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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厦门眼科中心漳州眼科医院举办糖尿病眼病防治公益检查活动，市民可参加

据悉，作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之一，“糖网”主
要是由于患者长期血糖控制不良，进而破坏视网膜
血管，导致眼球内新生血管生成、玻璃体出血、牵拉
视网膜脱离等，引起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视物变
形、眼前黑影飘动及视野缺损，眼胀、眼痛等症状，
造成不可逆的视力丧失，严重的甚至会致盲。

“多数患者在糖尿病治疗时，未能认识到眼底
检查的重要性，等到发生‘糖网’时，才后悔莫及；
有的则是从未注意血糖检测，直到眼睛出了问题，
到眼科检查后，才惊讶发现自己早就被糖尿病‘缠
上’。”罗添场说，“糖网”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早期症
状不明显，因此极易被忽视。如今，随着人们生活
方式的改变，“糖网”早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
而是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早发现，早控制，延缓“糖网”的发生发展。“眼

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罗添场认为，眼底是守护
“视”界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眼底照相，能够发现
“糖网”、黄斑变性、视网膜裂孔等致盲性眼底疾
病，患者从而可以尽早获得及时的治疗，把疾病遏
制在可控状态。

如果说白内障和青光眼是数一数二的致盲杀
手，那眼底病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不亚于它们。
眼底治疗，可以说是所有眼科疾病治疗中要求最
精细的活儿。医生的临床经验、理论知识以及设备
都会影响治疗结果。

据了解，厦门眼科中心漳州眼科医院整合了
厦门眼科中心的优势，设备与厦门眼科中心同
步，集聚了一批厦门眼科中心专家。在眼底亚专
科专家方面，医院有经验丰富的眼底专家坐镇，
其中，厦门眼科中心眼综合专科学科带头人，同
时也是厦门眼科中心漳州眼科医院专家顾问蔡
锦红主任医师每月到漳坐诊、手术。另外，漳州市
医院原眼科主任医师罗添场现担任厦门眼科中
心漳州眼科医院业务副院长，长期固定在医院坐
诊、手术。 （阮雪芳 文/供图）

警惕糖尿病“偷走”你的视力

众所周知，糖尿病是威胁居
民健康的主要慢性病，已成为全
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然
而，临床门诊时，不少糖尿病患
者都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得
了糖尿病，医生却让我看眼睛？”
他们并不清楚，糖尿病还可能诱
发各种各样的眼部疾病，如常见
的致盲眼病——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简称“糖网”）。

“‘糖网’早期症状不明显，
会在不痛不痒中‘偷’走糖尿病
患者的视力，被称作视力的‘隐
形杀手’。”厦门眼科中心漳州
眼科医院业务副院长、漳州市
医院原眼科主任医师罗添场呼
吁广大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
做1至2次眼底检查，如发现病
变及时治疗，尽量减轻糖尿病
并发症带来的伤害；已发现病
变的患者，应遵医嘱定期复查，
尽可能挽救和维持现有视力。

为关爱糖尿病患者，厦门眼科中心
漳州眼科医院将于本周六举办眼科专
家和你谈“糖”——糖尿病眼病防治公
益大讲堂活动。活动设有专家科普讲
座、眼公益检查（测血糖、测血压、测视
力、测验压、裂隙灯检查）、现场咨询答
疑，到场提供伴手礼一份。糖尿病、高血
压等人群及家属可报名参加活动。

授课科普专家：罗添场（主任医师、
厦门眼科中心漳州眼科医院业务副院
长、漳州市医院原眼科主任医师）

活动时间：2022 年 11 月 26 日（周
六）上午8:30

活动地点：厦门眼科中心漳州眼科
医院五楼会议室（芗城区胜利东路45号
八达大厦）

预约报名：0596-2077111

患者送字画给罗添场副院长表示感谢罗添场副院长为患者检查

本周六，糖尿病眼病防治
公益检查活动邀您参加“

眼底一张照
“糖网”早知道

整合资源优势
为眼底患者保驾护航

“很高兴直播间的朋友听我唱歌、唠嗑，喜欢
主播的可以点个关注噢！”“非常感谢你们的支
持！”……主播徐朝东戴着清朝制式的官帽、身穿
红色古装，对着屏幕，慷慨激昂地唱着《向天再借

