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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国医大师R

早上 8 点半，长春中医药大学

附 属 医 院 内 ，各 个 科 室 刚 开 始 忙

碌 起 来 ，91 岁 的 王 烈 教 授 已 经 工

作 近 3 个 小 时 ，即 将 结 束 当 天 的

出诊。

“ 一 日 之 计 在 于 晨 。”出 诊 结

束，王烈稍显疲惫，声音却依然洪

亮 ，“ 上 岁 数 喽 ，只 有 早 上 脑 袋 最

清 醒 ，体 力 最 好 。”一 天 里 最 精 神

的 时 间 ，王 烈 一 定 要 留 给 患 病 的

孩子。

王 烈 17 岁 学 医 ，31 岁 调 入 长

春 中 医 学 院（长 春 中 医 药 大 学 前

身），开始从事儿科的医疗、教学和

科研工作。“用一辈子守护孩子的

健康，挺好。”王烈说。

坚守诊室的医生
“给孩子看病，需要精

深的钻研，才能看得准，让
孩子少遭罪”

在王烈的诊室内，一张齐腰高

的窄条床特别显眼。来瞧病的孩

子 往 上 一 坐 ，正 好 和 王 烈 面 对

面。窄床旁的写字台上单独放置

了 一 个 小 方 柜 。 问 诊 结 束 ，王 烈

便 站 着 ，在 小 方 柜 上 写 病 历 、开

药方。

“立诊既能让腰腿活动活动，

又能和患儿面对面，让孩子们少些

畏惧，多点亲切感。”王烈说，“只要

我的身体条件允许，那就坚持再好

好多干些年。”

60 岁那年，到了退休年龄的王

烈，依然坚守在诊室，决定改坐诊

为立诊，把出诊当锻炼。如今，王

烈一站就站了 30 多年。

当了一辈子儿科医生，王烈把

主要精力用在小儿肺系病症的研

究 ，尤 其 以 哮 喘 防 治 为 重 点 。 为

何如此？王烈说这是患儿对他的

“要求”。

50 多年前，王烈诊治过一个暴

喘病患儿，因病情严重，加之药物

匮乏，没能治愈。这件事在王烈心

里留下了遗憾，也在他的意识深处

扎下了根，驱使他不断钻研，诊治

患儿不敢稍有停歇。

曾经，因身体状况欠佳，王烈

不得不限制诊病人数。但是面对

不 少 从 外 省 、外 县 远 道 而 来 的 患

儿，他还是拖着病体一一问诊。

“对待患儿要像对待自己的孩

子 一 样 。 如 果 做 不 到 这 一 点 ，咋

能治好孩子的病？”王烈对孩子们

的 感 情 日 积 月 累 ，愈 发 深 厚 。 他

说 ，对 孩 子 的 感 情 也 是 医 术 的 一

部分。

有的患儿对听诊器十分抵触，

王烈总是温和地用双手握住孩子

的手腕，细细感触患儿的脉搏，比

较左右手的脉象。这么做，总能让

孩 子 很 快 安 静 下 来 ，缓 解 紧 张 的

情绪。

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及研究，王

烈自创了“闻声辨咳一指诊法”，尤

在“闻声”上下功夫。通过听小儿咳

嗽的声音来辨别病情，根据咳声立

法用方，治疗小儿肺系咳嗽疾病。

“给孩子看病，需要精深的钻

研，才能看得准，让孩子少遭罪。”

王烈说。

山里头的采药人
“学习先贤不应墨守

成规，需要结合实际，活学
活用”

从医前 10 年，王烈主要从事西

医儿科诊疗。其间，他自学了中医

药知识，但只是“以尝鲜的心态了

解中医”。

王烈 28 岁时参加了卫生部举

办的首届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彻

底被中医的魅力吸引，从零开始学

中医。

半路出家，王烈知道，“唯有更

勤奋才是出路”。为此，王烈阅读

了当时长春中医学院馆藏的所有

中医儿科文献，读书笔记达数十万

字之多。“非读书明理，不能疏通变

化。”至今，王烈依然医书不离手。

学习中医 10 年有余，赶上当时

兴起的认、采、种、制、用中草药的

活动，王烈跟老师一处处走，记录

和采集一味味药材。

“那时进山里采药，我常常从

早上 5 点一直采到下午 5 点。”一年

连着 20 多个周末，王烈都在山里度

过，“陪伴亲人的时间比较少，家里

人当时还有些不乐意。”

