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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谈放谈

东湖评论东湖评论 视点

时事绘时事绘

3月29日，“连阳一家亲，四年帮扶情”，连云港帮扶阳新四周年纪
念大会将在黄石阳新隆重举行。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简称连一医）、连云港市医院协会一行29
人，再次踏上阳新这片红色热土，展开系列学术活动，并开始第7批次
为期3个月的帮扶活动。阳新县委、县政府率全县人民，以最高礼遇，
欢迎这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始于疫情、合于医道、久于岁月。阳新人民忘不了，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之时，江苏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部署，迅速行动，倾情倾
力，先后派出2813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其中，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
院派出了援助阳新的医疗队（简称援阳医疗队）。

疫情结束后，连一医的帮扶并未中断，阳新县医疗卫生事业得到
极大提升。四年帮扶，四年情深，两地亲如一家。阳新县委、县政府主

要负责人每年赴连云港走动，连一医已派出7批次35名医疗人员帮扶
阳新。阳新县人民医院在全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综合排名第1044位，
同级同类医院综合排名第137位；县中医医院在全省县级中医医院考
核排名第1位；阳新县公立医院医疗综合实力稳居全省县级第一方阵。

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在阳新初具雏形，帮扶成果普惠百万老区
群众，是全国跨区域医疗援助帮扶的生动实践。

四年来，阳新县人民医院也多批次派
遣骨干医生前往连一医进修。

在连一医，阳新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
科年轻医生丁和勋学习3个月，独立完成
1000多台心脏手术。“充分的信任、关键的
指导让我的技术突飞猛进！”丁和勋感动不
已。同院急诊科主任李兴林说，一家医院
实力首看急救能力。在连一医的倾情帮扶
下，医院急诊体系迅速搭建。

通过沉浸式学习，阳新派驻连云港的
进修医生们学到除开专技以外的内容，医
德、医风、情怀……点滴融入心头。

——学医先学德，学透彻了，才能落实
到真心为民服务中；

——医学道路无止境，坚决不能做“躺
平式医生”；

——担当，就是要为自己做的每一台
手术，开的每一个处方负责。

“人才，是医院之本。”李爱民说，只有
全力培养医疗专技人才、管理人才、部门协
调人才，形成一个人才群体，医疗水平才能
实现飞跃。在连一医的帮扶下，阳新县有
了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半小时
急救圈”的建立，让偏远地区的患者生命有
了保障；肿瘤、白内障……更多学科取得长
足发展。

以“传帮带”方式授人以渔，四年倾
囊相授，不计回报地付出，在阳新县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目标已经达
成。

通过医疗这道桥梁，两地交流愈加深
入。阳新县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医院
也派人到连云港相关医院学习，乡镇卫生
院也计划到连云港下辖县市区医院跟班，
不仅学医技，还要学管理……“打造一支
带不走的医疗队”的“连阳实践”还在继续
深化。

（王巧贞）

四年帮扶情 两地一家亲

连云港帮助阳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连云港市与阳新县的交集，始于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1月，新冠肺炎疫情骤袭阳新，阳新
县人民医院被确定为“唯一新冠肺炎确
诊病人及疑似危重病人定点收治医
院”。

当时，救治医疗组日夜在隔离病区坚
守。“隔离区人困马乏、物资紧缺。”时过四
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阳
新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虞永忠清晰记得当
时的情形。

危急时刻，2020年2月11日，按照党
中央部署调度，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安
排下，援阳医疗队首批队员飞抵武汉天河
机场。

2月 12日凌晨 1点，援阳医疗队大
巴抵达下榻酒店，阳新县人民医院救治
组得知国家调来了医疗队，无不欢欣鼓
舞。

连一医原党委书记李小民任援阳医
疗队总指挥，援助倡议刚发出，医护人员
都坐不住了，申请报名格外踊跃。李小民
说，名单最终确定66人，分别为重症医学、
呼吸、感染和急诊等专业，其中12名来自
连一医。

出发前，所有队员被要求带足至少半
个月个人防护物资，“阳新吃紧，决不能动
用阳新的医护物资！”