五百年》。
小小的直播间里，气氛火热，观众点着赞，偶尔

刷出几个礼物，徐朝东备受鼓舞，歌声越发嘹亮。
目光从屏幕中移到现实，光鲜亮丽的直播间原

来只是个改造过的小仓库，徐朝东穿着这身“固定
装备”，在这个阴暗的地下室里，一播就是五六年。

今年 46 岁的徐朝东是一名肢体残疾人，抖音
直播的用户名叫做“拐歌”，用他的话说，就是走路
需要拄着拐杖，又喜欢唱歌，“就算拄着拐杖，我也
能唱出生活的歌，我的昵称，就是我乐观积极的生
活态度。”

徐朝东原本是一名驾驶员，温柔贤惠的妻子经
营着一家小店，可爱聪明的孩子承欢膝下，和许多
普通人一样，过着安静闲适的生活。2009年，一场大
病击溃了这个本来和谐美满的家庭，治病、奔波于
亲戚朋友之间借钱……徐朝东保住了生命，但是失
去了健全的双腿和驾驶员的工作，随之而来的，还
有家庭的巨额负债。

“刚开始需要拄拐的时候，我根本接受不了这
个事实。”徐朝东出院后，一直在网络上搜寻治愈的
方法，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泡在网络
上了，“毕竟我那时觉得自己是个‘废人’，花了家里
这么多钱，也做不了什么了。”徐朝东苦笑着说。

在“网上冲浪”的日子里，徐朝东接触到主播这
个行业，开始萌生做主播的想法。徐朝东从小就对
音乐很有兴趣，学校里凡是有举办音乐大赛，他都
会去参加，也捧回了不少奖杯奖状。在生病之前，他
也是个性爽朗、幽默搞怪的人，徐朝东由此坚定了
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看了网上不少主播，我觉得

自己不比他们差。”
立下了目标，就要为之努力。2017年，在直播还

没成为一种新兴业态时，徐朝东就已经摸索着在
YY、酷狗等直播软件上与天南地北的网友交流，挖
掘到了“第一桶金”。与此同时，振作起来的他找到
了一份保安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之余，把全身心都
投入到直播之中，他的信念很简单：“要承担起男人
的责任，至少不要给家里造成负担。”

这几年，抖音直播、视频号直播火热起来，他
也随即转战抖音。“一开始很艰难，”徐朝东坦言，

“没有团队，也没有系统学习，一个人单打独斗，手
忙脚乱的。”自己上网找资料、参加残联举办的网
络直播培训班……只要一下班，徐朝东就待在自
己的小工作间里，钻研着如何提升直播质量，吸引
到更多观众，而就算在上班时，他家里的电脑上也
挂着纯音乐自由直播间，用最高强度培养自己的
账号。如今，他做起直播来已经小有心得，月收入
也渐渐稳定。

“等我流量再大点，我就可以靠全职做直播养
家啦。”提到未来的目标，徐朝东很有信心，同时，他
也有个志向：“我也想同步把我们漳州的特产推出
去，让更多人看到我爱的这座城市。”

⊙本报记者 林昕蓉 文 王炜艺 图

一场大病后，他走不了路、失去了工作，46岁的徐朝东没有倒下，拄着拐杖当主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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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炭！……”一声惊呼之后，
是一脸迷惑。

难道是听岔了？船老大邓先生
一脸懵，向检察官询问。

“你没有听错，是买碳，而这个
‘碳’字，是‘碳汇’的‘碳’，而不是
你说的那个煤炭的炭……”近日，
在一起案件中，经东山县检察院
生态办案组检察官一番解释，这
位渔民半是理解、半是疑惑地点
了点头。

所谓的“碳汇”，是指通过植树
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
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
制。通俗一点讲，就是你前次违法
捕捞，已经给海洋生态安全，造成
了相应程度的损害；因此，你应该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检察机关考虑
到你悔罪的态度，现在责成你以购
买“碳汇”的形式，进行海洋生态损
害补偿。

“哦，是这样啊。”邓先生总算
明白了一些。

事情的缘由得从今年6月2日
说起，邓先生驾驶渔船，以光诱敷
网方式进行捕捞作业，次日凌晨被
漳州海警局东山工作站警察查获，
其捕捞的水产品约538千克，经认
定，涉案网具为禁用渔具。

东山县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

发现，邓先生在禁渔期、禁渔区使
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的行为，损
害渔业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侵害
了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根据《民
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应承担赔
偿非法捕捞造成的海洋生态经济
损失的民事侵权责任；并将该案立
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同
时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

