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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医师节医师节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黄育苹：

医心向党
芳华绽放

⊙龙闻 庄长兴

绿植葱郁的庭院，清新亮丽的楼房，推窗见绿、移
步闻香……如今，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美景，在长泰区
马洋溪生态旅游区的各个村庄“崭露头角”。今年来，
马洋溪生态旅游区通过寻找“美丽庭院”，鼓励广大村
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进一步推动人居环境改善，
促进乡风文明提升。

8月 18日，记者一行走进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山重
村村民薛振川家，映入眼帘的是美观大方的门楼，窗台
地面干净整洁，院子周边的各类绿植盆栽绚丽夺目，屋
内家具摆放简洁精致，处处都是主人精心打理的风景。

“我和老伴喜欢摆弄些花花草草，把屋里屋外打理
得整洁敞亮，我们住着舒服，孩子们回来也住得舒心。”
薛振川认为，打理庭院对他们夫妇来说是一种休闲放
松，不仅有益身心健康，还可以为在外打拼的子孙们提
供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庭港湾。

“老薛家的院子打理得好，不少村里人都爱来他家
泡茶议事，还会顺便讨教一些庭院设计思路、养花技
巧。”山重村妇联主席林爱珍告诉记者，薛振川是山重村
退职村干部，现为老年人协会副会长，为人公正守信、家
风优良，不仅积极参与村中事务，不少村民有一些家长
里短的事情，也常来找他商议。“看到他家被评选为市级

‘美丽庭院’后，大家更是纷纷点赞、积极效仿，扮美自家
庭院。”

薛振川家的庭院只是马洋溪生态旅游区“美丽

庭院”的一个缩影。如今，在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干
净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美丽庭院”、村户门前
整齐的围墙和路两旁的绿植……形成一道道风景
线，扮靓了美丽乡村。

据悉，自今年寻找“美丽庭院”工作启动以来，马洋
溪旅游区结合各村实际，通过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
目标部署工作；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村庄清
洁行动、爱国卫生运动和乡风文明建设为契机，进村入
户宣传指导，让更多家庭积极主动参与到寻找“美丽庭
院”活动中来，引导“美丽庭院”脱颖而出；“美丽庭院”还
实行动态管理，随机抽查，确保寻找到的“美丽庭院”实
至名归。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评选，让更多村民把自家庭
院打扮得更美，用村民自己的力量将乡村变得干净清爽
整洁。”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妇联主席戴小燕介绍道，随着
寻找“美丽庭院”工作的大力推进，全旅游区共有 30户
农户获得了长泰区区级“美丽庭院”，并推选了 11户市
级“美丽庭院”示范户和5户省级“美丽庭院”示范户。

家庭“小美”能成就乡村“大美”。对马洋溪生态旅游
区来说，“美丽庭院”的工作只是开了个好头。今后，马洋
溪生态旅游区还将继续开展寻找“美丽庭院”工作，形成
人人参与、户户争先、村村靓丽、处处和谐的良好氛围，
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进一步推动美丽乡村创
建，助力乡村振兴。

发现“美丽庭院”扮靓美丽乡村

▲长泰区山
重 村“ 美 丽 庭
院”——村民薛永
宾家庭院一隅

▶长泰区山
重 村“ 美 丽 庭
院”——村民薛
振川正在打理自
家的“美丽庭院”

⊙本报记者
郑斯楠 文
黄子君 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模
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是对“白衣天使”的最美写照。中医师作为中国医师群体里的一股重要力
量，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为建设健康中国付出了青春和热血。

8月 19日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近日，记者与多位漳州中医名师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从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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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假，龙海区第一医院的不少职工都把自
家的小孩接到院里，可不是为了看病，而是这里有个
温暖的集体——职工子女暑托班。今年，是龙海区第
一医院举办职工子女暑托班的第三年。

