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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芳 83 岁，两鬓斑白，出行需

靠轮椅，但在问诊时，仍精神矍铄，

目光如炬。

“你别急，咱们先聊聊天。”察觉

出患者的焦虑，卢芳以“唠家常”的

方式，循序渐进地让患者讲述病情，

丝毫没有名医的架子。

几番问询下来，他耐心对患者

说：“我回去琢磨一下配方，我们一

起努力，把你的病治好。”尽管有着

丰富的经验，遇到难题新题时，卢芳

总要钻研一番，再为患者开出最适

合的药方。

幼承庭训，医者仁心

《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宗金

鉴》……幼年开始，卢芳就跟在身为

民间中医的祖父身边，诵读经典论

著，潜移默化中，他渐渐开始对中医

产生兴趣。

卢芳回忆，小时候，农村不少孩

子 早 早 下 地 种 田 ，读 书 是 一 种 奢

侈。家人的支持，是卢芳早年求学

路上的最大动力。穿着透风的棉裤

熬过冬天，嚼着发硬的玉米饼寒窗

苦读，卢芳从不说苦。

高考时，成绩优异的卢芳选择

了中医学院作为志愿。大学时代，

卢芳被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深深吸

引，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医知识。宿

舍每天准时熄灯，他经常在半夜起

床温习功课，回宿舍时，天色已然

微亮。

卢芳知道，每个月的学费和生

活费，都是父母辛苦省下来的。“我

每天都拼命地读书，如果不能多学

一点中医知识，就感到对不起父母

的养育之恩。”

出身贫寒，让卢芳对家庭条件

较差的患者，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一次，患者还未进来，家属便在

门外泣不成声。只见一个年轻的女

孩被推了进来，浑身红肿。问诊室

里，七八位大夫围坐一桌，却迟迟拿

不定主意，一番讨论后，大家齐刷刷

望向卢芳。

“病状的确很罕见。”卢芳眉头

紧锁，思考良久，开了几服药。

“ 我 们 把 全 省 的 医 院 都 走 遍

了！不少人说治不了，但我们借钱

也想再试一试。”听患者家属讲起家

里的不易，卢芳又默默减免了一半

费用。

专攻疑难，守正创新

从医六十载，卢芳致力于治疗

疑难杂症，在积累研究的数千病例

中，他发现不少疾病很麻烦。“哪儿

都看了，谁都瞧了，就是治不好。”卢

芳解释道。

50 多年前，卢芳的邻居吴大娘

得了三叉神经痛，发作时痛苦不堪，

遍寻名医，始终不见好转。彼时，年

轻的卢芳并不出名，也缺乏治疗这

类疾病的经验。

“我就去图书馆翻阅古籍文献，

一页页地看，在一本古籍中发现，所

描绘的病征和三叉神经痛特别相似，

需用一味药材入药。”卢芳如获至宝，

但喜悦却很快落空——药方中加了

这味药，吴大娘却依旧不见好转。

经过反复衡量和大胆尝试，加

上卢芳上门实时观察，经过治疗，吴

大娘病情终于有了好转。

经 过 对 三 叉 神 经 痛 的 认 真 钻

研，卢芳总结出辨证分型治疗法，将

该病归结为风火型、血瘀型、风寒型

三种症型，采用辨证分型治疗，其为

三叉神经痛研制的“颅痛宁”获得了

黑龙江省政府科技成果奖。

卢 芳 还 提 出“ 辨 病 与 辨 证 结

合”，并倡导通过脾胰同治法治疗糖

尿病并发症，他将经验方剂成果转

化为药品 4 种，用于消解患者病痛。

10 多项科研奖项和发明专利

背后，是卢芳对疑难病症的执着钻

研。翻开卢芳的病历记录手册，“追

访”“随访”“回访”——这些词语十

分常见，有的间隔数月，有的则长达

10 年，“对疑难病症的回访，既是对

患者负责，也便于我们研究药方药

效。每个患者的病症都记在我的

脑子里，治好疑难病，是我最快乐

的事！”

“中医要精通，西医要通晓，同

时还要坚持创新，只守着老方法可

不行。”卢芳认为，中医要坚持创新、

刻苦钻研，将中西医各自优势相结

合，才能更好地发扬光大。

著书立说，桃李满园

上 世 纪 70 年 代 ，卢 芳 将 自 己

的临床经验汇集为《内科辨病与辨

证》一 书 ，有 西 医 诊 断 ，有 中 医 分

型，用病因病疾示意图的方式展示

出来。

白天事务繁忙，他就熬夜写，屋

子里床上桌上堆满文稿：“夜深人静效

率高，一晚上能写 6000到 10000字。”

