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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诊室，一

位老人拄着手杖每周五上午在这里

出诊。他就是年过九旬的许润三，眼

不花、耳不背、思路清晰，一周 7 天只

休息两个半天，其他时间都在为病人

看 病 。“ 看 病 就 是 我 最 大 的 长 寿 秘

诀。身为一个医生，治病救人是最应

该做的。只要社会还需要我，病人还

需 要 我 ，我 就 不 能 离 开 临 床 。”许 润

三说。

“一辈子研究透一
个病就行”

时隔多年，许润三还清晰地记得

他的第一例输卵管不通患者。家住北

京市和平西桥的高某某，结婚多年，一

直怀不上孩子。经许润三治疗，她终

于圆了当妈妈的梦。她抱着孩子拜望

许润三的照片，还刊登在当年的报纸

上，引起不小轰动。

刚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

药大学）时，学院师资力量不足，临床、

教学任务繁重，许润三一个人承担编

教材、教学和临床带教等工作。1961
年，他调到东直门医院成为妇科教研

室主任，将研究领域由内科转向了妇

科，一干就是 60 多年。

1984 年，许润三调入中日友好医

院，担任妇科主任。中医治疗输卵管

不通，并非易事。当时中医没有输卵

管阻塞的病名，也没有对应输卵管不

通治疗的具体疗法，这让许润三伤透

了脑筋。如何用中医思维去治疗现代

医学概念下的疾病呢？

“我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运用中

医成功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

许润三说。参照西医影像学对输卵

管阻塞的诊断，许润三发现这与中医

学 体 系 中 的“ 瘀 血 病 证 ”极 为 相 似 。

他运用中医理论系统地论述了输卵

管阻塞的病因、病机，并确定了中医

病名、诊断要点和特色疗法，形成了

一 整 套 行 之 有 效 的 中 医 诊 疗 方 案 。

如 今 ，这 一 诊 疗 方 案 已 得 到 推 广 和

应用。

近几年，现代辅助生殖技术越来

越成熟，许润三在治疗不孕症的实践

中遇上了一些新情况。在辅助生殖

技术中遇到各种新问题的患者增多，

增加了治疗难度。年过九旬的许润

三仍然在临床一线孜孜以求。他说：

“看病要专注，一辈子研究透一个病

就行。”

“我要对她们的生
命负责”

为了解决妇女生育难题，许润三

作出了长期努力。1987 年，他的研究

成果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

二等奖，这背后是无数输卵管阻塞性

不孕症患者康复后灿烂的笑脸。

治病如打仗，用药如用兵。许润

三用药果断，基础是判断准确。他依

照病情用药，敢于决断，只想着为患者

治病，而不考虑个人得失。许润三说，

“患者找到我，是对我最高的信任，我

要对她们的生命负责。”

许润三的医者担当，与他当年被

中医救命的经历有关。许润三 18 岁

时染上了疥疮，全身水肿，有一次昏

迷了两天两夜。走投无路之际，父母

请来了当地名医崔省三为昏迷中的

许润三医治。一服中药灌下，许润三

在 10 多个小时之后慢慢转醒。通过

中药调理，许润三再没犯过病。正是

这 一 次 救 命 的 经 历 ，让 许 润 三 与 中

医 、与 启 蒙 老 师 崔 省 三 结 下 了 不 解

之缘。

治 疗 不 孕 症 ，面 对 的 不 只 是 不

孕 的 妇 女 ，还 有 渴 望 新 生 命 的 整 个

家 庭 。 许 润 三 将 岐 黄 春 暖 送 达 千

家 万 户 ，正 是 这 份 仁 心 仁 德 ，让 他

赢 得 了 患 者 和 晚 辈 医 生 的 尊 重 ，他

们 会 发 自 内 心 地 称 呼 许 润 三 为“ 许

爷爷”。

“学好中医不容易”

许润三历来以中医为重，但并不

排斥西医，常常会借鉴西医的方法和

一些思想指导中医临床。在许润三看

来，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都有其不足

之处，应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根

据不同情况，他总结出“无证从病、无

病从证、舍病从证”等辨识和治疗疾病

的方法。对于临床无明显症状疾病的

治疗，以辨西医的“病”为主，根据其发

生的病因及病理变化，归属于中医相

应病证，给予相对应的中药治疗。

“老师的认知非常‘时髦’，对于前

沿的科技成果十分关注，在输卵管不

通治疗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还想着如

何把现代先进技术融入临床之中，脑

海中始终在思考着临床创新。”中日友

好医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王清说。许

润三注重培养学生“师古不泥古”的精

神，要求学生们要“勤学善悟”，既要关

注中西医的现代研究，又要精勤于自

身的临床实践，融会贯通，逐渐形成自

己的独特诊疗体系。

许润三的学医之路，起步于学徒与

攻读中医经典。1949年，许润三拜崔省

三为师。每天来向崔省三寻医问诊的

病人不计其数，老师没有时间给自己详

细讲解，这让刚刚开始学习医术的许润

三十分犯难。崔省三意味深长地说：

“你身边有很多书籍可以学习。”这句话

让许润三恍然大悟，他将精力放在了老

师收藏的中医经典古籍上，每天晚上都

借着微弱的烛光背诵中医经典。

回望学医从医路，许润三总结，经

典阅读后需要去临床实践，临床不足

再回头读书，之后再回到临床验证，这

种循环渐进、学用反复的方法才是最

切实有效的。许润三感叹：“学好中医

不容易！”

