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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利他的目的，多
做有意义的事，用心生活，
我们的人生会更加充实，
更加幸福

■民生观R

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名叫

辛世武。他并非专家，却在 20 多年

的时间里，完成了 31 项发明，其中 5
项还获得了国家专利。这些发明的

灵感大都来源于生活：看到父亲卧

床不起、翻身困难，就发明出自动翻

身机；心疼妻子冬天在凉水里洗菜，

就发明出洗菜机，还有洗碗机、拖地

机，也都是为妻子减轻家务负担。

除了帮助家人，他还针对老年人的

需求发明了爬楼机、搓背机等，方便

他们的生活。

辛世武的故事一经报道，引来

网友纷纷点赞。大家在称赞他的发

明创造时，更为他的生活态度所感

动。不少人说，这是一位用心生活

的人。

31 项发明，对专业人士，尚属

不易。一位并不具备专业背景的老

人却坚持不懈、全心投入。绘图不

易，就不断学习新知，一步步梳理；

技术复杂，就去请教专业人员，一点

点解析。一个发明成果，要经历无

数次试验失败，花去一两年时间。这些困难，都没有阻

挡住辛世武的脚步。

他的执着追求，对每个人都是一种启示。在生活

里，要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过程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但只要选对方向，就不妨先不问收获，专心耕耘。曙光

也许就在前头，专心干就对了。正如荀子所说：“蚓无

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古往今来，多少成功者，都是凭借专心致志的钻研和深

耕，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即便是运气和机遇，也大多

眷顾用心之人。

用心是一种态度，爱心则是动力。辛世武专心搞

发明，起源于对家人的关心，想改善他们的生活。做着

做着，又觉得会对老年群体普遍有好处，这让他搞起发

明更有劲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埋头做一件

辛苦的事的时候，多想想取得成果后对社会、对他人带

来的好处，就能鼓足干劲、激发勇气。在选择生活目标

时，眼界开阔些，多想想如何有益于社会，往往会更有

收获。

抱着利他的目的，多做有意义的事，用心生活，我

们的人生会更加充实，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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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背 上 ，青 筋 暴 出 ，骨 节 分

明。仔细看去，李业甫的手从指头

到掌心，布满老茧。

深冬时节，天气正寒。身子骨

刚好一点，因病停诊一年半的李业

甫回到了临床一线。在安徽省中

西医结合医院国医大师诊室里，他

再次忙碌了起来。

凭一双手治疗疾病

“手抬高，疼不疼？会麻吗？”

推拿间隙，年近九旬的李业甫轻声

询问前来问诊的小鹏。天气寒冷，

11 岁的小鹏却觉得李爷爷的手十

分温暖，“不疼”。得知小鹏刚做完

手术没多久，李业甫戴上眼镜，略

微抬头，对着灯光，拿起拍片结果，

仔细地看。

之后，李业甫左掌摊开，右手

握 拳 ，置 于 小 鹏 头 顶 ，轻 叩 几 下 。

紧接着，顺着脊椎，移至肩颈，略微

按压。门诊室里，三四个徒弟围在

周围，认真观看。

去年 10 月，顾不得身子还未完

全康复，李业甫就奔回了诊室，“干

了一辈子，舍不得啊！”

每天早起，李业甫满脑子想的

是门诊又有哪些病人，“有些患者

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我这双手，能

做一点是一点。”边按边说，李业甫

依然手随心转。

幼时家贫，兄妹众多，他当过

放牛娃，也住过茅草屋。“后来有个

弟弟患病，不治身亡，让我决心学

医。”李业甫回忆。

不打针、不吃药，双手揉捏按

压就能治病。几经辗转，中医推拿

激 起 了 李 业 甫 的 兴 趣 ，“ 不 用 买

药，一双手推推揉揉间就能治病，

多难得。”