“他写书那段时间，常常一言不

发。有次我给他炒鸡蛋，错把小苏

打当成盐，他边吃边看资料，完全没

吃出来。他对中医事业的执着热

爱，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老伴

儿王玲芬回忆说。

该书于 1979 年出版发行，全书

25 万字，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将西

医对疾病的理解与中医辨证施治理

论相结合进行分析阐述。

“我的朋友分两大类，一类是患

者，一类是学生。”在卢芳看来，学生

有成就比自己有成就更让人高兴，

他常对学生们说：“我不做老师，我

只做你们的梯子。”他连续 6 次被确

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指导老师”。培养中医人才数

百名，收获满园桃李芬芳。

“问诊时，为了在有限时间里多

看几个患者，老师常常一口水也不

喝，一上午不上厕所。他视患者的

疾苦为自己的疾苦，遇到疑难病例，

不吃不睡也要想出办法。”学生孙奇

感慨地说：“在大学，学生慕名去上

老师的课，面积再大的阶梯教室，只

要卢老讲课，也坐得满满当当。”

“中华医学瑰宝是我生命之根，

我愿用我毕生的心血和汗水，去浇

灌它，让它发扬光大，生根、开花、结

果，为民造福。”

不久前，卢芳的孙女刚刚考取

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得知消息后，卢芳兴奋不已，他将一

首小诗发给孙女，想与她共勉——

“毕生恒心无他愿，立足本职心

血献。振兴中医不可怠，闻鸡起舞

早着鞭。”

一生情系中医，培养大量人才，卢芳——

“治好疑难病，是我最快乐的事！”
本报记者 方 圆 张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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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芳 ，1939 年
生，黑龙江肇东人，祖
父业医，继承家学，
2017 年入选第三届
国医大师。

他提倡“辨病与
辨证结合”，提倡脾胰
同治法治疗糖尿病并
发症，擅长治疗内科
杂病，毕生致力于在
继承基础上进行中医
药创新。

卢芳近照。 资料图片

“车来了！”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禹越镇卫生院家庭医生杨晓东开

着“慢病服务”班车，驶入木桥头村

文化礼堂，“嘀嘀”喇叭声引来等候

就诊的村民阵阵欢呼。

人群中，64 岁的村民沈玉南格

外激动。20 多年来，她一直被高血

压、糖尿病困扰着，仅复诊配药每

个 月 就 要 花 800 多 元 。“ 现 在 搭 上

‘慢病服务’专车后，吃药基本不用

花钱了。”

“沈阿姨，手机里跟你视频通话

的是市里的专家。”杨晓东给沈玉南

量好血压后，掏出手机通过“掌上医

院”APP 网络连线了湖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主任医师倪林，进行线上诊

断并调整用药。

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让更多群

众 享 受 到 更 优 质 服 务 ？ 作 为 浙 江

省全市域缩小城乡差距省级试点，

湖州市从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需求入手，参照公交运行模式，在

2021 年 11 月 创 新 推 出“ 班 车 ”机

制，按照共建共享、改革创新、梯次

迭代的推进原则，持续供给均衡普

惠的富民项目、惠民政策和便民服

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截至 2 月 15 日，湖州发出的慢

病服务、优教共享、乐业湖州、快递

活村、未来农场、乡村畅行、才聚基

层、清亲好水、村游富农、送气下乡、

千兆进村等 11 辆“班车”已全部进

村 入 户 ，近 百 万 名“ 乘 客 ”相 继 登

“车”，享受到了便利服务。

湖州市卫健委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慢性病已成为当

地群众最大的疾病负担，全市共有 37.45 万慢病备案人员。

“形象地说，班车长是市级职能部门，乘客是慢病备案人员，

沿途设了若干站点，如慢病门诊统筹基金支付限额提高、慢

病‘健康画像’数字化管理、慢病患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范围等，让群众享受到更精准的服务。”湖州市医保局局

