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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10 月 15 日，2021 年浙江省第二届“国际创客”创
业创新大赛在我市举行复赛。经过激烈角逐，《植物
废弃物综合处理》等 20 个项目凭借优异表现入围下
阶段的决赛。

本届大赛以“‘浙里’数智赋能，‘义同’创享未
来”为主题。现场，进入复赛的 50 个参赛项目的参赛
选手通过个人展示、项目介绍等环节，各进行 3 分钟
路演。在座的评委分别从创新性、商业性、可持续性、
团队情况、社会效益等五个方面进行打分。

据了解，自大赛启动报名工作以来，共征集到各
类创业创新项目近 300 个。其中，参赛选手覆盖美国、
俄罗斯、墨西哥等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参赛项目涉及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直播电商、新业态创业、创新设
计及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

省第二届“国际创客”
创业创新大赛20强产生

▢ 何恃坚

《黄帝内经》载:“天覆地载，万物
悉备，莫贵于人。纵观古今，若要成为
一名大医，医术须精，医德当诚。”

义乌一地，历来名医辈出，尤以
“三溪”为最。三溪者乃丹溪朱震亨、
华溪虞天民、黄溪陈无咎，代表了每一
个时代的义乌医学高峰。

朱震亨(1281-1358)，自幼聪敏，读
书务求理解精义。青少年时读经书，企
望通过科举求仕进。可是 30 岁时，母
亲患严重的脾病。他心情焦急，请了许
多医生治疗都治不好。原来这些医生，
大都医术粗劣，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
盲目搬用《局方》。开的药大同小异，
吃下去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时，他深深
体会到：“医者，儒家格物致知一事，
养亲不可缺”。因“众工束手”而立志
学医，日夜攻读《素问》等书，经 5 年勤
奋苦学，既治好了母亲的病，也为日后
的成就打下良好的基础。

后来，朱丹溪到东阳师从许谦学
习理学，其间，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
第。此时，又一个打击从天而降，崇敬
的老师患了重病，前来探视的医生们
无能为力，近乎绝望的许谦对他说：

“我卧病已久，非精通医术的人不能救

活，你聪明灵活，能不能改行学医呢？”
朱丹溪听了老师的话，也勾起了

许多惨痛记忆：孩子受了内伤，伯父患
瞀闷，叔父鼻衄，弟弟腿痛，心爱的妻
子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虽然每次都散
尽钱财，最后却只能看着亲人惨死在
庸医手下。此时，他豁然开朗，要使泽
德远播四方，唯有学医济人，毅然断绝
仕途，决意专心从医，两年后治愈恩师
多年顽疾。

朱丹溪在实践中领悟到风行南北的
《和济局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
无穷之病”，流弊不少，于是决定外出求
师，最后师从杭州名医罗知悌，尽得精
髓,更有继承与发挥。经过长期不断实
践，创造性地阐明了“阳有余阴不足”的
观点，较系统地创导了滋阴学说，名列

“金元四大医家”，誉为一代宗医，医著
有《格致余论》《素问纠略》《局方发挥》

《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本草衍义
补遗》及《宋论》《风水问答》等。他的理
论学说与临床经验在世时即引起人们的
重视，自明代至清初的整个医学界，几
乎全受丹溪学说的支配。现代中医临床
广泛使用的大补阴丸、越鞠丸、左金丸、
虎潜丸、保和丸、趁痛散、曲术丸等，都
是出自朱丹溪的制方。

朱丹溪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不仅因
母亲有病才立志学医，其对母亲的奉养
也堪称典范。他的奉养方法主要体现在
饮食方面，让父母平淡饮食，不给老人
吃特好吃的东西。他母亲以前有点痰

饮，由于恪守饮食清淡，过了七十岁后，
居然没有了。

朱丹溪医术高超，往往一帖见效，人
们亲切地称他“朱一帖”“朱半仙”，更重
要的是怀有仁道医心，凡是有求医者，
不计路途之远近，报酬之多寡有无，皆
视人病如己疾，常施药于贫病，而不取
分文，广受百姓爱戴。

虞抟（1438-1517），字天民，也是一
个因母多病立志学医的孝子。他承祖父
家学，潜心研读各种中医经典著作，继
承发挥朱丹溪医理，但不局一家之言，
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其治伤寒宗仲景，
疗内伤法东垣，小儿诸症则崇尚钱乙，
从而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医学理论。

虞抟的医疗经验与医学理论不但遍
传国内各地，而且闻名于海外。著有《医
学正传》《方脉发蒙》《证治真铨》《苍生
司命真复方》《半斋稿》等医学著作，并
在学术上创造性提出“两肾总号命门”

“三焦腔子之说”的医学理论。至今，医
界的重要著作《中国中医中药名医名方
总汇》中收入虞抟验方就达 156 个之多，
可见其对祖国中医科学贡献之巨大。日
本各中医院校皆以虞抟的著作为医学教
科书，足见其医学理论流传之广，影响
之深。

陈无咎(1884-1948) 是遵从母亲劝
告，采取自我救治走上从医之路的孝
子。他自小禀性聪慧，好静勤学，一心致
力于科举。22 岁时，因患病疟疾，寒热往
来，迁延月余，遍请乡医诊治，毫无效验

后，他听从母亲劝说，开始学习传承医
学，将家里所藏的医事书籍罗列在床榻
上，随意取来阅览。经过研究后，自用

《景岳全书》所记载药方，服了一剂后就
见效，数剂后就痊愈。从此，激发了他潜
心钻研中医的极大兴趣。后来，进入浙
江两级师范学堂研读法科，课余钻研博
物、解剖、生理、心理、理化诸学科，进一
步拓宽了视野。学业完成后，应友人邀
聘到上海行医，因治病有应手奏功、妙
手回春之效，医名渐噪东南。