正是靠着这股勤奋的劲头，王

烈和儿科同事一道，8 年间采集中

草药两万余斤，筛选出 8 种疗效可

靠的儿科常用药。

“7 点多到了土们岭。白屈菜

分布较多，不要采绝，一定要留下

小根，边采边晾晒。”这是王烈当年

记录的采白屈菜的片段。在采药

中偶然发现了白屈菜，王烈对此没

有疏忽，而是查找文献深入了解。

在临床治疗小儿腹泻的过程

中，王烈发现白屈菜具有止咳的功

效。为了观察其毒性，王烈将采回

的白屈菜全株分别熬成 100%的糖

浆 剂 ，从 10 毫 升 开 始 服 到 100 毫

升。多次亲身试验和临床研究后，

王烈确定了白屈菜的安全用量。

经过几年的实验科研，王烈终

于取得了白屈菜治泻、治咳、治痛

等多项成效，其中对小儿百日咳的

治疗具有创新意义。该临床应用

文献被载入国家药典。

“学习先贤不应墨守成规，需

要结合实际，活学活用。”在中医的

研学路上，王烈对此体会颇深。

讲台上的教学者
“当一名好中医需要

做好传承工作”

如今，91 岁高龄的王烈，还会

站在全校的大讲台上，讲述中医的

精神传统，给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王烈从 32 岁就开始担任中医

儿科临床课教师。授课之前，他经

常把教案数易其稿，有的篇章甚至

写 十 几 遍 ，每 堂 课 至 少 试 讲 两 三

遍。有时候，他还会请别人听课，

给他提出改进的意见。

一次，王烈突然患了臂丛神经

炎，右上肢无法动弹。为了不影响

正常的教学计划，他仍坚持上课，用

左手写字，与学生同吃同住 50余天。

王烈是个严格严谨的人，“在学

生面前一定要成为一名严师”。至

今，他仍努力工作在临床和教学一

线，每周坚持出 3 次门诊，查房会诊

带教讲学，年门诊量达 5000余人次。

在学生眼里，“王老师是个看

病没有秘方的老中医”。“我们掌握

的技术、本事、能力，不都是为了服

务国家吗？”王烈说，“当一名好中

医需要做好传承工作。”