2019 年，为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管难问题，医
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黄育苹牵头，多方筹措资
金，取得上级部门支持，成功开办首期暑托班，还因
办学效果显著，获得“全国总工会爱心托管班”的荣
誉称号。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黄育苹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迅速响应，组建党员突击队，动
员选送 3 名优秀党员、共青团技术骨干作为福建省
首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奔赴武汉支援抗疫。抗疫期间，
她又撰写各类总结报道信息 10 余篇，刊登在《福建
日报》、漳州新闻网等媒体，及时将抗击疫情信息准
确传达给社会大众，鼓舞第一医院全体职工抗疫士
气，也向社会传递了正能量。

“所谓担当、所谓责任，要用紧要关头的行动来
注解。”她亲入隔离病区慰问医护人员，多次到援鄂
护士家里看望，了解其家中的困难并及时给予解决。
为切实保障疫情防控需要，解决医院防护物资短缺，
黄育苹多次主动向社会各界争取物资，做好“保障
员”的工作，她说：“要让每一位党员成为一面鲜红的
旗帜，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每一个抗疫战场。”

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黄育苹始终把思想政治
工作的难点作为党委工作的重点，积极带领党员队
伍探索新时期的党建工作。为庆祝建党百年，黄育苹
着力打造“医心向党”党建品牌，让支部党员带头亮
身份、做表率，职工群众齐参与、聚合力，坚守“医心
向党 医心为民”的宗旨使命，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

“想要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就要坚持党
建引领，推进管党治院工作协同发展。”为了做好党
务工作，黄育苹十分注重业务能力提升，在医院行政
管理、外联、宣传等方面有较强的工作经验和执行
力。工作以来已发表国家级论文 6篇，主持承担省级
科研项目《“后疫情时代”卫生人才驿站管理体系的
研究》，对该项目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个人的提升，也为推动医院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作为龙海县域龙头医院，黄育苹致力提升第一医院
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医院先后加入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医联体，同时也是区域医疗服务中心——复旦中山
医院厦门医院医疗技术协作单位，并于 2020年成为
厦门医学院附属医院，发展进入新的里程碑。2019
年 3 月，医院成立“名医工作室”，迄今共有 6 位省内
外知名专家定期来医院坐诊，让龙海群众不出远门
就可以享受到高端医疗服务。

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黄育苹同志始终把个人
理想融入医院改革发展中，把鸿鹄之志化作砥砺奉
献的实际行动，用青春和担当绽放着属于自己的时
代芳华！

本报讯（记者 许意斌 通讯员 邱东兵 杨巧玲）
日前，漳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组织全市交通
运输执法机构对 2020 年以来办理的部分行政执法
案卷进行交叉评查，严格规范行政执法程序。

此次案卷评查由漳州市交通执法支队随机抽取
全市 16 个基层执法单位办结的行政执法案卷 133
件，打乱顺序、分散排列，下发至各基层执法单位，要
求各单位严格依据《交通运输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标
准》《交通运输行政强制案卷评查标准》，以“高标准、
严要求、不打折扣、不走过场”的原则对其他单位办
理的行政执法案卷进行交叉评查；从案卷主体、事实
证据、法律依据、执法程序等方面逐一评查，并制作

《案卷评查记录表》。
据悉，此次评查活动在组织方式、评查范围上进

行了创新和完善。在坚决杜绝“走过场”“假评查”现
象的前提下，确保每起案件评得公正，查得深入。同
时，通过这种互找问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创新
形式，增强执法人员业务本领和法律素养，推动执法
人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不打折扣 不走过场
漳州开展交通运输执法案卷交叉评查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我
市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第三方考评结果日前正式出
炉，龙文区以 83.12 分位列第一。这是我市首次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进行随机抽查考
评，涉及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区、长泰区、高新区的
134个生活小区、公共机构和公共场所。

近年来，我市按照“试点先行，以点带面，逐步
推开”原则，通过设置爱心互助驿站、增设垃圾分
类可视化系统、启动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收
运线路等创新举措，开展各式生活垃圾分类、回收
主题活动，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高效开展。
与此同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区域垃圾分类
投放准确率较低、大件垃圾收集点管理不规范、分
类桶标识不规范等问题，在此次考评中均有不同
程度体现。