1919 年，陈无咎奉孙中山之召入广
东。期间，曾为孙中山号脉诊病，深得先
生器重，曾亲笔题“磨夷研室”匾额赠
之，可惜这块原悬挂于故居的赠匾现已
佚失。

陈无咎不仅将其一生医学钻研心得
及其治病实验、教育经验写成《黄溪医
垒》《黄溪大案》《内经辨惑提纲》《中华
内科学讲义》《金匮参衡》等专著，而且
在开展中医自救、促进中医革新、推动
中医教育发展上功不可没，可谓是中医
药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和创新者。

在义乌，还有众多仁义志士，如明朝
的朱鸿、金守宪等，也因父母生病笃志
岐黄，罢儒精医，因为在他们的理念中，
真正孝顺的人是在父母生病时，懂得一
些医理去保护他们。

杏林三贤，不惟悬壶济世，医德可
风,更兼医术精湛，救死扶伤，又善烛幽
探微，著书立说，独树一帜，堪为后世医
学界之楷模。

学医救母成大医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10月13日，通惠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在社区文化
家园举办以“老有所乐”为主题的红色藏品展示交流活动。

勋章、奖状、搪瓷缸、纪念币、老画报、旧杂志……这
些实物是承载和见证历史发展的重要载体。透过这些物
件，让观者在回忆往昔岁月的同时，更加感恩时代变迁，
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老党员和老干部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为了
能让社区内的“银龄群体”乐享老年生活，为社区治理积
极建言献策，通惠社区聚焦离退休干部、老党员、独居老
人等不同群体，把孝义文化建设的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让“夕阳红”释放更多“红色能量”。其中，将社区文化家园
作为主要服务阵地，同时联合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内
的“乐活驿站”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通过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活动，为广大老年朋友提供人性化、多样化和精准
化的志愿服务。

通惠社区举办
“老有所乐”红色藏品展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10 月 14 日上午，稠城街道孝义
文化建设志愿服务中队、社区孝义
文化建设志愿服务小队分别授旗成
立。据悉，这是我市孝义文化建设
志愿服务队伍的延伸，也是稠城街
道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一大载体。

有人说，城市的气质，远看是风
景，近看是生活。人们对城市文化气质
的喜爱，本质上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义乌，“颜乌葬父”的故事传颂2000
多年，孕育了“百善孝为先”“孝乃天
道、义行天下”的孝义文化。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孝义文化建设活动是打造
义乌城市新名片、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建设、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的一项重要举措。

近年来，稠城街道通过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所以及社区文化家园
等阵地和宣传载体，广泛发动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多形式持续推进辖
区孝义文化建设。据了解，新成立的
孝义文化建设志愿服务队伍将在涉
及老年人生活照料、健康医疗、文体
娱乐、智慧养老等多个领域，实施助
老志愿服务活动。

当天，宾王社区新成立的孝义
文化建设志愿服务小队利用重阳
节 契 机 ，为 辖 区 老 人 开 展 了 免 费
拍 摄 全 家 福 等 系 列 活 动 ，以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形 式 传 承 孝 善 新 风 。
与 此 同 时 ，稠 城 街 道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携 手 词 林 社 区 ，带 领 社 区
近 百 位 老 年 人 开 展“ 欢 乐 时 光 机

重阳游园会”主题活动，让老年朋
友在重温旧时光的同时拉近彼此
距离。

接下来，稠城街道将依托各类
基层阵地和宣传载体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明实践活动，广泛发动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壮大志愿服务队伍，积
极弘扬精神文明时代新风，营造“孝
行天下”的良好社会氛围。

稠城街道成立孝义文化建设志愿服务中队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图

10月14日下午，义乌剧院迎来了
热闹非凡的传统戏剧展演，为广大义
乌市民带来了一场场传统戏剧盛宴，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看。

演出当天，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
接连为市民奉上了《杀四门》《幽媾》

《武松大闹狮子楼》《打金砖》《临江会》
等折子戏专场，吸引了广大市民赶来
观看，其中还有从乡下大老远赶来的
忠实戏迷。

“这几个选段演得真好看，能看到
这么专业的表演，真是太开心了。”市
民徐大妈说。

精彩的戏曲表演不仅为广大市
民带来了一场“文艺大餐”，还弘扬
了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老人们的
精神生活，提升群众对传统文化的
了解，同时营造了浓厚的爱老、敬老
的社会氛围。

在家门口享受“文艺大餐”

▢ 王曙光/文 吴优赛/摄

10月14日，“中国传统村落”——义乌赤岸镇乔亭村
又添新景：二乔雕像和乔公亭同时落成揭幕。这为该村进
一步弘扬二乔文化，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着力打造
和美乡村建设奠定了基础。

据悉，二乔雕像和乔公亭这一文旅标志性工程，在村
两委的支持下，由村乡贤会出资50余万元发起筹建。前
者高为7.8米，底座宽约2.2米，材质为北京房山汉白玉，

“二乔”雕像神态婀娜、独显英姿。后者之“乔公亭”雕龙画
凤，古朴简洁，亭柱书有“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
露；三国豪情绕高山，偕越曲吴歌抑云”“乔岳白云抱幽
石，吴天骤雨洗落花”楹联，较准确地描述了“古邑赤岸、
人文义乌”之璀璨历史。

乔亭村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厚，是一个千年古村
落。地名遗存有：吴溪、皇田畈、漱花堂、静修堂、大桥、小
桥、石刻“乔仙处”等，据传均与三国历史、“二乔”的美丽
故事相关。

赤岸乔亭又添新景

活动现场

义乌孝义故事

▲体验一把儿
时的游戏。

◀宾王服务小
分队亮相。

《武松大闹狮子楼》 《临江会》

“二乔”雕像落成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