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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有多远，这病得您看

一眼才放心！”8日，一名患者家

属深夜从连云港自驾来到市一

院，只为找到当年在淮安市第一

人民医院就职的主诊医师施建

华给母亲复诊。而见到施主任

后，他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这

份孝心和医患情深，令医护人员

为之动容。

原来，患者曹阿姨（化名）于
2022年9月在淮安市第一人民

医院进行乳腺癌手术，术后恢复

良好，如期出院。当时，给曹阿姨

做手术的正是施建华主任医师。

2022年10月，施建华回到家乡

南通，入职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担任甲乳外科副主任一职。由于

对患者的高度负责，在离职淮安

市第一人民医院前，施建华把该

患者的诊疗经过、病理、免疫组化

结果、外送的基因检测报告结果、

后续治疗用药方案等，都写在门

诊病历里，以便给患者复诊的医

生能够清楚了解患者的病情，并

打印了一份让患者自己保留。

此后，患者多次前往当地医院复

诊，但是没见到施建华，一家人

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几经周转，

他们终于打听到施建华已经在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任职，于是

就有了开头的一幕。患者的儿

子坦言：“母亲恢复得很好，但让

施主任再看一下我才放心！现

在疫情好转了，来去都很方便，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南通市第一

人民医院看病了！”朴实的语言、

真挚的感情是一名患者及家属

对医生极度信赖的体现！

施建华介绍，其实曹阿姨的

病情并不复杂，而且后期恢复得

也很好，就在当地医院随诊即

可。没想到一家人这次连夜驱

车400多公里找她复诊，这样的

信任与肯定令她十分感动。为

了能让患者尽量在当日完成检

查，施建华提前联系门诊部了解

预约检查的排队情况。得知前

因后果后，市一院门诊部也第一

时间联系相关辅助科室，开通

“绿色通道”，让患者中午就完成

了所有检查。

这是一场医患的“双向奔

赴”：我治愈你，你温暖我。正是

这份肯定与信赖，让天涯化为咫

尺，让医患没有距离。施建华表

示，如今回到家乡工作，她会继

续坚守以人为本的医者初心，努

力做一名百姓认可的好医生。

盛美红 冯启榕

连夜驱车400多公里来南通复诊，只为找到当年主诊医师

晚报讯 年画纳福，祈吉祷祥。昨天，
通州区兴仁镇太阳殿村姚家木刻年画的第
三代传人姚正泉仍在奋力印制木刻年画：

“这是一个台湾客户年前订的，当时我没
空，他就说等到年后。”

好货从不怕晚。姚正泉的手艺深得祖
辈、父辈真传，制作的年画刻绘精美、色彩
绚丽，且颜色持久。姚正泉拿出一张他8
年前制作的纳福年画，赤橙黄绿，色彩亮丽
仿若新画，独特的肌理线条依然分明流畅。

在我国，年画就是年的象征，不贴年画
就不算过年。每年春节，姚正泉的年画很受
欢迎，不仅附近十里八乡的居民都来买，连
南通其他县市区甚至外省市的人都慕名而
来，苏州、镇江等地的客户也会前来订货。

7日，一对山东夫妇驾车9小时，慕名
前来购买了一些木刻年画，说是儿子在国
外，很是思念祖国，想要几幅具有浓郁中华
传统文化特色的木刻年画聊以慰藉。

这次是姚正泉首次承接台湾订单，客
户是两名台湾青年版画艺术家，他们每年
都会到各地考察年画，前些时候在南通待
了几个月，十分喜欢南通的木刻年画，“他
们觉得南通的年画造型和工艺很有特色，
对艺术创作也有启发，决定收藏这批年
画。”姚正泉介绍。

这批订单共18套，每套200张。为让
客户尽早拿货，姚正泉年初八就开工了，

“一天最多印100张，一点都不歇劲，现在
已经做到第4套了，大概还有一个月能完
工。”姚正泉嘴里说着，手下不停。每张年
画需要套色4至8种，每种颜色每张都需
手工上色一次、翻纸两次、抹平一次，且全
程都站着，这对已经72岁的姚正泉来说，
是不小的工作量，“一辈子都做这个，能把
传统非遗文化传承下来、传播出去，我非常
高兴。”姚正泉说。

通讯员徐艳梅 记者黄艳鸣

晚报讯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
小星星……”13日下午，城西小学的阶梯
教室里传来悠扬的童谣，歌声来自一棵圣
诞树。这是在该校开设的益智课堂上，由
崇川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的老师王一如
带来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开场秀。

“圣诞树为什么会唱歌？”“它还在转圈
圈，好像在跳舞啊！”“这是什么原理？”看完
圣诞树的表演，场下已经炸开了锅。同学
们一面热烈地讨论着，一面紧紧盯住老师
的一举一动，生怕错过揭秘瞬间。“通过预
先编写程序，将歌曲传送至固定在树根处
的主板上，同时利用马达带动齿轮转动，触
发主板开关，就能收获一棵‘边唱歌边跳
舞’的圣诞树。”王一如用通俗的语言和简
明的手势，展示了在scratch编程下动起
来的乐高积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AI的
神奇。

