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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诊近 60 年，87 岁高龄的吕仁和坚持每周出

诊两次。在北京东直门医院朝阳苑，记者见到吕

仁和时，他刚刚结束住院治疗，身体恢复得不错。

他用浓浓的山西口音说：“我没做什么，看了一辈

子病。看病是我的职业。”

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发病率高、并发症多、病因复杂，医治糖尿病不容易，吕仁和却与糖尿

病较上了劲。

时隔多年，吕仁和清晰地记得患者刘大妈。在吕仁和的精心治疗

下，刘大妈血糖指标正常了。可是指标一恢复正常，她就管不住嘴，大

吃大喝。她最爱吃雪糕，有时一连能吃五六支。一犯病，刘大妈就来找

吕仁和治疗。吕仁和辨证施治对症下药，一张方子解决一组问题，不停

地调整中药处方，降血糖、控血压、清肝火……终于让刘大妈的身体指

标恢复正常。

能够帮助刘大妈治疗多年的顽疾，缘于吕仁和对糖尿病的独到认

识。糖尿病的中医病名为消渴病。在临床中，吕仁和根据《黄帝内经》的

论述，将消渴病分为脾瘅、消渴、消瘅三期进行辨证诊治，有利于研究糖尿

病不同阶段的症候表现，以便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从“三消”辨证到“三期”辨证，吕仁和为中医治疗糖尿病开拓了全新

思路，形成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分期辨证、防治“二五八”方案、“六对诊

治”、慢性肾脏病分期辨证等学术思想和经验，帮助许多患者坚强乐观地

对抗疾病。

吕仁和把健康和长寿作为糖尿病治疗的两个目标。他说：“对于糖尿

病这样目前还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应该尽可能减轻症状、减少并发症，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活得更健康、更长久。”

关爱患者，用药轻巧

“双肾、膀胱未见异常。”72 岁的黄奶奶一遍遍地读着 B 超报告单，有

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 87 天前，黄奶奶还对自己的病情感到很担忧。她的左肾检查发现

有大量积水，不及时治疗容易造成肾坏死。跑了好多家大医院，都没有很

好的治疗方案。在一筹莫展之际，有人向她推荐了吕仁和。

吕仁和耐心地听完黄奶奶的诉说后，画了肾的结构图，讲述了工作原

理。“只要残留尿不超过 100 毫升，就不会回流到肾，就不用带尿袋子。”吕

仁和驱散了黄奶奶心头的阴云。

第一次门诊给黄奶奶留下深刻的印象，吕仁和还给她在处方的背面

写了 3 句话：不能过劳，自己不觉得累；不能着急生气；饮食适度（不太饿、

不太饱）。“吕大夫的句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黄奶奶说。

治疗 1 个月后，B 超检查只有少量积水；两个月后，检查未见异常。黄

奶奶心里有点不踏实，就做了第三次检查，肾部真的没有积水了。“你用精

湛的医术解除了我的忧虑，用真挚的关怀温暖我的心……谢谢你，我尊敬

的医生！”黄奶奶写了一长段话表达对吕仁和的感激之情。

包括黄奶奶在内，吕仁和记不清给多少患者看过病。他开处方习惯一

排写四味药，一般会写四排，算下来就有十六味药。“用药要轻巧，方子要小

一点。”吕仁和说，不同症状用不同的药，方子越开越大。即使是治好病，也

不知是哪个药起作用。他从《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中寻找小方子，不断

地减少用药数量。如今，吕仁和的处方一排只写三味药，一般只有八九味

药。这样既能保证疗效，还减少用药量，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注重传承，严格带教

在吕仁和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吕仁和带着弟子们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学术讨论会。会后，每名弟子要提交一份正式的报告，贴上自己照

片，标注上导师的名字。一名博士生说，研讨会是一次难得的提升机会。

研讨报告是同门弟子同台竞争，这让自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从事中医教育 50 余年，吕仁和已培养博士后 3 人、博士 17 人、硕士 18
人，带教学生 400 多人。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