以此次考评为契机，我市将进一步做好垃圾分
类的宣传引导、设施配备等工作，组织开展好生活垃
圾分类和源头减量专项执法检查，并引导市民自觉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共建共享文明城市。

漳州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第三方
考评结果出炉

龙文区位列第一

8 月 17 日，如同往常一样，林石明
在他的“漳州市名中医传承工作室”里
坐诊，这是他从医 28年来不变的习惯，
即使手头的工作愈发繁忙。“我知道有
许多患者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怎能
辜负他们？病人的信任是我努力工作
的 动 力 ，病 人 的 康 复 是 我 最 大 的 快
乐。”林石明说道。

林石明从医坚持的理念是“中医
临床思维贯穿诊疗全过程，根据实际
病情选择最佳疗法。能不动刀的，坚决
不动；必须动刀的，也会考虑结合中医
综合手段，促进更快康复。”

一位不愿意手术、最终选择保守治
疗的患者给林石明留下深刻印象。该患
者 30岁出头，以种水果谋生，是家里的
重要劳动力。因外伤导致休克，多部位
骨折，下肢膝关节韧带、血管等严重损

伤，生命垂危，即使抢救成功，下肢也面
临截肢的风险，这对于患者一家而言无
疑是巨大的打击。当得知市中医院骨伤
科是福建省骨伤专业唯一的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后，家属找到了林石明。

入院当日，林石明连续 24 小时坚
守在患者身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随
时调整治疗方案，终于帮助患者度过
了危险期。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和他的
团队一同尝试着对患者进行中医保守
治疗。最终，林石明凭借精湛的中医骨
伤科诊疗技术，保住了患者的伤肢。患
者现在恢复情况良好，行走自如，依旧
是家里的顶梁柱。

“中、西医学虽然属于两种完全不
同的体系，治疗疾病各有优劣势，但面
对的都是病人，共同目的都是患者的健
康。”林石明说。他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

优势，通过数万临床病例的实践，形成
了“衷中参西”的诊疗特色，总结出“肩
关节疾病”“髋关节疾病”“膝关节疾病”
等多种疾病的中西医阶梯治疗与康复
方案，取得良好的疗效，获得广泛赞誉。

多年来，林石明潜心中医科研工
作，主持完成各类科研项目 6 项，发表
论文 30 余篇。他表示：“中医是博大精
深的一门学科，是一辈子追求的事业。

它是无止境的，我要加倍努力地去学
习。”对中医传承与弘扬工作，身为福
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导师的林石明除
了向学生教授医术之外，也通过言传
身教，帮助学生树立起崇高的医德和
无私奉献精神。林石明告诉记者：“我
会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医特色优势，在
中医传帮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造福
更多的患者。”

第二届漳州市名中医、漳州市中医院院长林石明：

致力中西结合致力中西结合 钻研钻研““独门独门””疗法疗法
⊙本报记者 俞映云 通讯员 苏惠红

初见林汉钦，是在市中医院煎药
室，他向记者展示了漳州中药炮制特
色技术。起锅加热，把经过洗、晒、切等
基础处理的白芍倒入锅中，信手一掂，
接下来便是分量恰当的辅料黄酒、麦
麸，入锅一同翻炒。翻炒时长、频率、火
候，林汉钦都有精准的计算。

林汉钦介绍，根据临床经验总结，
中药经炮制后可以降低或消除毒副作
用，最大限度地发挥疗效。漳州作为闽
南中药炮制技术的代表，有着悠久的
历史，明清两代漳州名中医颇多，开药
方时均教百姓炮制之法，经历代经验
积累，形成一整套炮制程序，并以名
药、名店、名方为载体，以文字记载和
口口相传师承的方式流传下来。

“但令人痛心的是，许多极具漳州

地方特色的传统中药炮制技术正处于
濒临失传的状态，亟待保护和传承。”
林汉钦坦言，漳州中药炮制特色技术
因工艺复杂、大部分传承师傅年老力
衰、传承人才匮乏、临方炮制政策较为
苛刻等原因逐渐萧条，出现后继无人
的状况。“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中药炮
制特色技术的传承做些什么呢？”这是
林汉钦一直以来琢磨的问题。

