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广州网约车司机谢剑锋

获得了许多人的称赞。在搭载乘客

去往医院的途中，他得知对方是医

护人员，负责核酸检测等工作。于

是，谢师傅做了一个决定：不收车

费。虽然乘客连说“不用”，但谢师

傅态度坚定，你在为国家做贡献，我

不能收你的钱。

朴实无华的语言，包含着一份

真挚的心意，十分可贵。在谢师傅

看来，“免单这点事不算什么”，医护

人员最近非常辛苦，自己只是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表达对他们的感

激与敬意。他将这视为自己应该

做的。

这样做的不只有谢师傅。最近

一段时间，许多广州市民以自己的

方式，给一线医护人员送去温暖：有

的为核酸检测现场带来风扇等爱心

物资，有的捐赠饮用水，有的点了几

十份消暑饮品送到检测点……这些

点滴举动，每一件都看似不大，却汇

聚成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精神力

量，令人感动，使人振奋。

市民们这样做，是感念医护人

员的付出。为了与病毒赛跑，白衣天使争分夺秒，一刻

不停地工作，紧急时甚至通宵奋战；酷暑炎炎，他们穿着

厚厚的防护服，全身被汗水浸湿，双手泡得发白、发皱；

深夜突降暴雨，仍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在艰辛的工

作面前，医护人员毫无怨言，义无反顾冲锋在抗疫一

线。他们的敬业与奉献，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致敬医护人员，每个人都可以用实际行动，尽一份

心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不妨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主

动配合、支持医护人员的工作，比如严格遵守防疫要

求、等待核酸检测时自觉排队、见到医护人员真诚地道

一声“辛苦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参与到志愿

服务中去，比如在社区为居民运送生活物资，在核酸检

测现场维持秩序。面对疫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

当所有人携起手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便能构

筑成牢固的防线，阻断疫情蔓延，守护每一个人的健康

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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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占堆，第二届国医
大师，1958 年开始系
统学习藏医药。多年
来，占堆致力于藏医药
文献的整理研究、藏药
新药的开发研究、疑难
病症的临床研究。此
外，还为藏医药发展献
计献策，为传承藏医药
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跟随占堆走在位于拉萨市城

关区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大院内，

工作人员看到他，总会弯腰、点头、

举起手，向他问好。

从 1958 年开始系统学习藏医

药，占堆和藏医打交道已逾一个甲

子。由少年而至古稀，占堆对藏医

药的热情丝毫不减。

立志学医解病痛

占堆出生在日喀则市仁布县

的藏医之家，父亲、叔叔都是远近

闻名的藏医。小时候，家里总是飘

着药香，仁布县十里八乡求医问药

的访客络绎不绝。

医者常怀慈悲。占堆至今都

记得，面对穷困的病人，父亲很少

收取诊金，多是免费治疗，赠送药

物。大家经常拿着酥油、奶茶、青

稞感谢占堆父亲的治疗。看着患

者带着病痛而来，带着感恩而去，

占堆心念着当医生的好，便央求父

亲和叔叔带自己学习。

这段经历给占堆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开始系统学习后，占堆正

式成了一名藏医学徒。“因为当时

有一些基础，我可以直接学习相对

深入的知识。”占堆说，“两个多月

后，我已经能在门诊见习，直接观

摩藏医老师们诊治病人。”