2021 年，吕仁和与弟子赵进喜、王世东联合招收、指导博士生。在面

试时，他别出心裁地向考生展示一张滴有墨迹的白纸，询问考生“你看到

墨迹能想到什么？”吕仁和喜欢引导学生用联想、推理等方法提高记忆能

力，提倡学生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既注重学生的品格、道德教育，也注

重培养学生的能力。”吕仁和说。

吕仁和传承了施今墨、秦伯未、祝谌予等中医名师的思想。在学术

上，他特别强调对《黄帝内经》的学习，这来自祝谌予的影响。吕仁和回

忆：“祝谌予认为，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必须要抓住重点，重点就是《黄帝内

经》。”祝谌予还带着吕仁和到施今墨家里跟师抄方。“中医要发展，第一是

古为今用，突出能用；第二是洋为中用，力求好用。施今墨老师的教诲让

我受益终生。”吕仁和说。那时秦伯未也在北京中医学院授课，每星期都

要查房。吕仁和记得，在病房里，秦伯未最喜欢讲《黄帝内经》的阴阳平衡

学说，还要求大家背诵。秦伯未的学术思想对吕仁和影响至今。

“承古求用，关键在用。学习古人的东西关键要联系现代临床，学以

致用。纳新求好，关键在好。学习今人的知识是为了提高临床疗效，促进

中医学术进步。”吕仁和要求青年中医熟读经典，打好中医的基础，与时俱

进，不断更新知识库，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服务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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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国医大师R

吕仁和，第三届国医大师，北
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专业博
士生导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学科中医内科内分泌学科和肾
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1956
年考取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
中医药大学），1962年 8月毕业后
一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从事临床工作至今。

人物小传

吕仁和近照。 资料图片

帮扶重度残疾人——

升级改造生活设施
专人负责联络照顾

见到李得争时，他正熟练地“驾驶”着

他的电动轮椅。李得争肢体残疾一级，属

于特困供养人员。他家开了个小卖部，各

式食品百货在货架上摆放整齐。

“老李行动不太方便，平常都坐着轮

椅，我们在改造他家的小卖部时，把货架、

收银台的高度都设计得方便他使用。”云南

省曲靖市沾益区残联副理事长王曼婷说。

去年，残联工作人员帮李得争申请了 1万元

的补贴，用于小卖部规范化经营。“装修、进

货、管理，他们都帮我操办好，现在小卖部

每天有 100元左右的毛收入。”李得争说。

李得争带着记者参观他的家：平整的

地面、高度合适的灶台、可升降床铺、无障

碍厕所……在沾益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项目支持下，李得争的家也得到了改

造升级，各种设施十分便利。

“从 2017 年开始，我们总共对 451 户

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环境改造，投

入资金共计 150.4 万元。”沾益区残联理事

长李正刚介绍。

“每个月我能定期拿到特困供养基本

生活费 858 元，护理补助 88 元和养老金

120 多元。”李得争说，“遇上什么困难，我

可以打电话找乡干部或者联络员。他们

都对我很好，把我当家人一样照顾。”

在沾益区，全区 135 个村委会都配备

了一名残疾人联络员，负责定期走访了解

村里残疾人的生活状况。“联络员可以及

时将残疾人的意见和需求反馈到区、乡残

联。”李正刚说。

去年年初，李得争身体不适，乡里的

干部和联络员把他送到曲靖市人民医院

进行治疗。“4 次住院总共 5 万多元的费

用，我自己一分钱没掏，都是政府帮我出

的。”李得争感激地说。

“在曲靖市，对于像李得争这样的特

困供养人员，住院治疗产生的费用，除去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等报销后产生的

政策范围内个人自负费用，不设起付线，

按照 100%的比例发放医疗救助金，当年

累计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在此基础上，

经认定因病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还可再

次申请医疗救助。”沾益区医疗保障局副

局长陆美介绍。

“残疾人保障工作涉及面很广，需要

多部门协调联动。”李正刚介绍。为了加

强对残疾人事业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沾益区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残疾人工作