为了给违法当事人敲响生态
安全警钟，东山县检察院专门给邓
先生“量身定做”了非法捕捞水产
品相关生态补偿的一套新方式，其
水生生物资源修复资金 15660元，
可直接购买海洋碳汇进行替代性
修复。这才发生了开头邓先生一时
难以理解的困惑与疑问。

历经检察官的一番“多费唇
舌”，邓先生自愿申请购买海洋碳
汇进行替代性修复，用于弥补因非
法捕捞对东山渔业生态环境造成
的破坏。

2022年 11月 16日，东山县检
察院将这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起诉至县法院。“梆”！一声
法槌敲下，县法院判令被告邓先
生，向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厦门市
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购买海洋碳
汇2773.3吨并予以核销，用于弥补
因非法捕捞对东山渔业生态环境
造成的破坏。 ⊙黄喜祖

渔民在东山海域非法捕捞

被判买“碳”补偿生态

本报讯（李小琴）“五福南靖家
兴旺，撸起袖子加油干，奔小康！二
十大精神鼓舞人心，习总书记指方
向，创伟业……”连日来，在田螺坑
土楼群，客家山歌非遗传承人王旭
辉用“土味”十足的客家山歌，向村
民和游客宣唱党的二十大精神。

当地村民黄集锦竖起大拇指
说：“将党的二十大精神用山歌唱
出，听起来亲切又易懂。”游客何凤
爱说，客家山歌很好听，一下子就
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很有兴趣了
解客家山歌唱的内容。

王旭辉是土生土长的南靖土
楼人，近 30 年一直在家乡从事音
乐教学工作。这些年，他见证和感
受着家乡的变化。“以前从南靖县
城到南靖土楼需要翻越‘九曲十八
弯’的天岭，坐车近一个半小时，后
来有了山梅公路，现在又有了漳武
高速，只需要25分钟。原先我们的
土楼是藏身深山无人问津，申遗成
功后，名满天下，游客纷至沓来
……我们土楼人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王旭辉说，作为一名党员，他
认真学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这让
王旭辉颇有感触，于是，他将家乡
的变化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
来，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客家山
歌。“‘是谁把天路修到家乡，是谁
让土楼名扬四海，是谁让旅游红利

惠及百姓，那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我要用我擅长的客家山歌颂
党恩。”王旭辉说。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一路南
迁，艰难跋涉，艰辛创业的生活号
角，也是客家人生活中苦与乐的真
实写照，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王旭辉介绍，老一辈流行口传
心授客家山歌，现在年轻人会唱的
较少。为了创作出既贴近群众、又
能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客家山
歌，他在闲暇时间寻找客家山歌传
唱者，通过“听、唱、记”形式，慢慢
把客家山歌曲调收集整理起来。

然而客家山歌曲调较为单一，
如何改编才能让更多人喜爱？王旭
辉对原有的客家山歌曲调进行二声
部改编、男女声二重唱整合，把旋
律、节拍进行调整，改编成当代年轻
人喜欢的曲调风格。作曲完成后，王
旭辉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歌词，
创作了《新时代新思想放光芒》《山
歌颂党恩 奋进新时代》等多首客家
山歌，并前往景区、社区宣唱。

王旭辉说，自己作为南靖三中
的党支部书记和音乐教师，他还将
这些客家山歌带进校园，让党的二
十大精神浸润学子心，在潜移默化
中引导青少年学生传承党的红色
基因，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

题图：王旭辉用客家山歌传唱
二十大精神 余祥龙 摄

音乐老师改编客家山歌音乐老师改编客家山歌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声”入人心

“““小雪小雪小雪”””驾到驾到驾到
阴雨阴雨阴雨“““上线上线上线”””

小雪，冬季的第二个节气。它一到，冷空气昨天便立马“支
棱”起来，与暖湿气流在漳州上空展开一场大战。前一天还是
阳光明媚、暖意融融，转眼间就变了脸，蓄谋已久的降雨计划
终于得以上线。气象部门预测，接下来三天，我市会出现连续
的阴雨天气。虽有朔风渐起、寒意渐浓的意味，但依然有盛开
的繁花在阴雨蒙蒙的空隙，专门抚慰人心。雨后漫步，所有属
于冬天的冰冷预言全都被揉碎在缤纷的色彩里，“心花”也跟
着怒放起来。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影报道

▲雨中漫步
▶云雾笼罩城区上空

▲冬季花语

徐朝东在租借的小仓库里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