林汉钦将想法付诸于行动，秉持着
对中医药文化的情怀和责任感，常年奔
走在漳州中药炮制特色技术保护与传
承的道路上。2018年，身为民盟市委委
员的林汉钦向市政协提交提案，建议加
强对漳州中药炮制特色技术的传承与
保护，市卫健委积极争取了专项资金支
持。2019年，在市中医院大力支持下，漳

州市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分会成立，林
汉钦担任该学会主任委员。2020年，漳
州中药炮制特色技术成功入选漳州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市中医院
作为项目保护单位专门设置了漳州中
药炮制特色技术展览厅以宣传漳州特
色的中医药文化。

“这一系列举措为挽救濒临灭绝
的漳州以及闽南传统中药炮制特色
技术留下火种，也可为后人查阅研究
漳州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医药文化提
供一些资料参考，具有承上启下、传
承发展、守正创新的积极作用。”林汉
钦表示。

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市中医院副主市中医院副主任中药师林汉钦任中药师林汉钦：：

钟情中药炮制钟情中药炮制 传承本土技艺传承本土技艺
⊙本报记者 俞映云 通讯员 苏惠红

“我腰这边有点痛，医生您帮我看
一下。”近日，在芗城区南坑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诊室里，王建国医生正给患
者叶某诊疗。经过确定体位、询问身体
状况、把脉、定点定穴等一系列操作
后，王建国开始为患者进行针灸。

47 岁的王建国从医已有 20 余年，
他的针灸疗法在业内及患者间广受美
誉，不少人遇到疑难杂症时都会想起
他。他从业期间曾遇到多位身患脉管
炎的病人，他们辗转多家医院，难以治
愈，最终找到王建国。王建国运用中药
搭配针灸治疗，经过调理，患者如今身
体都已恢复到良好状态。还有一次，王
建国接诊了一名年仅两岁半的面瘫儿
童，该患儿此前已住院十天未有转好，
医院的常规疗法是在面部针灸，并告

诉患儿母亲，需要 3 至 6 个月才能恢
复。由于患儿年龄小，对针恐惧、抵抗，
故而全家比较紧张。经人介绍，家属找
到王建国，他运用安全性高且效果好
的“黄帝内针”针法，只在患者手脚进
行针灸，经过七次治疗，该患儿就基本
恢复。

王建国告诉记者，刚入行的时候
目睹有些医生开具的中医处方的临床
疗效不太理想，没有典籍描述的“立竿
见影”，这让他对中医的疗效产生疑
问。后来，跟随前辈医师到山区去义
诊，一天给几百人针灸，慢慢熟悉了解
中医诊疗方式方法和效果，这才打消
了他的顾虑。“此后遇到的患者，我几
乎都能够使用针灸跟中药进行治疗。”
王建国说，作为中医，除了日常的诊疗

以外，参与义诊，增加临床经验，也是
不断提升行医能力的重要途径。

“学医是一条修行的路，在中医这
条路上，能否寻得一位‘领路人’至关
重要。”谈起师承，王建国告诉记者，市
中医院的戴舜珍、洪敏莉、蒋海鹰专家
是自己的启蒙老师，开启了对中医的
爱好。而真正让王医生对中医树立坚

定信心的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的刘力红
教授，从阅读刘老师的书籍，到后来得
以跟随学习，刘老师是他从医路上的

“领路人”。刘力红老师教诲他，学习中
医应多读经典，不仅仅是中医的书籍，
传统的四书五经也应去诵读、去感悟，
保持学医初心，以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为己任，争当德高医精之良医。

南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建国：

一手针灸技艺一手针灸技艺 巧治疑难杂症巧治疑难杂症
⊙本报记者 丁汉钦 通讯员 吴超

林汉钦正在炒制中药林汉钦正在炒制中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逸帆陈逸帆 摄摄

王建国正在为患者针灸王建国正在为患者针灸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逸帆陈逸帆 摄摄

林石明正在为病人诊疗林石明正在为病人诊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逸帆陈逸帆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