委员会，联动包括残联、民政局、人社局、

医保局在内的 30 家单位，共同为残疾人

事业保驾护航。

关爱未成年孤儿——

动态招生集中教育
积极开展心理疏导

“一二一……”一大早，吉林省孤儿

学校校园内已经热闹起来。学生们有序

跑 操 ，以 运 动 开 启 新 一 天 的 学 习 生 活 。

吉林省孤儿学校实行小学、初中、高中、

职业教育四位一体的贯通培育模式，承

担着吉林省部分未成年孤儿的供养和教

育工作。

正上初一的小鑫（化名），在食堂吃过

早饭，背着书包往教室走去。几年前刚来

学校时，他无法跟上同龄人的学习进度。

“我们学校实行‘一学生一方案’，当

时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先将他放在低

年级班上课。”小学教育科科长段红霞老

师说，“在孩子和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一年

时间内，小鑫就把之前的课程都补上了，

学校便允许他正常升学。”

“我们学校是动态招生，像小鑫这种

情况的孩子不在少数。”段老师补充道，

“对于这些无人抚养的未成年孤儿，省里

及时进行兜底保障，将部分孩子送到我们

学校开展教育。”

学有所教，食有所安。“在饮食上，保

障食品安全、注重营养均衡，并确保每个

孩子每天吃上一个应季水果、一个鸡蛋、

一袋牛奶。”校办公室主任姜超介绍。

为帮助孤儿学生重建自信，培养其阳

光健康的心理，学校成立了孤儿心理咨询

室 。 咨 询 室 目 前 共 有 专 业 心 理 教 师 11
名，学校还有 50 余名教师获得了国家心

理咨询师二级、三级证书。“我们始终贯彻

‘办有温度的教育，助有梦想的人生’的教

育理念。对于孤儿，不只是要做好生活、

学习上的保障，心理上的疏导同样重要。”

吉林省孤儿学校校长张洁说。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加强对无人抚

养的未成年孤儿的兜底保障，根据未成年

孤儿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确保兜住底、

兜准底、兜好底。”吉林省民政厅儿童福利

处处长李东焱说，“今年，吉林省将进一步

提高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使集中

供养孤儿标准达到每人每月不低于 1750
元，社会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标

准达到每人每月不低于 1350 元。”

供养无子女老人——

医护人员悉心照料
定期组织文艺活动

86 岁的钟亚妹已经在广西南宁市社

会福利院居住了 11 年。“这里条件好，对我

的照顾周到，住着舒心！”钟亚妹笑着说。

11 年前，钟亚妹的丈夫去世，因没有

子女，又无经济来源，她的生活一下子没

了着落。之后，经南宁市民政局审批通

过，钟亚妹作为特困人员被安排进了南宁

市社会福利院，进行集中供养。

住进福利院后，钟亚妹每个月都能拿

到两笔钱，一笔是基本生活费，另一笔是

护理费。南宁市民政局救助科科长何强

介绍，南宁市城市特困人员每人每月领到

的基本生活费标准不低于城市低保保障

标准的 1.3 倍；护理费分为半护理和全护

理两类，分别按照南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30%和 60%进行补助。

“按照现行标准，钟亚妹每月可以拿

到 1106 元的基本生活费。另外，由于年

纪太大，行动不便，我们为她申请了 60%
的全护理费，一个月还能再拿 1086 元。”

