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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呀 ，老 冯 ！ 赶 快 照 照 镜

子，瞅瞅还是你吗？”听到同事的

调侃，刚从高速公路服务区浴室

走出的老冯被逗笑了，“不是我，

还能是你？快去洗，美着哩！”

老 冯 名 叫 冯 德 文 ，甘 肃 武 威

人，今年 55 岁，是一名卡车司机，

驾龄超过 10 年。近年来，他主要

跑省内运输，负责兰州至张掖高

速 公 路 服 务 区 的 垃 圾 回 收 和 处

理，“活儿不难干，就是有点脏。”

“换身新工装，两天就变样。

冬 天 还 好 ，夏 天 一 到 ，身 上 黏 糊

糊、车厢臭烘烘。”老冯跑的路段

不算长，单程 400 多公里，可沿途

服务点多，运输量大，出车一趟往

往需要四五天。过去条件有限，

老冯总是到家才洗澡，“最大的愿

望是不下高速就能洗洗澡、歇歇

脚。”老冯说。

老冯的话道出了不少货车司

机的心声。据统计，甘肃东西绵延

1600 多公里，每天约有 15 万名司

乘人员奔波在路上。倘若载货往

返新疆，仅甘肃段就要跑上好几

天，驾驶员不得不以车为家、与路

为伴。

如何解决“老冯们”的急难愁

盼？去年底，甘肃在全省 79 对联

网收费公路服务区建成投运 36 个

“司机之家”，并重点改造升级其

中的 10 个。相比传统服务区，“司

机之家”不仅能停车、吃饭、如厕，

还配有胶囊公寓、热水淋浴、洗衣

烘干设备，依托“甘肃省人民医院

高速医联体”，驻点医生能随时提

供健康诊疗咨询。

刚开始听说“司机之家”能提

供的一系列服务，老冯还满腹狐

疑，直到看见明码标价，他才感到

心 安 ：胶 囊 公 寓 3 小 时 内 免 费 休

息，每超过 1 小时加收 15 元，封顶

80 元；休息期间淋浴洗衣、烘干充

电服务等不另外收钱，购买餐饮

套餐还能够享受打折优惠。

洗 过 热 水 澡 ，换 了 一 身 干 净

衣裳，老冯笑容满面，“服务区还

给我赠送了礼包。充电线、创可

贴、香皂、口罩，都是路上用得着

的东西！”