战斗瞬间打响。队员们剪掉长发，身
着防护服，一头扎进重症病房。

在两地医护工作者共同努力下，阳新
仅用33天就遏制疫情蔓延势头，54天病
例清零，158名确诊患者被成功救治，全县
从高风险降为低风险。

返程那天，多少阳新人流泪了：这群
白衣战士，都是阳新县的救命恩人！

“111万老区群众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为阳新所做的一切！”

2020年，阳新县殊为不易。
当时，摆在阳新县面前的形势依然严

峻：复工复产、汛期将至、乡村振兴与严控疫
情并行。

江苏援黄石医疗队离开后，连一医12
名医务人员仍坚守阳新，指导并协助科学防
控工作。专家们发现，相对于沿海发达地
区，阳新县的医疗技术水平、医疗体系建设
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急诊、胸痛、卒中、神
经等多个重要领域短板明显。

公共卫生，对于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性，援阳医疗队队长、连一医神经外
科副主任医师梁径山博士再清楚不过，“纵
观阳新县历史，其发展不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因病致贫。”

数据显示，2018年以前，阳新是个集老
区、山区、库区于一体的贫困县，有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34825户、110330人，其中因病致
贫10265户、28960人。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阳新
县卫健局局长石峰说，近年来县里密集出台
一系列健康扶贫文件，对贫困患者分类救

治，靶向施策，剜除因病致贫的病根，吹响脱
贫摘帽攻坚战的冲锋号。

奋进的阳新，需要健康体魄。阳新县这
一份急迫感，援阳医疗队看在眼里，放在心
上。

“我们是党的医院，人民的医生！”李小
民说，作为医疗战线的党员，阳新有需要，就
要把阳新当作主战场。

如何将中央提出的为落后地区“打造一
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真正落到实处？连一医
很快作出决断。

2021年6月25日，李小民率部分援鄂
医疗队员赴阳新交流访问。

第二天，连一医与阳新县人民医院签署
两院长期合作协议，“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
院协作医院”揭牌。

第三天，协议明确，两院形成多方位对
点服务协作关系，目标“四个一”，即解决一
项医疗需求，突破一个薄弱环节，带出一支
技术团队，新增一项服务项目，为阳新县医
疗卫生事业留下一支永远“带不走的医疗
队”。

健康扶贫 刻不容缓

袍泽之谊 危难驰援 千里连心 双向奔赴

四年间，连一医连续派出7批次医疗队帮扶阳新。图为双方在业务交流。

东海医风 吹拂富川

连云港市古称海州，是江苏省辖地级市。从
医疗水平看，连一医享受各级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4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0人），博
士179人、硕士617人，建有5个院士团队工作站
和5个名医工作室。

多次前往连一医考察学习后，阳新县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尹合奎深感震撼：这家医院从院领导
班子到普通职工，无论是学习意识、国际视野，还
是比拼精神、专业水平都值得阳新下苦功学习。

连一医党委书记李爱民认为，因地区差异，
阳新县医疗水平短板明显：在心梗、神经、急救、
肿瘤、危急重症、医疗体系等核心关键领域，还不
能满足百万群众的救治需求。

而这些领域，恰恰是连一医所擅长的。一场
医疗界跨区域的“双向奔赴”自此拉开帷幕。

从2021年到2024年，连一医先后派遣7批
医疗专家来到阳新县帮扶指导，每一批专家留满
3个月。郑义同，带来了肿瘤诊疗经验；梁径山，
带来了先进的神经领域知识；杨凯，带来了前沿
的心血管知识；许锁，带来了急危重症体系；徐良
成，带来了心内介入术……

梁径山、赵新华、王坤，来了一次放不下，还
要再来帮扶3个月。这种帮扶是观念上的碰撞、
思想上的沟通、作风上的引领，不仅给阳新医疗
界带来真才实学，其扎实的工作作风，尽职尽责
的操守和一心为民的情怀，更是给阳新卫健部门
上了一课。