长沈昕耀介绍，“慢病服务”班车发车以来，已为慢病备案患

者减轻医疗费用 890 万元。

“以前老街上有很多破落的老房子、坑坑洼洼的石板

路，因为环境差，年轻人都搬走了。”南浔区善琏镇党委书记

沈敏勇说，作为“村游富农”班车抵达的站点，该镇专门绘制

了班车“路线图”，通过推进“微改造、精提升”，打造“湖笔文

化”“蚕桑文化”“菜园文化”文旅融合项目，让小镇景区热闹

起来，让村民吃上“旅游饭”。

每一辆“班车”上，都有明确的班车长、路线图、分站点

和目的地。“健康画像”场景应用已覆盖所有在管慢病患者，

27797 名慢病备案人员享受到新政策；“优教共享”班车上，

受援学校受益学生 56320 人，教师 3208 人；“乐业湖州”班车

推出用工岗位 2.3 万个，帮助 3475 名待业人员就业。

“班车运行中，始终坚持改革破冰的逻辑创新，打破惯

性思维，推动工作理念、方法、手段的系统重塑。”湖州市委

负责同志表示，“班车”不劳民伤财、不好大喜功，而是在推

动共同富裕取得阶段性成果上下实实在在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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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节 对 于 我 们 只 是 平 常 时

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新生儿科

医生付佳说。春节期间，她和同事

们 十 分 忙 碌 ，既 要 照 顾 病 房 中 的

120 多名重症患儿，又要救治来自

各地的新入院患儿。付佳对记者

讲起了春节期间她所经历的“战斗

的一天”。

“快，延吉市有一对双胞胎早产

儿，危重，急需转院！”大年初二早上

8 点，接到任务，付佳抓起羽绒服向

外跑去。几分钟后，120 转运车呼

啸着冲出了医院大门，直奔高速，向

延吉市驶去。“宫内感染、出生窒息，

必须将患儿从延吉市安全转运至吉

大 一 院 新 生 儿 科 接 受 治 疗 。”付

佳说。

转运车配有呼吸机、监护仪等

各种设备，医生护士跟车。 12 点，

车到延吉。很快，孩子上了转运救

护车，转运车直奔长春。

“早上、中午都没吃饭，只在车

上啃了几口饼干。一去一回，路程

不短，但车子没在服务区停过。”付

佳说，此时，抢救生命就是和时间

赛跑。

下午 5 点，车到长春。孩子很

快从车上被护送至新生儿科，接受

救治。当日晚上 8 点多，孩子的病

情平稳了。付佳这才吃上口热乎

饭。刚吃完，还没来得及打个盹，又

开始了新一轮忙碌。

“接诊了 10 多名急诊入院的危

重患儿。”付佳说，这轮忙碌后，已是

凌晨 3 点。刚要休息一会，接到产

科电话，有一名早产儿即将出生，需

要“复苏”抢救。又一阵忙碌，新生

儿 的 病 情 终 于 平 稳 了 。 凌 晨 4 点

多，付佳总算躺在床上了。

“如此不眠不休，快节奏，是常

事，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新生儿科

主任武辉介绍，春节 7 天，新生儿科

的医护人员都在“战斗”，付佳的经

历只是一个缩影。这 7 天，医护人

员进行市内外高危患儿转运近 30
人次。

楠迪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

内科的医生，今年除夕夜值班。下

午 4 点 30 分，与白班医生进行交接

后不久，长春急救 120 救护车送来

一位意识障碍的高龄患者。

“作为急诊医护，我们的首要工

作是判断患者的急危情况。意识障

碍的患者，是我们急诊科最常见的

危重症。”楠迪说。

这 一 夜 ，危 重 患 者 接 踵 而 至 。

楠迪和同事们打了一场又一场硬仗

……“遇上病情复杂的患者，我们也

需要急诊外科、急诊儿科给予帮助，

大家通力合作！”楠迪说。

“除夕夜，医院多学科联动抢救

了一位烧伤患儿。”吉林大学第一医

院烧伤与皮肤创面修复外科护士长

吴巍巍说：“春节期间，随时都会有

意外受伤来就诊的病患。作为医务

人员，我不想说自己有多辛苦，只想

告诉大家预防为重，提升安全意识

及急救常识。”