随后，会听指令招手的招财猫、一挥手
就能控制开关的小台灯、会猜拳的摩天轮
等也作为“特邀嘉宾”来到了现场，与老师
和多名同学实时互动。

“与AI相关的各类设备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诸多便利，以此为拓展，我们可以使
用开源硬件传感器与scratch程序软件，
通过图形化编程将传感器的功能与乐高积
木相结合，完成各种创意制作。”在王老师

的启发下，同学们动手实践，通力合作。在
反复练习后，二（2）班的陶陈陈用机器人
吉他弹出了一段音乐，兴奋地给记者介绍：

“这是超声波传感器，通过控制距离可以播
放不同的音频。”

独特的数字体验，或将是他们打开人
工智能大门的首次探索。“接下来，我们将
组建两支校级人工智能社团，一、二年级为
一支，三、四年级为一支，目前已有70多名
学生报名。”该校负责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曹
彬告诉记者，社团组建完成后，每周保证一
节课。每节课均有特定的主题与导向，根
据课堂要求每名学生下课前都会完成符合
本节课主题的创意作品，以此激发学生自
主探索的精神与动手协作能力。

据了解，新学期开学以来，城西小学在
探索更有特色、更满足学生需求的课后延
时服务上有了更多“小而美”的尝试。“针对
低年级学生，我们开设了益智课堂、科技课
堂、生活课堂、缤纷课堂等特色课程，在挖
掘学校自有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引进社会
优质教育资源，促进课后服务多样化。”曹
彬说，学校还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
点和兴趣方向，设置了24个班级社团和
10多个校级社团，让学生能够朝着自己喜
欢的方向进行特色发展。

记者高阳

通州姚家木刻年画首次接到台湾订单

以刀为笔唤醒传统文化记忆

挥手亮灯、圣诞树唱歌、机器人弹吉他

人工智能走进延时服务课堂

蒸米糕视频成爆款

“维维安，你又火了！”
年前，一条《外国女婿诠释

“入乡随俗”，穿粉色“战袍”备年
货蒸米糕》的视频，又让维维安火
了一把。

视频中，在妻子王瑜位于海
安白甸的娘家，灶房里，穿着围
裙筛米粉、压糕模的维维安用
娴熟利索的动作蒸米糕……中
国民俗文化，一直深深吸引着

“远嫁”而来的维维安。一有机
会，他就学习制作中国“原生
态”美食。

“维维安对我们传统的特色
小吃，简直可以用‘痴迷’来形
容！”王瑜打开手机上的相关视频
和图片说，“这是他在学做兰州拉
面、山西刀削面……”还有陕西肉
夹馍、江南“老婆饼”……维维安
无不喜爱之、用心研究之。

“平时，他主要在网上向
‘下厨房’App学习厨艺。”王瑜
笑着说。

小店歇业私房甜品不减

在去王瑜和维维安家的途
中，记者意外注意到，他们在离家
不远处租赁经营的甜品店，落了
锁、歇了业。

“前一段时间受疫情影响，小
店开开停停；加上二宝雷欧快要
上幼儿园，大宝路易今年也要上
小学了，我们照顾孩子也有些分
身乏术，目前小店就歇业了。”王
瑜解释。

小店虽然歇业了，但维维安
的手艺可一点儿也没被耽搁。

“在海安，我们有十多位外国友人
定期来我们家聚会。”温馨的小家，
既是他们温馨的爱情港湾，也是为
友人们提供正宗法国甜品的烘焙
工坊。

王瑜说，在培养和教育孩子这
个问题上，她和维维安也达成共识：
要让孩子从小拥有健康的身心。两
个小家伙除了正常接受学龄前教育
外，还接受了跆拳道、足球、游泳、绘
画等一系列的兴趣培养。

相伴是最好的保鲜剂

尽管过着柴米油盐的平常日
子，尽管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
差异，但在王瑜的心里，爱情永不落
幕。“自2015年在法国昂热市政厅
注册结婚起，我和维维安已经走过
了‘七年之痒’。”

“今天是情人节，海安花店里最
贵最好的玫瑰花卖到了100元一
枝。”王瑜告诉记者，“维维安掏腰包
时有些舍不得了，他也学会了精打
细算过日子。他跟我说：‘老婆，我
就给你买个花菜做西餐吧！至于玫
瑰花嘛，我想过了节价格回落时再
给你买，可好？’我呢，当然回他一个
字：好！”

情人节的玫瑰花没买，可这一
天维维安精心烹饪的大餐，让王瑜
吃得满口余香……

婚前两人拼命工作，有了一定
的积蓄，王瑜和维维安日常生活得
以从容不迫。接下来，全家还准备
去云南、四川等地旅行，去看看维维
安心中仰慕已久的绝美风景。

本报记者周朝晖
本报见习记者张园 沈佳颖

本报实习生吴张颖

甜蜜不打折

“神仙伴侣”恩爱如初

去年年初，本报刊登了海安“洋女婿”、法国人维维安
和妻子王瑜的爱情故事。一年过去，这对“网红夫妻”如
今生活得如何？昨天，本报记者再次探访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