1959 年，拉萨藏医院成立，成

为 全 拉 萨 乃 至 西 藏 的 藏 医 中 心 。

这里的病人更多，医生水平也比家

乡的人更高，每天看着医生们为病

人排忧解难，占堆心里当医生的意

愿也越发坚定。

1960 年，占堆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并留在藏医院正式成为一名医

生。那时，医院刚开制药厂，所需

要 的 药 品 都 要 医 生 去 山 上 采 集 。

每年夏天，医生们都要集体上山，

带着牦牛，驮着行李，一路从拉萨

市区的夺底乡翻越山峦，走到如今

的达孜区。一趟行程需要 20 多天，

吃干粮，睡帐篷。高原天气多变，

雷电和冰雹时有发生。一次，他和

同行的医生正在采药，天降冰雹，

两人被砸得生疼，只能到处躲避，

和大部队脱离了联系。等他们循

着来路回到营地，天色已晚。

采药、看病、制药……一晃就

是 15 年。

基层锻炼拓眼界

1975 年，占堆被派往林周县人

民医院，负责医院的行政工作。

当时的林周县城刚刚搬迁，全

县只有十几栋铁皮屋，连县医院都

是铁皮板房，条件相当艰苦。“林周

靠北，海拔 4200 米，比拉萨冷得多，

铁皮屋子防寒能力又差，我们在屋

里被冻得够呛。”占堆回忆。

和建筑条件相比，医疗水平更

是落后。占堆回忆，当年的林周县

人民医院被当地群众称为“重症转

运站”。面对病人的小病小痛，林

周县医院还有一定的治疗能力，一

旦 遭 遇 大 病 ，当 地 医 生 全 部 束 手

无策。

转机在外界医疗资源引入之

后开始发生。在占堆到林周后不

久，8 省份医疗支援团队进藏，彼时

湖南邵阳的医疗团队进驻林周县

人民医院，这让林周县的医疗水平

大为改观——简单的手术能做了，

一些抢救、急诊也都能开展，当地

群众翻山越岭去拉萨治病的情况

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

冲击，占堆自小学习藏医，对现代

医疗技术了解较少。看到邵阳医

疗团队的救治手段，占堆感觉到很

大的压力。

在摸索中，占堆慢慢发现藏医

与西医的结合之路。作为雪域高

原群众长期总结的治疗经验，藏医

在调养、康复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效

果，特别是对于一些高原特有的慢

性 疾 病 ，治 疗 起 来 效 果 更 好 。 当

时，医院里有脑溢血患者，在接受

了邵阳医生团队的抢救之后，再转

由 藏 医 进 行 恢 复 调 养 ，康 复 效 果

很好。

在林周，占堆还经常和同事一

起下乡巡诊。受制于自然条件，很

多住得远的农牧民没有办法到县

医 院 求 医 ，县 医 院 的 医 生 就 带 着

药，一家一户地上门服务。病人接

触得越来越多，占堆对基层的医疗

发展情况了解得越来越深。“西藏

基层医疗卫生能力差，需要大力培

养医疗人才。”占堆想，“尤其是很

多高原疾病高发区域，需要我们培

养更多兼具藏医和西医技术的人

才，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坚持创新促发展

5 年后，占堆结束了林周的工

作。此时，他此前工作的拉萨藏医

院 已 经 升 格 为 西 藏 自 治 区 藏 医

院。他回到藏医院担任外科主任，

后于 1984 年担任副院长，1996 年担

任院长，直到 2014 年退休。

在藏医院工作近 40 年，攻克过

敏性紫癜是占堆的一项重要工作

成绩。在临床过程中，占堆发现仅

仅使用现有的西药和藏药对小儿

过敏性紫癜治疗效果相对一般，治

疗过程很长，但如果将两种药物同

时 使 用 ，效 果 就 能 大 大 改 善 。 此

后，他又通过长期临床试验不断尝

试、改良原有的治疗方案，最终筛

选出过敏性紫癜组方药，证明对小

儿过敏性紫癜具有良好疗效。

除了自己不断钻研技术，占堆

还 致 力 于 推 动 藏 医 院 整 体 的 发

展。传统藏医并没有分科，在占堆

的主导下，医院开始划分出心脑血

管、骨科等多个专科。他还把医院

里的青年医生送去其他医院进行

培 训 和 进 修 ，让 他 们 掌 握 西 医 知

识，在治疗中能采用藏医与西医交

叉的方式开展治疗。“如今，这些具

有复合型技术的医师很多成了各

大科室的主任，成为治病救人的中

坚力量。”占堆说。

此外，占堆还大力发掘藏医学