“吉大一院产科作为吉林省危

重孕妇急救中心，假期通常比平时

更忙。多数的外科手术及治疗可

以择期或者延期，但生孩子这个事

不能等。”除夕夜，吉林大学第一医

院 产 科 主 治 医 师 莫 言 香 值 班 ：凌

晨以后，急诊入院一位孕妇，双胎

妊娠、胎膜早破、慢性高血压合并

妊娠的患者早产临产。手术后，孕

妇 分 娩 一 对 男 孩 ，早 产 儿 状 态

良好。

急诊大厅不灭的灯光，是对生

命的守护。今年除夕夜，吉林大学

第一医院内外科全体 93 位急诊医

护共救治急诊患者 923 人，抢救 42
人。今年除夕夜到正月初十，吉林

大学第一医院急诊量达到 9000 余

人次。

春节期间，记者走进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急诊大厅，那守护生命的灯光……
本报记者 孟海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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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老郑，下午 3 点怎么样？大概 40 多件吧……”程跃

明放下电话，长舒一口气，又一批货即将运输出村。

程跃明是安徽六安市霍山县磨子潭镇宋家河村村民。

2010 年，他在老家成立了一家商贸公司，销售茶叶、石斛等

大别山土特产。

创业之初最艰难，程跃明一点点扛过来。“最开始的销

售主要靠县城的一家门店，除此之外，就靠营销人员跑市

场，投入大，见效慢，难度非常大。”程跃明说，“而且我们这

里位置偏僻，一般物流都不来，只能自己把货物运送到 50
公里以外的县城。”程跃明回忆。

转机出现在 2012 年，程跃明和安徽邮政建立了合作

关系。

近年来，安徽邮政围绕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地理标志、

消费助农、地方特色等四大方面，通过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

沟通，深入了解产业重点推荐经营主体，优选政府支持力度

大、有示范带动作用、具备现代化生产技术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进行综合评估，对综合评估合格的经营主体进行深入

合作。程跃明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位列其中。

他的茶叶产品通过安徽邮政线上、线下渠道销售，仅这

一个项目就销售了约 2000 斤茶叶，销售额达 200 万元，这让

程跃明着实没有想到，“过去一年也就卖 4000 多斤茶叶，所

有的产品年销售额在 300 万元左右。”

程跃明不仅通过邮政拿到了订单，更解决了物流问题。

为了全环节畅通农产品上行，解决“物流难”问题，安徽邮政

六安市分公司为程跃明量身定制惠农寄递服务方案，通过上

门揽收帮助合作社年均节约物流盘拨成本 5.32万元。

有了市场，有了物流，程跃明的心思活络起来。他建了

新厂房，增加了生产器械和设备，开始尝试茶旅融合发展。

“现在春季有茶叶观光旅游、采摘、销售；夏季利用本地

的自然条件，开展漂流活动；到了秋冬季，可以利用民宿和本

地食材搞团建活动。”如今，程跃明的合作社年销售产值近

2200万元，带动宋家河村 506户茶农每户年均增收 1.2万元。

近年来，安徽邮政以惠农合作项目为抓手，健全“政企

联合推动、业务协同联动、平台场景驱动、配套机制带动”的

惠农工作体系，聚焦解决农村电商物流难、销售难、融资难

问题，全面融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电子商务进农村、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等政府重点工作中，全力构建集寄递、

金 融 、电 商 于 一 体 的 邮 政 惠 农 服 务 生 态 ，有 效 助 力 乡 村

振兴。

据了解，去年 1 月—11 月，安徽邮政累计帮助 600 余家

涉农企业销售农产品 4.45 亿元，其中线上网销超 1.2 亿元；

累计为 4.2 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个体农户，投放个人经

营贷款 91.53 亿元。

安徽邮政助力农村电商——

畅物流 帮销售 助融资
本报记者 徐 靖

日前正值春运返程，各

地针对老年人、外出务工人

员等重点群体的需要，提供

各类个性化暖心服务，切实

增强群众旅途中的舒适感。

据了解，重庆北站设立

了“银发服务队”，由青年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组成，在售票

厅、进站口、候车厅为老年人

提供候车问询、送车引导、困

难求助等服务。售票厅设置

“银发服务慢窗口”，动态调整

窗口服务数量，为老年旅客办

理购票、改签、退票等专窗业

务，主动为老年人提供行程信

息提示单，并做好车次、检票

口、检票时间的提示。

春运期间，山西太原铁

路公安处积极开展旅行安全

常识宣传和爱民便民服务，

全力确保铁路运输畅通和旅

客安全出行。

精心服务 温暖返程路

上图：重庆北站“银发服务队”工作人员在帮助老年旅客查询健康码。 常碧罗 刘真珍摄影报道

左图：太原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向旅客宣传出行安全常识。 闫志强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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