四年来，援阳医疗队在阳新县掀起一股思想
解放和“本领恐慌”的学习热潮，变“要我学”为

“我要学”，各领域医疗人才迅速成长。
这期间，阳新县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2023年9月，该县提档升级村卫生室100
家，大学生村医定向培养205名，成立县域临床专
业质量控制中心30个，远程医疗覆盖所有县直公
立医院、乡镇卫生院和部分中心村卫生室。全县
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118个，常住人口签
约24万余人，其中重点人群完成签约18万余人，
全县各医疗机构提供中医药服务30余万人次。

阅读提要

理论传播是否有
效，政策宣讲是否走心，
如何让理论鲜活起来，
让传播方式丰富起来，
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
是新时代理论传播必须
面对的新问题。

“理论宣讲原来还可以这样讲！”电影《第二
十条》，“村BA”“村超”“村晚”，东北大花袄，这些
热词频频出现在田间地头、农家小院的理论宣讲
现场。这是我省“百马（百名马克思主义学者）”
宣讲队蹲点式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场景，
也是我省创新理论宣讲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有力之举。
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

物质力量”。做好理论传播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的有效形式。理论传播是否有效，政策宣讲是否
走心，如何让理论鲜活起来，让传播方式丰富起
来，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是新时代理论传播必
须面对的新问题。

讲给谁听，这个问题很重要。“群众才是真正
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领导干部需要理论，人民
群众同样需要理论。理论并非只藏于象牙塔、丛

书卷，理论最终要落地开花，要成为指导实践、推
动发展的强大力量。对准群众需求、思想困惑，
关注发展难点、现实痛点，理论宣讲的针对性才
会更凸显，对群众的吸引力也会更强。深入基
层、深入一线，坚持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是我
省“百马”宣讲队的一大特点。在乡村善于讲“乡
土话”，聚焦乡村振兴；在社区善于讲“居民话”，
直面治理难题，融入群众之中，理论宣讲也就不
会“高高在上”“自说自话”。

如何来讲，这个问题很关键。对人民群众讲
理论，要将高深的理论语言转化为简单明了的群
众语言。懂群众语言，运用群众语言，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在批评“党八股”时曾
这样说：“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甲乙丙丁，开中
药铺”“好像和尚念经，令人打瞌睡”“只有死板板
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作
风建设时，举了登泰山的例子：泰山半腰有一段

平路，被称为“快活三里”，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
此歇脚。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因为休
息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再上“十八盘”就更
困难。作风建设同样如此，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
有丝毫松懈。这些风趣幽默、内涵深刻的语言，
人人能懂，把深刻的话讲得浅显易懂，讲得群众
心领神会，留给我们很多启示。

宣讲是一种集理论功底、语言艺术、表现手法
的学问。灌输式、说教式的生硬方式，肯定行不
通。求新、求变，理论宣讲方式正在进行很多有益
探索。歌曲、舞蹈、快板、花鼓戏，一些地方把理论
和文艺相结合，不断进行形式创新，丰富宣讲的传
播方式。求深、求实，始终是理论宣讲的更高追
求。不管理论宣讲的方式如何变化，让形式为内
容服务，让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直达基
层、服务群众、直抵人心，才能让理论宣讲扎根现
实生活、扎根人民群众，获得无穷生命力。

“鲜”与“实”是走心的关键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踏青赏花、尝春菜、品春茗、新中式穿
搭……春意融融，春日经济也持续升温。
全国各地围绕“赏花+”不断上新新玩法、
解锁新招数，通过开展特色活动，开辟文旅
线路，不断激活春日经济的活力。

“季节”在人们的认知中，是自然更替、是
春夏秋冬。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
升、对体验感的愈发注重，“季节”一词被赋予
了更丰富的内涵，被给予了更多的美好期待。

由“春日经济”延展开去，还有夏日、秋
日、冬日经济，可以称为时令经济。夏日经
济，清凉防晒商品走俏、避暑游热度攀升、夜
间纳凉消费业态火爆；秋日经济，秋景与秋收
等民俗不断融合升级，还有“秋天的第一杯奶
茶”，秋天的“美拉德穿搭”；冬日经济，滑雪运
动、温泉度假、冰雪乐园、围炉煮茶，让冰雪经
济不断升温。消费市场带有显著的季节规
律，蕴藏着可以挖掘的经济增长点。

