
测数据。

如何更为合理地保护江海
洄游生物也是联盟今后需要长
期研究的一个问题。江海洄游
生物保护科技创新联盟秘书
长、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研
究员熊瑛说，刀鲚进长江、回大
海之前，都会在长江口徘徊一
段时间。去时、回来时各多
久？这需要多方共同研究，从
而为长江口毗邻海域的捕捞管
控提供科学依据。

保护江海洄游生物，是长
江大保护战略的重要内涵。去
年，市科技局在科技计划体系
中增设“长江大保护专项”，支
持院企联合开展洄游生物保
护、长江南通段治理等领域科
研攻关，两年共扶持科技项目
33项。 本报记者王玮丽

本报见习记者范译

江海洄游生物保护科技创新联盟成员交流科研成果

水中“候鸟”何以加速回归

“和管家”正在调解居民纠纷。

“和管家”主动出击
解决物业纠纷

多层次多元化组建调解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