领到礼包的还有来自湖南衡

阳的货车司机谢新伟，这次他运

输的货物有些特殊——一套长 80
多米、宽约 5 米的风电叶片。由于

风叶超宽，目的地的收费站需要

拆掉部分护栏挡板，比较耗时，谢

新伟选择在兰州附近的接驾嘴服

务区等待。见到记者的时候，他

和 同 伴 已 经 在 服 务 区 等 待 了

两天。

头 一 晚 ，谢 新 伟 来 到“ 司 机

之 家 ”，虽 然 注 意 到 有 地 方 可 以

睡 觉 ，但 考 虑 再 三 还 是 回 到 车

上。“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谢新

伟说。原来，常年跑长途货运的

谢 新 伟 最 怕“ 油 耗 子 ”，“ 千 升 的

油 箱 ，倘 若 油 被 盗 ，一 趟 活 儿 全

白干。”为了防止油被盗，他不管

跑哪儿都习惯睡在车上，夜里和

同 伴 轮 流 值 班 ，“ 这 么 多 年 没 睡

过 一 次 安 稳 觉 。 冬 天 的 驾 驶 室

格 外 寒 冷 ，室 内 室 外 温 度 一 个

样 。”谢 新 伟 说 ，夜 里 盖 两 床 棉

被 ，早 晨 起 来 还 能 看 见 水 杯

结冰。

针 对 货 车 司 机 担 心 车 上 油

料和货物被盗的问题，甘肃率先

推 出“ 车 货 无 忧 ”公 众 责 任 保

险 。 全 国 各 地 货 车 驶 入 甘 肃 境

内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将自动纳

入 保 险 理 赔 范 围 。“ 投 保 费 用 由

省交通运输部门承担，货车司机

不用掏一分钱，也无需办理任何

投 保 手 续 。”甘 肃 省 高 速 公 路 运

营服务中心主任张军仁介绍，保

险事故发生后，司机可在接驾嘴

等 10 对 服 务 区 的 办 理 点 索 赔 。

5000 元以内的损失，将在 24 小时

内全额理赔。

“安 全 驾 驶 无 小 事 。 我 们 要

努力让货车司机停放心车、洗热

水澡、吃可口饭、睡安稳觉。”甘肃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刘

建勋说。未来，甘肃将持续加大

“司机之家”建设力度，用好“车货

无忧”公众责任保险，不断提升运

营服务质量，切实维护和保障货

车司机合法权益，促进道路货运

健康发展。

甘肃为一线司乘人员解决休息、就餐、货物安全方面难题——

关爱送到高速路服务区
本报记者 赵帅杰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电 （记者陆

娅楠）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2022年春运将于 1月 17日正式

启动，2 月 25 日结束，共 40 天。今年春

运，国铁集团推出十大便民服务措施，

全力打造平安、有序、温馨春运，努力

让旅客体验更美好。

一是科学精准安排运力，满足疫

情防控条件下旅客出行需求。春运每

日可提供客座席位 1050 万个以上，较

2019 年提高 10%以上。全力满足保障

旅客出行和疫情防控的双重需要。如

果局部地区出现疫情，将快速调整运

输组织，停开、减开涉疫地区旅客列

车，减少人员流动。

二是优化售票服务措施，进一步

改善旅客购票体验。延长 12306 网站

（含手机客户端）售票和改签服务时

间，旅客办理购票或改签业务，由原来

每日 5：00 至 23：30 延长为每日 5：00
至次日凌晨 1：00（每周二除外）；候补

购票截止时间由最晚开车前 6 小时调

整为 2 小时，旅客在开车前 2 小时还可

以办理候补购票业务；新增自助售票

终端办理电子客票改签功能，旅客可

在自助售取票机上完成车票改签业

务；对 12306 网站服务功能再次进行

优化升级，旅客可通过 12306 网站（含

手机客户端）24 小时办理退票。

三是提供临时电子身份证服务，

满足部分旅客应急乘车需求。如旅客

朋 友 遗 失 或 未 携 带 身 份 证 时 ，可 在

12306 手机客户端在线提交乘车临时

电子身份证明申请，验证通过后可在

车站正常完成购票、退票、改签、进站、

检票等业务服务，不用再到车站办理

纸质证明。

四是丰富关爱服务举措，方便老年人等重点旅客出行。针对

老年人、脱网人群和需要特殊服务的重点人群，线上线下全渠道开

展 关 爱 服 务 。 老 年 人 使 用 注 册 12306 账 号 填 写 的 手 机 号 拨 打

12306 客服电话时优先受理。继续保留人工售票、电话订票、现金

购票等服务方式，保障脱网人群便利购票。

五是大力推广无接触服务，为旅客营造健康出行环境。增加

车站自助设备数量，增设进站绿色通道；推荐使用互联网订餐、列

车微信订餐，送餐至车厢座位。

六是优化中转换乘服务，便利旅客接续行程。线上优化接续

换乘时间，增加换乘车站选择，为旅客提供更多可选择的换乘方

案；线下提供站内便捷换乘服务的车站由 75 个增至 80 个，设置换

乘引导和通道，进一步提升旅客换乘便捷性。

七是扩大票价优惠范围和力度，普惠让利于旅客。优惠列车

涵盖正向和反向、动车和普速、图定和临客，动车组列车延续最低

五五折的优惠，普速旅客列车实行最低二折优惠，继续推行差异化

票价优惠策略，提升旅客获得感。

八是高质量开好“慢火车”，服务保障边远山区群众出行。春

运期间继续保持公益性“慢火车”开行规模，不安排停运，进一步完

善服务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切实保障边远山区群众出行。

九是“点对点”开行专列，为学生、务工人员群体出行提供服务

保障。目前已在陕西省开行学生返乡专列 14 列，后续将根据需求

继续开行。

十是推出“雪之梦”等特色服务，全力做好冬奥运输服务保

障。每日安排开行 40 对冬奥列车，在开、闭幕式人员集中出行时

段还将增开专列；组织研发了 12306 冬奥专区票务服务功能，为北

京冬奥会注册人员和持门票观众提供预约服务。

据介绍，春运期间铁路部门还将统筹货运能力供给，继续加强

发电供暖用煤、东北粮食、春耕化肥、节日物资等关系国计民生的

重点物资运输，全力确保防疫物资运输，力保全国铁路日均装车

17 万车以上，确保全国 363 家直供电厂存煤保持可耗天数 15 天以

上，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用好升级后的

铁路 95306 货运电子商务系统新功能、新服务，进一步便捷客户办

理业务，提高货运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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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临 近 ，