每一个季节的气候特点不一样，每一
个地方的地理特征也不一样，在季节的更
替性、各地的差异性中可以挖掘“季节限
定”的无限可能。看湖北，在夏季，利川市
气候凉爽，打出“凉经济”这张牌，衍生出民
宿、农家乐、生态农业观光园等新业态；在
冰雪季，神农架、秭归、夷陵多地推出特色
冰雪运动、冰雪旅游项目……一年四季，气
候不同、风景各异，“热”可以催生新形态、

“冷”也可以玩出新花样。消费者的需求变
化、各地的自然禀赋，就是开掘点、发力点，
推动着消费市场不断释放旺盛的能量，为
地方发展聚合力、添动力。

从“心”出发的服务品质，是季节经济
底色饱满、成色十足的关键所在。当前“春
日经济”火爆，但也不能忽视存在消费场景
单一、业态发展不充分、融合力度不够等问
题。这些“季节性”短板，都需要在消费场
景进一步出新、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服务
品质进一步精细中逐渐补齐，为消费者营
造良好的休闲娱乐环境。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不同
的四季之景，就是不同的消费场景。善于
从季节中找“掘金点”，无论是春日经济的

“一朵花”、夏日经济的“一池水”，还是秋日
经济的“一树果”、冬日经济的“一场雪”，都
在拓展新的消费场景，打开新的消费体
验。推动季节经济中的消费热情，助力季
节经济长出更多完善立体的形态，才能不
负四季好时光。

让季节经济
更加繁花璀璨
□ 湖北日报评论员 余姝满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个
别地方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上搞形式主义，出现令干
部群众诟病的“假节俭真浪费”苗
头。

出差回来没了返程火车票，
坐飞机要走繁琐的流程，最后被
建议住一晚再坐火车回，综合测
算反而没省钱；车龄较长的公务
用车，维修费用已经超过车辆残
值；老旧办公楼维修加固成本极
高，从“综合性价比”来说还不如
推倒重建……报道中提及的几则
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隐蔽
性，本意都是奔着节约去的，无形
之中却还是造成浪费。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已成为
广泛的社会共识，“舌尖上的浪
费”“车轮上的铺张”“楼堂馆所的
豪华”等问题大为改观。但与明
面上的铺张浪费相比，如果只算
眼前账，不算综合账、整体账，反
而会造成一些新的浪费。勤俭节
约有赖于每个个体的自觉行动，

但支撑这种行为，还需要所属单
位进行政策优化和流程再造。之
所以出现“假节俭真浪费”现象，
或是冗长的流程手续无形中推高
了成本，或是机械执行与实际脱
节的老规章导致花费增多。个人
和单位是“节约共同体”，一些现
实问题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
答案”。精准把握勤俭节约的内
涵所在，结合现实情况、具体情
境，多算大账、整体账、长远账，才
能取得最优解。

粒米虽小，照见文明修养；节
约事微，可助兴国安邦。“不论我们
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
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节约
意识要时时在线、处处体现，但不
可陷入看似节俭实则浪费的误
区。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要以科
学有效的行为模式来托底，对“看
得见”的显性浪费要驰而不息、一
抓到底，对“看不见”的隐形浪费更
要及时甄别、遏制蔓延。

莫以节约之名行浪费之实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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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造假当严惩

靠抄袭半小时就能编一份环评报告，环评师到现
场勘察摆样子甚至从未出过现场，许多报告署名为代
签……2023年至今，国内多个省市曝光了环评弄虚作
假典型案例，案例暴露出环评师资质管理松懈、评审专
家把关不严、平台预警机制滞后等诸多漏洞。（3月25
日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这些年，环评造假行为五花八门、花样层出不穷，呈
现向专业化、链条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环评报告被喻为
项目的“准生证”，对生态环境保护至关重要。对可能影
响生态环境的重点项目，相关部门不能只看环评报告，
而不管项目现场的真实情况。亲自去看一看，多方面问
一问，弄虚作假的环评报告往往就会露马脚。（文/周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