中的传统技术，期待让这些曾经口

耳相传、师徒相授的技术成为医院

的特色科室。

2000 年，藏医院成立藏医药研

究 院 ，占 堆 不 但 参 与 了 研 究 院 建

设 ，还 一 直 从 事 藏 药 方 剂 改 良 工

作。据介绍，目前有记载的藏药方

剂有数万种，其中数百种仍用于临

床治疗。但是，传统的藏药制剂方

式生产效率低。在占堆的影响下，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制药厂引入了

全新的生产线，把传统的丸制藏药

改 良 成 为 颗 粒 、胶 囊 等 多 种 新

剂型。

“形式上进行改良，有助于藏

药走出西藏，迈向更大的市场。我

们藏医院研制的新剂型授权给市

场化的企业进行生产销售，目前已

经有多种藏药走向自治区外的市

场。”占堆介绍。

退休之后，占堆还长期在藏医

院开设门诊。随着年纪渐长，他也

渐渐停了直接坐门诊，转而通过对

政 府 建 言 献 策 发 挥 自 身 的 价 值 。

前两年，针对西藏藏药研制缺少原

料的情况，占堆向政府建言鼓励开

设 藏 药 种 植 基 地 ，并 进 行 统 一 收

购。“建议得到政府采纳，缓解了当

前西藏藏药制作的原料短缺。”占

堆说，“藏医药是祖国传统医药之

瑰宝。在时代发展中，藏医药和现

代医学能相互借鉴，在新时代焕发

更绚烂的光彩，更好地守护雪域高

原群众的生命健康。”

医治疑难杂症、研究改良方剂、发掘传统技术——

占堆 传承藏医六十年
本报记者 徐驭尧

占堆近照。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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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国医大师R

本版责编：商 旸 巩育华 徐 阳

致敬医护人员，每个人
都可以用实际行动，尽一份
心力

■民生观R

本报南宁 6 月 15 日电 （庞革平、潘正伟）“领了红本

子，住上新房子，才能过上好日子。”日前，广西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毛南家园社区居民方国江对记者说。近日，广西完

成 161734 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登记发证。免征易地

搬迁住房登记发证费 9900 万元，其中权籍调查等测绘费约

8500 万元，不动产登记费约 1400 万元。

广 西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506 个 集 中 安 置 点 涉 及 78 个 县

（区）共 161734 套安置住房。为让脱贫群众生活更安心，广

西建立多部门工作联动机制，按照“缺什么补什么、谁审

批谁负责”的原则，采取联合会审的方式，完善相关手续；

按照“1 个工作日办结”的要求，主动靠前服务，实行“特事

特办”，开辟办证绿色通道；成立攻坚指导专班，强化通报

督导，进行挂牌督办；全区不动产登记部门抽调 4000 多

人，对标对表实行挂图作战，确保安置住房登记不重、不

缺、不漏。

广西完成16万套易地搬迁房登记发证

本报成都 6 月 15 日电 （记者张文、宋豪新）易地扶贫

搬 迁 ，让 脱 贫 群 众 圆 了 安 居 梦 。 为 持 续 巩 固 脱 贫 成 果 ，近

日，四川已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工作，共

登记颁证 36 万余套，实现“应登尽登”，比计划提前一个月

完成。

自易地扶贫搬迁不动产登记开展以来，四川高度重视，积

极向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宣传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

动产登记意义，切实提高安置群众办证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联动推进，并将此项工作纳入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采取多种方式确保将不动产权