四川省内江市文

联和四川香格里

拉彩墨画研究院

开展送艺术进乡

村活动。来自省

市的书画界人士

走进东兴区永兴

镇 东 岳 村 ，现 场

为群众书写春联

和“福”字，将新春

祝福送进农家。

图为书画界

人士正在为当地

村民书写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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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想当有扎实中医理论

基础、学术上有突破、能造福患者

的‘大医生’，还是背背‘汤头歌’、

学点药性、混口饭吃的‘小医生’？”

“我要当‘大医生’！”

60 多年过去，唐祖宣依然记

得当年和师父周连三的对话，“我

能学医很不容易，当年立下的志

向更不能忘！”

牢记从医志向

唐祖宣从小生活艰苦，摆摊卖

水、拾柴火，小学毕业就走向社会

的他，啥苦活累活都干。1958年到

邓县（今邓州市）街道印刷厂当体

力工的时候，他才 16岁。

做事勤快、乐于助人，生活的

艰辛并没有使他消沉，反而让他更

“有心”。隔壁诊所缺人手，他常跑

去帮忙打扫卫生。一来二去，诊所

医生收下他做了药房调剂师。“学

医”的机会来了，唐祖宣格外珍惜

——经常晚上住在诊所，边值班

边啃医书。“那时候想的只是学个

‘技术’，能填饱肚子。”

后来，诊所合并到邓县城关

卫生院。孤身一人、生活不便的

河 南 省 名 老 中 医 周 连 三 忙 于 坐

诊，唐祖宣主动帮他铺床、叠被、

洗 衣 、送 饭 。 时 间 一 长 ，唐 祖 宣

的关心感动了老中医，周连三收

他为徒。在师父指导下，唐祖宣

有了要做“大医生”的志向。

“ 大 医 生 ”怎 么 做 ？ 勤 奋 。

厚厚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近 400 个药方，唐祖 宣 一 个 一 个

地 抄 诵 、默 记 ，以 至 烂 熟 于 心 ，

到 今 天 仍 能 随 口 背 来 。 之 后 ，

无 论 治 病 救 人 还 是 科 研 攻 关 ，

唐 祖 宣 都 牢 记“ 做 大 医 生 ”的 志

向，几十年如一日，初衷不改、孜

孜不倦。

从“ 打 扫 卫 生 ”到 做“ 大 医

生”，唐祖宣成果丰硕——创新运

用温阳法治疗心脑血管病；研制

出治疗血栓病的中药新药，至今

仍在临床上使用。他先后被评为

“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中

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先进

工作者。

义诊惠及农民

“气血不足，需要补气血。”一

番 问 诊 把 脉 后 ，唐 祖 宣 略 略 思

索，写下药方交给病人，字迹颇为

工整。

忙碌一上午，80 岁的唐祖宣

已有些疲惫，吃饭途中却依然放下

碗筷，去接待外地来的陌生病人。

“现在事情太多，只能抽空给人看

病。但我有两条规矩，第一，病人

最重要，只要患者来访，首先看病；

第二，治病最要紧，不管有钱没钱，

都要给人家药吃。”