如今，王烈讲学的足迹遍布大

江南北，先后培养了 30 届博士、硕

士研究生，国家级高徒 12 人。他们

中 7 人为国家级、省级名中医，5 人

为博士生导师。他还有 160 余名弟

子，遍布 30 个省份，均为当地中医

儿科负责人或技术骨干。

作为一名教师，被评为“吉林

好人·最美教师”，这是让王烈深感

荣幸的事。

“学医积攒的知识和经验，需

要落到笔头上。”为了更好地传承

中医，王烈笔耕不辍。至今，王烈

撰写和指导学生论文 200 余篇，编

著 小 儿 医 论 、方 药 等 系 列 丛 书 19
部，研发新药 20 种，院内制剂百余

种，获得国家专利 3 项。

为了助力中医的传承发展，截

至目前，王烈向长春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及教育基金会捐赠资金累计

300 万 元 ，奖 励 在 中 医 药 教 学 、临

床、科研、管理等方面有卓越贡献

的教师和学生。

去年 12 月，王烈到学校图书馆

再次查阅古籍《医诗必读》，为新书

出版核对资料。书内的借阅登记

卡上，王烈在 1970 年的借阅记录仍

清晰可见。几十年时光匆匆流逝，

如今王烈却依然活跃在临床、科研

的前沿。

退休后坚持出诊三十载，当了60余年的儿科医生。王烈——

用一辈子守护孩子健康
本报记者 祝大伟

人物小传

第 三 届 国 医 大 师 王 烈 ，在

长春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儿科

学 临 床 、教 学 、科 研 工 作 60 余

年，累计诊治患儿 60 万人次。

王 烈 对 小 儿 疾 病 ，尤 其 是

肺系疾病的中医药防治进行了

深入研究，在病因、治疗原则、

预防等方面形成了创新性理论

和系列治疗方案。

我们要在平时多锤炼
自己的勇气，多培养自己的
善念，当他人面临危险时，
勇于救援

■民生观R

84 秒，用一床棉被救下一个女

孩。最近，深圳一位超市店主刘女

士的事迹在网上广泛传开，获得网

友点赞。

那天，刘女士看见一个小女孩

身 体 悬 挂 在 4 楼 防 盗 网 上 摇 摇 欲

坠，十分危急。她马上拿起超市门

口的两床棉被，并叫几个年轻人一

起帮忙。就在大家拉直被子的时

候，小女孩掉了下来，正好落在其中

一床棉被上，除了一些皮外伤，没有

大碍。

故事惊险又动人。如果没有刘

女士的见义勇为和急中生智，可能

结局将是另一番模样。我们不妨对

故事进行一下复盘，或许能从刘女

士的做法中得到一些启发。

毫不犹豫，果断施救。小女孩

生命悬于一线之时，刘女士没有丝

毫耽误。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小女孩是在被子刚刚被

拉直展平的时候掉下来的，也就是说，但凡刘女士多犹

豫几秒，悲剧可能就会发生。除了刘女士，另外几位紧

急施救的年轻人也值得赞扬，稍有犹豫，女孩就危险

了。所以，在危急时刻，施救必须果断。

急中生智，方法得当。危急时分，必须要想到最快

最有效的办法，刘女士快速反应，凭借自己之前学来的

救助技巧，又想到自家超市卖的十几床棉被，当机立

断，马上用到救人上，并喊来过路的行人一起帮忙，短

短的 84 秒内，刻不容缓之间，营救有效了。在那个分

秒必争的时刻，刘女士的临场反应能力让人赞叹。

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随时遇上突发情况，很多救援

没有多少准备时间。因此，我们要在平时，多锤炼自己

的勇气，多培养自己的善念，这样，关键时刻，才能挺得

出来。行为，往往是习惯的延伸。另外，我们还要多学

学相关知识、掌握技能。比如，很多医生呼吁，应该人

人都了解一些急救知识。从突然晕倒到救护车到来之

前的这段时间，能不能得到正确的帮助，有时候生死只

在一线间。懂急救的人多了，成功获救的概率就提高

了。其实，勇气和知识是互相关联的，光有勇气，没有

知识，很可能会帮了倒忙；而有了知识，救人的勇气也

会更足。

当他人面临紧急时刻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有勇

气和智慧救援。勇于救人，善于救人。

为
果
断
救
人
点
赞

许
丹
旸

本报天津 3月 31日电 （记者朱虹、靳博）记者从天津

市公安局获悉：天津市目前已建成 450 个智慧平安示范社

区，实现了对社区治安预警防范，有效提升了社区管理的智

能化水平。

通过在居民社区建设视频感知、门禁系统等科技安防

设备，与天津市公安局大数据平台进行对接，实现对社区边

界的精准管控，实现安全、便民、服务等功能，真正实现了

“科技让民警就在身边，智慧让平安就在身边”，让群众切实

体验到了平安天津建设的成果。去年以来，83%的智慧平

安社区入室盗窃“零发案”，还帮助抓获多名在逃人员。未

来两年，天津市还将建设 6500 余个智慧平安社区，把现有

建成小区全部建设为智慧平安社区，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天津。

天津建成450个智慧平安社区

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周春媚

本报北京 3 月 31 日电 （记者孟祥夫）人社部 2021 年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近期将推出第

