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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间的“沟壑”，是挥洒青春的印记

千秋关公安检查站内的墙壁上，有着一行醒目的

口号：支部建在关隘上，青春守在大山下。24年警营生

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季伟忠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和这片

大山打着交道。

“守住千秋关，就相当于守住了杭州的东大门。”作

为连接浙皖两地的重要物流通道，这座距离杭州城区

100多公里的关卡于2008年底正式设立，日均单向车

流量可达4000余辆。在省际检查站“防火墙”和“过滤

网”的双重要求下，2015年，已经调任交警於潜中队的

季伟忠开始扎根于此，承担起了违法查处、安全查控等

新的使命。“山里的环境不比城镇，尤其冬天，气温低至

零下十摄氏度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检查站实行24小

时防控勤务，季伟忠经常要值守到半夜。

孩提时代，季伟忠最喜欢下雪。然而，自打他穿上

这身藏蓝警服，“下雪”却成为他最不希望出现的天

气。“我们这边的道路大多依山而建，山路盘桓曲折，高

地落差的弯道遍布且岔路交错。”尤其遇到冰雪等恶劣

气候，发生事故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一次，一辆满载7

人的面包车因雪天路滑不慎溜出路面，左侧车身悬在

路边摇摇欲坠。季伟忠不顾自身安危，用钢丝绳将遇

险车辆和警车拴在一起，并牢牢拉住保持车辆平衡。

等到后续救援力量赶到，季伟忠已经坚持了半个多小

时，紧握的钢丝绳已深深陷进手掌，勒出道道血痕。

事故抢险，铲雪开路……因常年使用救援钢丝和

无数次直面风雪的坚守经历，季伟忠的掌心布满“沟

壑”。而他在大山中挥洒青春的烙印，还不止于这些。

手腕的伤痕，是抹不掉的“军功章”

身边细心的人或许会发现，季伟忠的右腕有些特

别。每当手臂抬起，袖口裸露的空隙间，一道深深的凹

痕总是若隐若现。即便已经结痂愈合，季伟忠的右手

也无法像从前那样从容执笔、伏案疾书。

2016年8月8日，那是个闷热的夏夜，季伟忠接到

报警，距离千秋关不远的一处山路发生三车相撞事

故。“我们到达的时候，还有两人仍然卡在车内，没有脱

离危险。”季伟忠在现场发现，两车的车头几乎完全凹

陷进去，驾驶室因撞击已严重变形。灯影闪烁中，依稀

可见司机满面血污，呻吟声不止。因为空间狭小，如果

继续破拆，极易对被困者造成二次伤害。正当众人手

足无措时，救援经验丰富的季伟忠急中生智。他取出

随身携带的钢丝绳，穿过破碎的车窗连接车头两端，并

招呼众人一齐拉住绳索，合力将变形的车头向外拉。

很快，小车的驾驶室被拉开一条缝隙。季伟忠随后绕

到右侧车门边，全力协助消防队员破拆车厢。面对阻

碍伤者出路的反光镜，他来不及多想，当即一拳挥出，

破碎的玻璃立刻四散纷飞。很快，被困的司机被顺利

救出送往医院，季伟忠悬着的心也终于踏实下来。蓦

地，他突感袖口一凉，似乎有黏稠的液体顺着胳膊往下

淌。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腕已经被割开了一条长

长的口子，血流如注，事后在医院足足缝了七针。“在我

看来，它更像一枚抹不掉的‘军功章’。一道伤疤换两

人安然无恙，值了！”

守得住关隘，更护得住百姓的平安

除了千秋关公安检查站的工作，季伟忠还肩负着

事故处理、路面秩序维护、基层基础源头管控等工作。

2019年11月，临金高速开始施工，於潜辖区内大货车

流量骤然升至以往的三倍以上，交通压力和安全隐患

陡增。

为了从源头上避免事故的发生，对频繁往来的货

车，季伟忠都会趁检查之余请驾驶员到办公室里坐坐，

顺便进行法律普及和视频宣教。对于接受过安全教育

的车辆，他还特意定制了一批带有宣传标语的贴纸以

示区分。“他们只要打开车门，就能看到我们的安全提

醒，耳濡目染嘛。”随着宣教的深入，“贴标”的车辆愈来

愈多，交通事故越来越少。在季伟忠的整治管控之下，

辖区内交通事故和各类违法现象呈断崖式下降，基本

杜绝进省货运车辆超载违法行为。今年以来，辖区交

通事故警情同比下降 32.9%，亡人事故同比下降

33.3%，经过检查站的南北主干道更是实现亡人事故

“零发生”。

入夜，千秋关隘口前仍灯火通明。为了百姓的出

行安全，季伟忠还在继续书写他和大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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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左眼做对比，戴OK镜前3个月，眼轴增长0.17

毫米，这3个月放缓到0.03毫米。”走出北京某三甲医

院眼科诊室，陈脉长舒一口气，心想：“家里的‘小眼镜’

有救了。”