1973 年，邓县城关镇居民牛

德聚患了“脱疽”，唐祖宣义诊时

发现他的一条腿已烂得露骨头，

立即给他免费治疗，还发动大家

捐款。治好了病的牛德聚十分感

激，要把家里仅有的一头奶羊送

给他。“你把羊牵回去吧，心意我

领了。你保住了腿，有个好身体，

比送我啥都强！”唐祖宣说。

苦 孩 子 出 身 的 唐 祖 宣 对 贫

苦农民格外有感情。过去，偏远

乡 村 缺 医 少 药 ，村 民 小 病 不 去

看 、大 病 看 不 起 的 情 况 ，刺 痛 了

他 的 心 。 唐 祖 宣 开 始 自 发 前 往

农村义诊。1988 年，他担任邓县

中医院院长后，中医院派出义诊

小 分 队 去 偏 远 乡 村 送 医 送 药 成

为常态，经常周末、节假日，五六

个 医 护 人 员 、一 辆 医 疗 车 ，带 上

心电图机、B 超机、血压器、常用

药等就往村里跑。

“医院自带设备桌椅，吃饭自

理，来多少病人就看多少，走时还

把垃圾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容易

啊 ！”村 民 们 很 感 动 ，也 很 受 用 。

30 多年来，邓州市中医院下乡义

诊 近 千 次 ，惠 及 农 民 达 80 万 人

次，免费送药价值达 100 多万元。

始终关爱患者

唐 祖 宣 对 待 患 者 的 关 爱 始

终如一，并没有因身份的变化而

改变。

2013 年，唐祖宣准备坐车进

京 参 加 活 动 。 拉 开 车 门 的 那 一

刻，“嘀嘀嘀”，手机响起，一位来

自 贫 困 乡 村 的 患 者 辗 转 几 十 里

找来，要他看病。唐祖宣二话不

说 ，转 身 回 去 为 患 者 把 脉 问 诊 ，

亲 自 脱 下 患 者 鞋 袜 查 看 病 情 。

工作人员提醒他车要开了，他却

说：“车误了，可以坐下一趟。看

病 耽 误 了 ，就 会 影 响 病 人 健 康 ，

误 不 得 呀 ！”他 硬 是 坚 持 把 病 看

完才走。

2020 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唐祖宣组织邓州市中医院职

工熬出中药，以最快速度送到医

护人员和隔离人员手上，帮助他

们增强免疫力。

如 今 ，耄 耋 之 年 的 唐 祖 宣 ，

将 主 要 精 力 放 在 了 培 养 徒 弟 和

著 书 立 说 上 。 唐 祖 宣 说 ：“ 是 党

培养我成为一名中医工作者，我

现 在 年 事 已 高 ，希 望 能 通 过 著

书 ，将 多 年 积 累 的 经 验 传 递 下

去 。 我 现 在 主 要 工 作 除 了 给 病

人看病，就是带着徒弟们不断总

结 实 践 经 验 ，去 年 出 了 30 部 著

作，最终要出到 200 部。”

据介绍，唐祖宣组建了专门

的学术研究室，同时也一直在招

收、培养国内外徒弟，好把技艺传

承下去。

“作为‘国医大师’，唐祖宣有

心、有情也有义。”一位相识多年

的朋友这样评价唐祖宣。

研习中医孜孜不倦、经常组织下乡义诊，唐祖宣——

心头最重是患者
本报记者 毕京津

■走近国医大师R
人物小传

唐 祖 宣 ，1942
年 3月出生，河南邓
州人，中共党员，中
医主任医师，中国中
医 科 学 院 学 部 委
员。荣获河南中医
事业终身贡献奖。
2014年被评为第二
届“国医大师”，2019
年荣获“全国中医药
杰出贡献奖”。

唐祖宣近照。 资料图片

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周春媚

“长见识了，网上能买药，还能用医保！”说起这件小事，刘大伯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今年 65 岁的他，家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患有慢性疾病。原来每次购药，都要本人到定点药店刷医保卡。

眼下，在外卖平台进入标有“医保支付”字样的定点药店，搜索

所需药品，选择线上医保支付，即可坐享送药到家。

“别说，还挺简单呢！”刘大伯越看越乐呵，越用越顺手。

金华自从开通“网订店送”医保结算服务以来，“网订店送不

跑腿”成为像刘大伯一样的参保人的购药新方式。目前该服务

支持多个网络平台下单，满足条件的药店也已达 114 家，实现县

市全覆盖。

“本质上，这是结合国家医保电子凭证身份验证功能，对医保

个人账户结算模式的创新。”金华市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吕警军

介绍，“网订店送”医保结算服务还将进一步丰富网点个数，优化场

景功能，提升老百姓购药的便捷度。

购药方便，还要避免风险。为了确保账户和用药安全，除了常

规手段，金华还打造了全民安心医保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真正实现

“一键智控”。

“平台会根据结算服务中的数据异常筛选出超时、结算失败、

拒单率最高的 10 家药店，由医保部门约谈。”吕警军说，还能够远

程监管医保刷卡结算行为，严查冒用他人医保结算凭证、医保目录

外串换等现象。

平台整合了医保结算、药店“云监控”、人脸识别、智能审核、智

能分析等八大业务系统，可以从 7 个维度跨部门归集数据展开分

析，全域医保治理实现“一屏统揽、一网通管、一键智控”，一旦发现

问题还可以迅速跟踪处理。

“未来，全民安心医保城市综合管理平台还将更加智能化、精

细化，老百姓看病购药有了技术保障，幸福感也将大幅提升。”金华

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周燕祥说。

浙江金华提升医保购药便捷度

患者不跑腿 流程云监管
本报记者 窦 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