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日起，杭州地铁全线（1、2、4、5 号线）

所有站点均已实现受理支持银联云闪付乘

车码，广大市民与游客只需下载并使用云

闪付 APP，点击其中的“地铁乘车码”，即可

快速扫码，便捷乘坐地铁。此外，杭州地铁

支持使用银联闪付直接过闸乘车，乘客只

要带上绑定了银联 IC 卡的手机，或任一银

行发行的带有“闪付”标识的银联 IC 卡(包

括借记卡、贷记卡)，靠近闸机读卡感应区，

即可“一挥即付”进出站，省去了购卡、充

值、找零钱、排队购票的不便，大大节省乘

客提前购票的时间，将有力缓解车站拥堵

情况，大大提升进出站效率，优化市民的乘

车体验。

同时，为积极响应交通运输部“绿色出

行行动计划”，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同步

推出了优惠乘车活动，启动绿色出行宣传

月，进一步提升乘客获得感。乘客在 9 月

16 日 至 10 月 15 日 使 用 银 联 云 闪 付 APP

搭乘杭州地铁，可享受单用户每天 2 次低

至 5 折优惠，详情可查询“玩转银联卡”微

信公众号。

近年来，中国银联积极参与全国智慧

交通建设，将金融科技和城市公共交通有

机融合，全面贯彻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的

理念。截至目前，银联闪付、乘车码等银

联移动支付产品已覆盖全国 23 个城市地

铁、1000 余个城市和县域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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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国银联浙江分

公司联合杭州地铁集团正式

推出杭州地铁银联乘车码，

这是继 2017 年 12 月杭州

地铁开通银联闪付过闸功能

后，银联移动支付创新应用

在杭州地铁的再次升级，杭

州成为全国首个地铁过闸全

面受理银联闪付和银联乘车

码的城市。

本报通讯员 马杉 钱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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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岁的老江(村里人都喜欢这么喊他)，躺在病床上，不

敢随意有什么动作。他的右手前臂用纱布包得严严实实，手

指又黑又肿。他的侄女李大姐坐在一边，感叹道：“花了几万

块，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老江在捡山核桃的时候被一条3斤多重的五步蛇咬了三

口，做了手术才保住了命，保住了右手。

五步蛇凶猛！
打山核桃大叔被连咬三口
当晚送到杭州手术，终于保住了性命，保住了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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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天，钱江晚报长篇漫画《八戒

外传》的主创俞志达，在他曾经工作过的浙江

艺术职业学院举行为期 6 天的《漫思漫想

——俞志达漫画展》，用漫画艺术送上对祖国

的祝福。

俞志达是新中国同龄人，1949 年 7 月出

生于浙江省宁波鄞县（今鄞州区）。1981 年

开始漫画创作，有 3000 余幅作品在《人民日

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文艺研究》、

《幽默大师》等全国报刊发表，数十幅作品入

选各级美展和大奖赛。漫画《丰富多彩》、《曲

立直倒》、《八戒外传》分别入选全国第六、第

七、八届美展。

俞志达主创的长篇四格漫画《八戒外

传》，以及《阿海与美眉》、《有车族的烦恼》、

《瞧这一家子》等连载漫画，均曾在钱江晚报

刊出。尤其是《八戒外传》连载了 12 年，共

1742期，创下报纸连载四格漫画之最。这些

漫画的创作素材都源于生活，作品从一个个

侧面记录了百姓不同时期的生活，记录了社

会变迁的众生相，歌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

恶，弘扬了时代精神。

俞志达曾任浙江省美协理事、中国新闻

漫画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漫画家协会主席。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漫画家协

会名誉主席、河北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本报记者 张亚文

当年他画的猪八戒，是晚报读者的一道精神珍馐
《漫思漫想——俞志达漫画展》今天开幕

本报记者 杨茜 通讯员 徐尤佳 文/摄

老江是淳安威坪人。白露开杆，村里的

男女老少，无论有没有正式工作，都会回到家

里打山核桃。今年山核桃（带壳）回收价是每

斤4.6元~4.8元。老江一天就能打下500斤。

“每年也就趁这个时候赚点钱。”李大姐

说，她的叔叔老江是聋哑人，一生未娶，也没

有子女，但人很聪明也很灵巧，和他们一家住

在一起。算来，打山核桃已有七八年。

事情发生在 9 月 15 日。那天早上 7 点

多，老江就出门了。一般来说，现在山里生态

好，林深草密，打下的山核桃，都会掉到草丛

里，老江再一颗一颗捡起来。

中午11点，意外猝不及防。他刚伸出手，

从草丛里蹿出一条大蛇，一连咬了他三口。也

算反应及时，他用身边的杆子把蛇给打死了。

嚯！好家伙，那是一条直径 4 厘米粗的

五步蛇，掂掂重量，足有3斤多。在当地有句

土话，大意是中午的五步蛇最厉害。

虽说没有实战经验，但是老江清楚，自己

需要求救。他什么也没顾上拿，就一路小跑

回家找哥哥，也就是李大姐的父亲。

哥哥便找人联系车子，把老江送到了当

地医院。

幸好，抗蛇毒血清打得挺及时。但是手

臂肿胀越来越厉害，而且淤血消不下去，可能

是凝血功能出了问题。

不能再拖了。几经辗转，到了当天晚上，

老江被送到了杭州市中医院。

“这可是相当严重的蛇毒反应。”外一科的

副主任医师金海敏看了看，老江手臂肿胀，溶

血功能受到干扰，血小板非常低。“皮肤的延展

性是有限的，反过来压迫血管，肢体呈缺血状

态。”所以，老江当即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中

发现，他受伤的那条胳膊的肌肉已经发黑。

经过治疗，老江恢复了过来，虽然挺虚

弱，但是命是保住了，如果康复得好，也不会

影响手臂功能。

据了解，从9月初开始，市中医院每天都

会接收五六例被蛇咬伤的患者，主要集中在上

虞、临安、淳安一带。“和打山核桃有一定关系，

也和最近闷热的天气有关，蛇出没较频繁。”

另外，正处夏秋换季时机，该院被各种蜂

蜇伤的患者也是络绎不绝，每天都有几十

例。“现在生态好了，到处绿植覆盖，野外作业

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干活时记得戴上手

套，也不要裸露脚踝。”医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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