合肥医士学校毕业，又到上海

中医学院附属推拿学校培训后，李

业甫于 1962 年被分配到安徽中医

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开始从事推拿

医疗。在他之前，安徽很少有人从

事推拿医疗工作。“当时除了理论

课，还要学手法，穴位又多，不光记，

还得练，半点都不轻松。”李业甫说。

站在阳台活动筋骨，伸臂画圈，

前后甩手；对着沙袋练习手法，日复

一日，认真钻研。久经岁月洗礼，李

业甫的推拿技法越来越成熟，经手

治疗的病患也越来越多。时间一

长，他的指间也磨出了一层老茧。

“这么多年，李老师一心想的就

是患者。连门诊费都是按照普通专

家门诊标准收。”主治医师张燕说。

用一双手锤炼技艺

小小的筒子楼，一丈见方，冬

天 似 寒 窑 ，夏 日 赛 蒸 笼 。 坐 于 其

中，白天问诊，晚上总结，这样的日

子，李业甫过了几十年。

一双手，能指间运作，于患者

体 表 揉 、捏 、搓 、擦 ；拿 起 笔 、捧 着

本，问诊时遇到的难题和创新的思

路，也在一笔一画间点滴记录。

大夏天里，阵阵热浪袭来。没

有风扇，打一盆凉水放在地上，李

业 甫 双 脚 浸 入 ，靠 着 凉 水 消 解

热意。

几十年里，李业甫先后发表 40
多 篇 学 术 论 文 ，主 编 医 学 专 著 17

部。与此同时，编写教材、设计教

案，他想的是“要让更多人从中受

益”。系统地运用推拿诊疗技术、

技能手法，李业甫首创的“李氏推

拿牵引复位法”和“李氏定位旋转

复位法”，在中医推拿上具有很高

的价值。

中医推拿，既要传承，更需创

新。因为常年体力劳动，马鞍山不

少工人出现腰椎病和颈椎疼痛，大

家都来找李业甫治病。推拿牵引治

疗，得靠人力将患者肢体拉开进行

关节复位。“有的拽手，有的拉腿，至

少需要 4 人牵引。”李业甫说，这样

不仅费时费力，有时还疗效很差。

何 不 设 计 一 台 牵 引 复 位 床 ？

一来解放人力，二来控制力度。

说干就干，李业甫和工人们一

道集思广益，设计图纸，研究方案。

上世纪 70 年代，一台钢铁材质、人

工手摇的牵引床问世。“通过这张

床，疗效显著提高，疗程也明显缩

短。”最初，牵引复位床只具备简单

功能。而如今，牵引复位床已经发

展到了具备多功能的第三代版本。

靠手把手实现传承

肩一沉、腕端平，指实、掌虚，

李业甫手握空拳，紧推慢移，按于

肩背。

“ 不 同 部 位 ，手 法 力 度 不 一 。

其中轻重缓急、柔软深透，大有讲

究。”门诊室里，李业甫边演示，边

解说，身边的学生瞧得仔细，下笔

如飞赶忙记录。

年近九旬，在诊疗一线，李业甫

渴望将“手摸心会，运用自如”的推

拿技法传之后人。“推拿手法很重

要，操作得当才会起效。”在李业甫

看来，讲得再好，不如手把手教。从

师十载，张燕对自己刚入职时练习

手法的那段日子，记忆犹新。“先在

模具、沙袋上练，熟悉颈椎骨节位置

后，再用到同事身上。”每天至少练

习一个小时，两年之后，张燕才真正

将手艺付诸实践。

治学严谨，李业甫对待病人却

很温和，“李老师问得很细，加上体

格检查，一位患者要花 20 多分钟。”