三批 23 场特色服务活动。

其中线上活动 14 场：举办互联网、机电机械、石油化

工、医疗医护、京津冀等 10 场专场招聘会和 4 场直播带岗活

动。截至 3 月 26 日，已有 1286 家用人单位提供约 1.2 万个

岗位，后期将有更多用人单位陆续加入。线下活动 9 场：举

办四川阿坝站、湖南站、燕山大学站等 9 场跨区域巡回招聘

会，除本地用人单位外，还将邀请外省市人社部门组织用人

单位组团参会招聘。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通过中国国

家人才网大中城市联合招聘活动主会场页面，查询相关信

息或直接进入相应专场参与。

人社部启动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已有千余单位提供约1.2万个岗位

本报西宁 3月 31日电 （记者刘雨瑞）“十三五”时期，

青海持续加大社会兜底保障力度，建立完善了社会救助和

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连续 5 年调整提高

城乡低保标准。

5 年 间 ，青 海 省 农 村 低 保 标 准 从 每 年 2970 元 提 高 到

4800 元，增幅为 61.6%，低保标准连续 4 年超过省定扶贫线；

城市低保标准从每月 400 元提高到 640 元，增幅为 60%；特

困供养对象基本生活标准由每月 600 元提高到 960 元，增幅

为 60%；轻度、中度、重度失能人员照料护理费分别达到每

月 340 元、510 元和 850 元。临时救助上限提高至城市低保

标准的 5 倍，社会救助水平明显提高。

青海连续5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冬天冷得如寒窑。 60 平方米

的房子里，吴慧 洁 一 家 五 口 ，一 挤

就 是 30 年 。“ 搬 家 ！ 无 论 如 何 要

搬家！”

安徽省合肥化工机械厂生活区

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建的员工宿舍，

小区道路破损，草木凋零，房间拥挤

狭小，管网老化。“我们那 8 幢房子，

基本都是五六十平方米的小户型。”

今年 83 岁的老住户吴慧洁说，这么

多年，家里连个沙发都摆不下，吃饭

更是只能在卧室将就。

最 让 住 户 心 烦 的 ，是 下 雨 天 。

吴慧洁住在顶层，对她来说，外面下

大雨，里头落小雨，家中得用盆接

水。管道锈迹斑斑，一下雨下水道

就堵，家人苦不堪言。

小修小补，不是没想过。张欣

是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科企社区

党委书记，合肥化工机械厂宿舍由

她负责。“可房子实在太旧，再住下

去，怕是会有安全隐患。”张欣说，思

来想去，大家觉得，何不原地改造，

整体回迁？

听闻小区要改造，原来打定主

意要换房的吴慧洁，来了精神。“我

举双手赞成！”紧接着，她主动加入

社区群众自治小组，和张欣一起，轮

流给居民们做工作。

没想到，这一下就花了 2 年多

时间。这家房子重新装修没几年，

舍不得刚掏的装修费，硬是不同意

拆；那家有个大院子，栽花种草，没

事还能晒晒太阳，也不愿意搬。

着急上火满嘴泡，鞋跑坏了好

几双。从旧房安全隐患，到新屋升

值空间，吴慧洁嘴皮子都快磨破，终

于拿到了签满字的征求意见书。

随着拆迁正式开始，红色小楼

轰然倒下，灰色高楼拔地而起。这

期间，搬离的 328 户居民，在外暂时

租住，房租由政府按照房屋面积进

行补助。“我在外面租的房子，自己

一分钱没掏，面积还比原来的大，一

家人住着宽敞了不少。”吴慧洁笑

着说。

分房在即，房子装修又成了难

题。按规定，回迁房装修得统一，可

有居民不乐意。“统一装修固然方

便，但不少群众反映，大家喜欢的装

修风格不一样，与其敲掉重装，不如

自主选择，还能避免资源浪费和环

境污染。”张欣说。

征 集 群 众 意 见 ，联 系 住 建 部

门。在多方调研基础上，蜀山区政

府 出 台 文 件 ，率 先 试 点“ 绿 色 回

迁”。交房前，居民们可自主选择政

府统一装修或自行装修。对自主装

修的居民，按照房屋面积大小，给予

不同的补贴。

作为试点，化工机械厂宿舍的

328 户回迁户中，仅 17 户选择了统

一装修。不久后，改名为馨怡家园

的小区，带着温馨、开心的美好祝

愿，正式分房。

现在，选择自己装修的吴奶奶，

搬进了改造一新的房子中。100 多

平方米的新家里，沙发、空调、洗衣

机一应俱全。“房子更大了，装修也

是顺着我的心意来。小区树多了，

停车位、幼儿园也有了。我没事就

在家养养花，出门散散步！”搬进新

家 开 启 新 生 活 ，吴 慧 洁 心 里 乐 开

了花。

安徽合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暖暖的新家 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 游 仪

近 年 来 ，四 川 省

宜宾市南溪区长兴镇

岫云村依托独特的地

理环境优势，发展特

色水果，并结合水果

采摘，发展乡村旅游

业、办“农家乐”，帮助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

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图 为 3 月 31 日 ，

村民王立湖（右）正在

自 家 樱 桃 果 园 采 摘

樱桃。

罗 平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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