年过九旬仍然出诊在临床一线，许润三 ——

师古不泥古 创新不停步
本报记者 王君平

■走近国医大师R
人物小传

许润三，1926 年
10月出生，出生于江苏
省阜宁县，第三届国医
大师，著名中医妇科临
床医生，中日友好医院
主任医师，兼任中国中
医药促进会中医生殖
医学专业委员会特聘
专家。

许润三近照。 资料图片

本报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者潘俊

强）记者从以“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为主

题的发布会上获悉：2021 年，北京市把接

诉即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主抓手，建立“每月一题”

机制。“每月一题”是基于 2020 年接诉即

办的民生大数据，聚焦市民诉求集中的

12 大类 27 个问题，抓住共性问题推动未

诉先办的主动治理机制。 2021 年“每月

一题”27 个问题由 12 个市级部门牵头负

责，全年共完成 600 多项任务，出台 110 多

项政策法规，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

据介绍，“每月一题”推动接诉即办改

革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深化。例如，针对

季节性周期性规律性问题“未病先治”，如

漏雨等房屋使用问题，北京市建立房屋修

缮“先应急后追偿”制度。在治理过程中，

2021 年的 27 个问题按照解决问题的不同

场景形成了“一单一表一图一问答”。“一

单”指的是梳理市级、区级部门和街乡镇

解决问题的工作职责，形成《工作职责建

议清单》。“一表”指的是系统总结解决 27
个问题的政策方法和改革创新举措，形成

《政策方法改革举措表》。“一图”指的是明

确解决问题的工作流程，形成《工作流程

图》。“一问答”指的是将解决 27 个问题出

台的政策措施拆解为通俗易懂的一问一

答，形成 500 余条《问答口径汇总》。“一单

一表一图一问答”通过明确职责分工规范

工作流程，梳理政策问答，促进政策运用

落地，不断推动问题解决的规范化、程序

化、制度化。

今年的“每月一题”选取了老楼加装

电梯、居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建

设 、集 中 供 暖 不 热 等 17 个 高 频 共 性 问

题。这 17 个问题由 13 个主责单位牵头负

责。此外，北京市还将在简化流程、推进

政策落地、明确职责上进一步发力，下大

力气抓改革、促治理、求实效，办好“千头

万绪的事、千家万户的事”。

北京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

“每月一题”化解民生难题

本版责编：李智勇 周春媚 孟繁哲

为帮助群众解决民生难题，河北邢台

市自 2021 年初搭建起“百姓议事厅”微信

呼 应 平 台 ，设 立 了 贯 通 市 、县 、乡 镇（街

道）、村（社区）四级的 7500 余个“百姓议

事厅”微信群，建立起一套 24 小时在线、

全市域覆盖的“识民情、听民意、解民忧”

线上服务矩阵。创办近半年来，邢台“百

姓议事厅”微信平台已解决落实民生诉求

1.2 万余件。

河北邢台市信都区孔村小区居民苗

永芹，发现自家阳台的水管漏水。她赶忙

拿起手机，在“百姓议事厅”微信群里发了

求助信息，马上就得到了回复。不到 5 分

钟，物业人员就带着工具敲开了苗家门。

20 分钟后，水管便修好了。

“问题的解决都是奔着‘就地化解’的

目 标 去 的 ，小 事 不 出 小 区 ，大 事 不 出 社

区。个别问题通过联络员，向上一级微信

群反映，并进而转至由县（市、区）领导和

政府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部门集

中办’微信群，推动问题及时解决。”邢台

市文明办负责人段晓勤说。

在襄都区东盛苑小区，居民陈建敏多

了一个身份——“百姓代言人”。为了更

好发现问题，除了居民自己反映问题外，

邢台还在全市招募了 7300 余名居民作为

“百姓代言人”。“把平时遛弯、唠嗑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整理上报。现在小区环境越

来越好，我们也越干越起劲。”陈建敏说。

“‘百姓议事厅’就像为党员干部装上

了‘千里眼’‘顺风耳’，畅通了民声、民意、

民诉、民求，让基层干部的工作更有抓手

了。”信都区委书记王银明很有感触地说，

“民生无小事。做到件件有着落、件件有

回音，老百姓不仅生活幸福了，对政府的

信任感也越来越强了。”

河北邢台创办“百姓议事厅”，半年为民办实事1.2万余件

服务平台 回应民生诉求
本报记者 史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