去年，8岁的女儿西西开始眯着眼看东西，陈脉带

她去验光才知道，已经发展出双眼150度近视。经过

最初的慌乱与自责后，陈脉听从医生的建议，为西西选

择了OK镜。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

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为缓解孩子近视，

一些家长寄希望于OK镜。OK镜的原理是什么？它

对所有孩子都有效果吗？长期佩戴是否会对孩子眼睛

产生不良影响？

OK镜能控制度数但不能根治近视

外敷、耳贴、矫正仪……西西刚查出近视时，陈脉

病急乱投医，尝遍各类偏方却收效甚微。她被医生告

知，近视无法治愈，只能尽早干预以延缓发展速度。

医生给陈脉提供了两种干预方案，佩戴框架眼镜

或者OK镜，二者矫正效果相同，区别在于后者只需夜

间佩戴，且控制效果更佳。

中国儿童视觉与保健学组委员、大连市妇女儿童

医疗中心主任医师沈苓介绍，OK镜形似隐形眼镜，是

一种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镜，需在夜间连续佩戴6-8

小时，使角膜中央受挤压而变平坦，并在惯性之下维持

整日。

“佩戴OK镜是一种可逆的物理矫正，停戴之后假以

时日，角膜可回弹至原来的屈光状态。角膜形状改变后

会产生‘近视性离焦’效果，在确保中央对焦之外，让周

边光线依然成像在视网膜之前，给视网膜释放‘向前调

节’的生长信号，从而减缓眼轴增长速度。”沈苓说。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近视防控指南》，长期佩

戴OK镜可延缓青少年眼轴长度进展约0.19毫米/年。

这与沈苓的临床观察相符：“眼轴每增长1毫米，近视增

长大约200-300度。不加干预的话，一般孩子每年增

长100度左右，使用OK镜则平均降低50-60度。”

佩戴OK镜要符合相应条件

据了解，OK镜技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引入

国内，并一度风靡全国。但短短几年间，多地出现因佩

戴OK镜引发视力受损乃至失明的案例，其逐渐淡出公

众视野。近年来OK镜的热度再次攀升。记者发现，北

京各大医院的角膜塑形镜门诊“一号难求”，多位家长

表示“工作日要排10天左右，节假日根本挂不上”。

从业28年，沈苓见证了OK镜口碑的反转。她告

诉记者，此前OK镜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市场鱼龙混杂，

很多参与者缺乏资质，产品被大量仿制。另一方面是

宣教不足，有的家长对镜片护理不当，“比如图省事，用

自来水代替清洗液，导致棘阿米巴原虫感染。”

近些年，OK镜被纳入“三类医疗器械”进行严格管

理，进一步明确佩戴指征，并发展出更为完善的验配

规范。

沈苓表示，患者年龄须在8周岁以上，近视一般不

能超过600度，散光不大于150度。“如果角膜天生平

坦，塑形空间较小，容许的度数可能进一步降低。”

据了解，佩戴者不能患有眼部或全身性、系统性疾

病。验配之前，要做裂隙灯、验光、眼底、眼压、角膜地

形图等等一系列检查，如果指征符合且试戴无不良反

应，方可定制镜片。配镜之后，家长要遵医嘱及时对镜

片、附属用品进行消毒护理，并在佩戴后一天、一周、一

个月带孩子复诊，此后每三个月随诊观察，以确保镜片

与眼部状态相吻合。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核心材料多为外国进口，OK

镜的佩戴费用居高不下。陈脉算过一笔账，一副镜片

的价格在1万元左右，维护好的话，可以戴一年半，加上

日常配合使用的眼药水、护理液等，一年总费用接近

1.5万元。

改善用眼习惯更为重要

“自从孩子开始戴这个，我就再也没睡过懒觉，一

番清洗、取戴折腾下来，大人孩子都清醒了。”为保证

6-8小时的佩戴时间，陈脉过上了周末也定闹钟的生

活。医生要求不能揉眼睛、不能趴着睡，刚开始那几

天，她每晚都睡不踏实，恨不得时刻守在西西身边。

和众多家长一样，陈脉逐渐意识到，戴上OK镜，只

是这场近视防控持久战的开端。

“近视的发生、发展由遗传因素和用眼习惯共同决

定。在以医学手段进行干预之外，养成良好的用眼习

惯尤为重要。”沈苓建议，每天至少保证两小时的户外

活动，高强度光照会刺激眼部分泌多巴胺，有效抑制眼

轴增长；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遵循“20-20-20”

原则，即近距离用眼（5米以内）20分钟后，远眺20英尺

（6米）以外的景物持续休息20秒；还要注意“一拳一尺

一寸”的读写姿势，注意房间采光良好、营养摄入均衡、

睡眠充足。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价格不菲、取戴不便，OK镜真是防近视神器吗？

于群山间挥洒青春

“沟壑”与伤痕，是他不可磨灭的“军功章”
本报记者 王梓 通讯员 符栩潇

天目群峰绵延起伏，自杭州市临安区

太阳镇的中心蜿蜒而过。穿越800多米的

幽深隧道，一座以古老关隘“千秋关”命名

的公安检查站就静伫于这层峦翠柏之间。

时值正午，烈日当头，一个挺拔的身影穿梭

在往来的车流中，一丝不苟地对通过的车

辆进行层层查验。他叫季伟忠，是杭州市

临安区交警大队於潜中队中队长，也是这

深山要冲的“守关人”。在不久前举行的全

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

上，他被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