证书发到搬迁群众手中，让群众吃上“定心丸”。

下一步，四川省将继续开展县级自查、市（州）巡回检查以

及省级抽查，指导各地完善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档案资料、工

作台账、登记簿和不动产权证书附记，确保所有不动产权证书

发放到位，不重不漏。

四川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不动产登记

船行三峡，抬眼望向两岸大山，一

片片柑橘林随山势起伏，郁郁葱葱，美

不胜收。

在重庆市巫山县双龙镇的柑橘林

里，刘朝兴在树下给柑橘树浇水施肥。

“一天能挣 120 元，一个月下来能挣不

少哩！”点点阳光透过树叶，刘朝兴的脸

微微发红，谈起收入，却是一脸乐呵。

擦把汗，老刘继续忙活着。

双龙镇属于长江支流大宁河流域，

也是小三峡核心区域，沟壑较多，以峡

谷与阶地为主。地理上的劣势，使双龙

镇 长 期 处 于 交 通 闭 塞 、产 业 滞 后 的

状况。

“从下面看着很美，在上面住着很

难哟！”刘朝兴坦言，早些年，自家和邻

居 们 在 地 里 种 的 多 是 土 豆 、红 薯 、玉

米。地里挖不出“金果果”，大多数村

民纷纷外出打工。“全镇 3 万多人，走了

1/3。”双龙镇镇长陈恢毅说，人走了，地

也荒废着。

穷则思变——如何在全镇发展特

色产业，把大山的资源用活？

前些年，双龙镇利用高山的天然环

境和气候优势，积极发展水果种植，漫

山种上了“致富果”。种植、采摘，全国

各地的订单飞到了大山上……老百姓

的 日 子 也 过 得 越 来 越 好 ，收 入 越 来

越高。

老百姓吃喝不愁，接下来，如何让

柑橘为乡村插上振兴的翅膀？扩大种

植面积，打造精品柑橘，这是双龙镇给

出的答案。

2020 年 3 月，双龙镇与重庆浙乐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结缘”。在农业专家

实地调研考察后，双龙镇决定引入高端

柑橘品种，在万家村、安静村和巴雾村

种上约 30 万株柑橘苗，面积达 6000 余

亩，30 万株柑橘苗正茁壮成长，昔日的

荒山披上绿衣。

“再过几年，新品种进入丰产期，每

亩产量可达 6000 至 8000 斤。”重庆浙乐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威斌说，该

品 种 品 质 出 众 ，虽 然 价 格 高 但 不 愁

销路。

双龙镇采取龙头企业+村集体+农

户的模式。等柑橘进入丰产期时，企业

还将拿出 5%的净利润进行二次分红，

助力乡村振兴。

当地老百姓除了土地入股外，还就

近在地里务工。刘朝兴就是借助这个

契机，找到了家门口的工作。像刘朝兴

这样的务工村民还不少。“常年在柑橘

园里打工的有 300 多人，带动他们在家

门口增收致富。”宋威斌如是说。

特 色 产 业 强 起 来 ，百 姓 腰 包 鼓 起

来。截至目前，双龙镇种有 2.3 万亩脆

李、1 万亩干果和 1.1 万亩柑橘，它们正

在成为百姓的“摇钱树”。2020 年，全镇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1085 元。

柑 橘 为 百 姓 创 造 了 高 效 致 富 路

径。截至目前，巫山柑橘种植面积突破

20 万亩，挂果面积达 10 万亩，产量 10 万

吨，已打造成三峡库区群众脱贫致富的

“摇钱树”，成为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张

“生态宝贝”金名片。

而这只是巫山县乡村振兴的一个

缩影。在大溪乡，村民李永春的 3 亩柑

橘，为他带来了 3 万多元的年收入；在

曲尺乡，每年 6、7 月份，万亩脆李进入

挂果期，绿油油的果实压弯枝头，村民

纷纷说：“家门口种了致富树，日子越过

越 好 。”在 骡 坪 镇 茶 园 村 的 田 间 院 坝

里，花木扶疏、四季如春、美不胜收，这

里还发展起了葡萄园、蔷薇园、农耕博

物馆……

接下来，巫山县将围绕柑橘产业、

大宁河流域生态保护，规划建设“小三

峡”片区。同时，围绕脆李产业、长江流

域生态保护、农旅融合、生态康养发展，

创建“摩天岭”片区、“神女峰”片区等四

大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区。在乡村

振 兴 路 上 ，巫 山 县 正 迈 向 新 的 发 展

阶段。

重庆巫山不断拓宽致富路径，助力乡村振兴

特色产业强起来 百姓腰包鼓起来
本报记者 常碧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