这种风格，也渐渐感染了张燕。“问

诊 时 ，总 要 问 得 很 细 ，才 觉 得 透

彻。”张燕说。

临床教学之外，国医大师传承

工 作 室 内 ，还 时 不 时 会 有 新 的 课

程。没有黑板，不见教材，李业甫

拿着两页薄纸，为学生挨个答疑解

惑。“在临床上要以什么样的标准

要 求 自 己 ？”“ 如 何 确 定 复 位 具 体

点？”……说到兴起，李业甫还会把

提问者叫上前来，握着手，对着点，

亲自示范。

开设推拿专业班、创办传承工

作室，多年来，李业甫已培养了数

百名中医推拿专业人才。时至今

日，哪怕有的学生已是科室主任，

李业甫还会拿着他们的病历记录

细看。“不光看，还批改。这也使得

我们在诊疗时更加认真，不敢有一

丝懈怠。”张燕坦言。

“趁着自己还能动，要再多培

养些学生，多治疗些患者。”李业甫

清 瘦 的 双 手 在 推 揉 点 穴 间 ，格 外

有力。

（文中小鹏为化名）

专心推拿传承创新，李业甫 ——

行医六十载 一心为患者
本报记者 游 仪

■走近国医大师R
人物小传

李业甫，第三届
国医大师，安徽中医药
大学教授。他行医六
十年，让许多患者摆
脱 病 痛 折 磨 。 他 致
力于推拿医学教研，
写出了一部部推拿专
著，培养了数百名中医
推拿专业人才。

李业甫近照。 资料图片

本报北京 1月 10日电 （记者闫伊乔）教育部近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记者了解到：脱贫家庭辍学学生数量持续

保持动态清零。

据介绍，教育部组织开展开学季专项行动，建立“一生

一表”工作档案，督促各地持续做好劝返复学工作，坚决守

住义务教育特别是控辍保学“底线”。以精准资助促精准控

辍，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与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的

数据全面实时比对。继续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

力提升项目，发展“互联网+”教育助力城乡教育均衡，深入

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

流轮岗进一步常态化，持续提升农村学校办学能力和教学

质量。巩固深化推普工作成果，“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惠

及 43.6 万名彝族学前儿童，“童语同音”计划完成师资培训

1.6 万人次。

此外，中小学改厕任务已基本完成。 2019 年启动实

施“中小学校‘厕所革命’行动计划”以来，完成了 6.7 万所

中小学、幼儿园非卫生厕所改造，除少数学校外，全国中

小 学 、幼 儿 园 厕 所 基 本 达 到 了 安 全 、清 洁 、实 用 的 要 求 。

同时，各地还同步解决厕位不足、男女厕位比例不合理等

问题。

脱贫家庭辍学学生数量保持动态清零

本版责编：李智勇 周春媚 孟繁哲

本报南宁 1 月 10 日电 （记者庞革平）记者从广西社

保中心获悉：广西 80 项社会保险业务标准已于日前在全

区实施。

据介绍，广西社保中心将标准化工作纳入 2021 年重点

工作，邀请广西标准技术研究院专家全程指导，组织动员全

区社保系统业务骨干共同参与，于 2021 年完成 80 项社会保

险业务标准编制工作。其中，服务规范 2 项，个人权益服务

规范 21 项，养老保险服务规范 17 项，工伤保险服务规范

28 项，失业保险服务规范 12 项。80 项社会保险业务标准

定位于广西全区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的具体业务指导，涵

盖所有险种，覆盖全部社保经办公共服务事项，贯穿业务

受理、审核、结果反馈全过程，为全区社保经办行为划定了

底线、明确了红线、清晰了路线。对全区社保经办人员而

言，80 项社会保险业务标准是全区统一的业务经办服务操

作规范。

广西社保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罗俊鑫介绍，2022 年，广

西社保部门将联合广西标准技术研究院继续制定广西社会

保险财务标准和社会保险档案标准，全面推进广西社会保

险标准化建设。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广西社保部门将

对各项社会保险标准进行补充完善、动态调整。

广西80项社会保险业务标准实施

“咱农民外出打工能有‘专车’，以前真

是想都不敢想。”吉林省松原市让字村村民

邱建军兴奋地说，之前想出村，自己骑摩托

车不安全，坐别人的车又贵。如今可以通过

村里的公共服务站申请接送客车，“免费的

小汽车开到家门口，省心又省钱。”

“哪儿能看到招工信息？”“我家离县里

60 多公里，证照该去哪里办？”……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村里干部在日常走访中频频