南宁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李志彬说，这里

188 名特困人员的生活费和护理费都会

由民政部门定期打到福利院的对公账户

上，统一开支，专款专用。

钟亚妹一住进来，工作人员就为她办

理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

分全都由福利院承担。此外，福利院的医

生们每年都会为钟亚妹体检，并建立健康

档案。“她身体很健康。B 超、心电图这些

项目都很正常。”南宁市社会福利院供养

一区副主任朱彩虹说。院内设有独立的

医疗机构，普通的感冒咳嗽等疾病都能及

时得到处理，如果遇到危急情况，也能第

一时间转院治疗。

除医生外，福利院供养一区还有 16
名护理员，苏艳喜就是其中的一位。平日

里，苏艳喜和同事们需要轮流照顾老人。

有的老人生活无法自理，护理员们便为他

们端水喂饭、擦洗身体、更换衣被……“护

理员们耐心又细心，对我特别好。”钟亚妹

望着苏艳喜忙碌的背影说。

除了关注身体健康、进行日常护理

外，福利院还会在公寓一楼举办一系列活

动，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社工邓天凤

就常常在这里带老人们听歌、画画、做手

工。“到了春节、元宵节和重阳节，这里更

热闹！”邓天凤说，去年重阳节，她和护士

们邀请了福利院的儿童艺术团为老人们

表演节目。看着孩子们唱歌跳舞，演奏爵

士乐，老人们笑得合不拢嘴，连连拍手称

赞。每个季度，福利院还会举办集体生日

会，为老人庆祝生日。

“过一段时间，我们还想组织老人们

去附近的公园踏踏青！”邓天凤拉着钟亚

妹的手边走边说。

各地针对困难群众特点精准施策——

需求把得准 服务做得细
本报记者 沈靖然 郑智文 郑 壹

■两会后探落实·帮困难群众排忧解难②R

核心阅读

针对困难群众，如
何精准施策为他们兜住
底、兜准底、兜好底？各
地纷纷拿出实招：对重
度残疾人，升级改造生
活设施，专人负责联络
照顾；对未成年孤儿，开
展集中教育，做好心理
疏导；对无子女老人，提
供医疗服务，定期发放
补助，丰富精神生活。

驱车沿着荷文公路，一路蜿蜒来到湖

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秋收起义纪念馆广

场，只见醒目的“光辉起点”红旗雕塑矗立

在风中，似在猎猎飘扬。

荷 文 公 路 东 起 浏 阳 城 区 荷 花 街 道 ，

西至文家市镇，是浏阳市境内最东部的

一条东西向干线公路，于 2015 年建成通

车。它与浏阳东南干线相连，形成了 50
余公里的红色旅游环线，沿线串起了 10
多个红色旅游景点。

“过去，从长沙城区来秋收起义纪念

馆参观，没有直达道路，得从大瑶镇绕行，

全程 130 多公里，单程就得 3 个多小时，一

天跑个往返很吃力。”利用周末，与朋友自

驾去旅游的长沙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荷

文公路建成后，车程缩短至两小时，一日

游更加轻松便捷。

依托荷文公路，地处湘赣边界的文家

市镇进入浏阳城区“半小时经济圈”，2019
年成功入选湖南省首批“十大特色文旅小

镇”，每年文旅综合收入约 10 亿元。目前，

秋收起义纪念馆年游客量超过 200 万人

次。在推动红色旅游的同时，荷文公路还

进一步解决了沿线近 30 万名群众的出行

难题。

宁乡市沙田乡距离长沙城区约 120 公

里，位置比较偏远。近几年，依托新修建

的黄龙公路、流沙河公路、涓水河公路等

多条红色旅游公路，“红色沙田”走进了更

多人的视野。2021 年，沙田乡游客量超过

20 万人次。

一路通，百业兴。畅通的交通路网不

仅把红色景点与一个个美丽宜居的村庄

串联成线，还助力沙田乡培育了五里堆香

干、山塘鱼、沙田包子等多个农特产品品

牌。当前，该乡正积极做好“农业+”文章，

大力打造特色农旅产业区。

长沙县开慧镇通过对塅冲至塅家老

屋、开毛线至板仓社区等多条道路实施升

级改造，进一步完善了区域交通网络，有

效带动了民宿产业发展。宁乡市花明楼

镇实施了花南线、靳石线提质改造，并新

建 了 一 条 长 约 3.5 公 里 的 旅 游 资 源 产 业

路，使得景区与邻近乡镇以及韶山、湘潭

等地的交通更加便捷，成为自驾游爱好者

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用景引路，以路为媒。四通八达的

交通路网能够进一步推动红色旅游、传播

红色文化，并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从而实

现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长沙市交

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用好、用活

红色资源，近年来，长沙市重点围绕一批

全国红色旅游景点，大力推进红色旅游公

路规划和建设。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红

色旅游公路 600 余公里。

湖南长沙推进交通路网建设

助推红色旅游 助力民生改善
本报记者 杜若原 申智林

连日来，贵州省毕

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自 治 县 海 拉 镇 天 气 晴

好，村民们利用充足阳

光晾晒党参，以供应市

场需求。近年来，海拉

镇利用海拔高、气候好、

光照足等优势发展党参

种植，为当地群众增收

提供重要渠道。

图为海拉镇海昌村

村民正在晾晒党参。

罗大富摄

（影像中国）

晒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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