听到村民对各类公共服务的渴望。

2020年 10月，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建立起

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服务中心，涵盖农村公共

交通、劳务用工、农保办理等多项服务。村

里的网格员收集村民需求，村里的公共服务

站按职责将任务分发到对应部门限时办理，

乡（镇）公共服务站无法解决的，继续向上一

级上报。“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就是为了

延伸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村民办事

少跑腿。”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迪说。

让字村农村服务站联络员屈俐宏告诉

记者：“有了服务站之后，大家的事就是我的

事。”去年，73 岁的刘凤珍老人来询问农保

事宜。老人领取养老金需要进行认证，以往

不会操作手机的老人只能到县里办理。“光

打车费就要 120 多元，有时等车就要大半

天。”刘凤珍回忆。屈俐宏联系人社部门询

问情况后，自己下载软件，先后帮 14 位老人

完成认证。“现在一步路都不用走，联络员上

门帮忙办。”刘凤珍老人说。

出 行 也 曾 是 困 扰 村 民 的 一 个 问 题 。

2020 年，松原市委市政府为乡镇提供小客

车，并在车上安装摄像头，实时采集客车行

驶路线、驾驶员情况等信息。村里的联络员

把收集到的用车需求上报，由农村局和交通

局负责调度。截至目前，松原市累计为村民

提供用车 1.5 万台次，运送人员 21.5 万人次。

目前，松原市 1123 个村已全部覆盖四

级公共服务中心，各村屯还结合自身情况，

相继推出农产品销售、公交线路延伸等多种

服务，针对农民诉求，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服务中心，吉林松原——

便民服务进村 村民办事省心
本报记者 刘以晴

“吴大夫，我心口难受，您看问题严重吗？”

“看心电图有点心律不齐，有什么慢性病史吗？”

前段时间，海南省琼海市沙美村村民覃学

深感觉心脏不适，前往村卫生室就诊。挂号

后，村医何国书给他佩戴上检查设备，录入信

息数据，同步上传至云平台。5G 远程诊疗一

体机的屏幕另一端，琼海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

任医师吴敏实时阅片，并给出了诊断报告。

“以前从村里到市区看病，坐车吃饭加起来

100元都不够，费时费力。如今出门走几步就能

和专家‘面对面’，比以前方便多了！”覃学深说。

“沙美村患有慢性病的 65 岁以上老人超过

百人。以前看病靠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拿

不准的时候只能让病人到市里检查。现在卫

生室配备的一体机自带心电图、尿常规检测等

10多项功能，还有专家远程‘支招’。”何国书说。

2018 年 11 月，海南省印发《海南省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行动计划》，2019 年海

南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小病不进

城、大病不出岛”为目标，着力构建“15 分钟城

市健康服务圈、30 分钟乡村健康服务圈”。

2020 年 11 月，海南启动“基于 5G 物联网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海

南省卫健委规划信息处处长毛松介绍，项目结

合 5G 技术，主推“三个能力下沉”和“一个智慧

提升”，即病理、核磁共振、CT 下沉到市县医院，

眼科、超声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心电、胎心监护

仪器下沉到村卫生室。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诊疗能力，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彩超拍的片子利用 5G 传送到省、市县医

院影像中心，专科医生解读后通过系统反馈信

息，不到 10 分钟，一次影像诊断就完成了。”目

前，海南全省 2321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安

装使用新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

340 家乡镇级医院和 2600 余家村卫生室安装

5G 远程医疗设备，累计使用 4.7 万次。

“下一步，海南省卫健委将调动基层用好信

息系统和 5G 远程设备，进一步提升管理能力和

诊疗水平。”海南省卫健委副主任李文秀说。

2600余家村卫生室安装远程医疗设备，海南——

5G诊疗下乡 群众看病方便
本报记者 曹文轩

1 月 10 日 ，浙 江 省 湖

州市德清县下渚湖街道妇

联，联合三合中心幼儿园

开展“品民俗 过腊八”活

动，小朋友通过认食材、做

腊八粥、表演舞蹈等活动，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传承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图为幼儿园老师在

教小朋友辨识制作腊八粥

所需的食材。

王 正摄

（影像中国）

品民俗

过腊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