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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在列车上、飞机上救助突发

病人的新闻时有所闻，本报日前报道

的医生林小兵，在五金二桥桥头跪地

为一名突发急病的大爷做心肺复苏就

是一例。类似感人的场面，无不被现

场群众和读者点赞。

医者仁心。等到120救护车赶到，

连续胸外按压抢救病危大爷近20分钟

的林医生才松手，默默离开。可是当

记者经多方查找到这位好医生时，他

十分低调说“救人是医生的天职”。这

一“天职”，时刻印记在像林医生这样

一心为病人的医生群体头脑里，所以

做心肺复苏哪怕“手酸得没有知觉了”

也没法停，“就是要按压一小时，你也

得咬牙坚持”。所以如今我们经常看

到有医生连续做手术虚脱累瘫在手术

室地上的报道。

记得去年也有一位永康医生，被

浙江卫视新闻深一度栏目报道后成为

“网红”，大名叫黄大丽，是一位90后医

生。去年 6 月 20 日，她在列车上为一

妇女准确判断出病症，使这位宫外孕

大出血的病人能及时被送往附近医院

救治，最终转危为安。她说，面对这种

突发状况，可能很多人会束手无策或

者袖手旁观，毕竟要担负生命的责任，

“但身为一名医者，我当时满心只想着

救人，真没考虑太多，我很庆幸为患者

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医者，就是这般仁心，危急关头只

考虑到病人。像去年 8 月 5 日，东阳市

中医院医生赵巧萍、主管护师王清华

以及闺蜜带孩子一起到呼伦贝尔大草

原旅游，在漠河途中救了一位因低血

糖突然晕厥的老人，成就了一段南方

姑娘北国救人的佳话，整个急救场景

被闺蜜拍了视频发到朋友圈，获赞无

数。赵医生表示，这是一种职业的本

能反应，“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帮助别人

是一种幸福”。这种“本能反应”和“幸

福感”，就是对“天职”和“仁心”的最好

诠释。也正因为这种仁心，感动了无

数人，尽管那位大爷最终因病情太重

在医院去世，但其儿子说等忙完后事

一定要上门感谢林医生。

面对这种仁心，面对连续做手术

虚脱累趴在手术室地上的医生，那些

因故一时情绪失控打骂医生的病患

家属，事后应该感到羞耻和良心不

安；少数因医患纠纷而蛮横医闹甚至

个别丧心病狂追杀医生的事件，着实

令人齿寒。当然也不用讳言，当前各

地仍不同程度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等

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但这种医疗现状

不是广大医生能去改变的，不能把气

撒在医生头上，更不能因某次医疗事

件或某个医生的失误而对所有医生

产生偏见。

大多数医生的薪资等待遇并非常

人想象的那么高大上。我们也经常听

到，治病救人的医生，有时候却治不了

自己的病、救不了自己的命；有的甚至

英年早逝，累倒在手术台下和值班加

班的岗位上⋯⋯但是，医者仁心，依然

是大多数医生的真实写照。《希波克拉

底誓言》和中国《医学生誓言》，必是每

个医者和学医者的理想与追求。欣

闻，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引领

全党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风

气。因此，医者仁心永远是广大医务

人员的明镜，仁心的医者定然让人无

比崇敬。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引领全党全社会
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医者仁心永远
是广大医务人员的明镜，仁心的医者定然让
人无比崇敬。

医者仁心是真实写照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基、生活之

要。无论古代的大禹治水还是现代的

三峡工程，无论是治污水还是保供水，

治水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同

时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需要久久

为功的民生工程。

近期一组密集的与治水相关的

消息：我市“五水共治”投资完成率居

金华首位、北部水库联网一期工程建

成通水、一日三巡保“大水缸”安全，

传递出我市治水又迈上了新台阶。

但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治水不是一

劳永逸的，特别是治污水还存在一些

薄弱环节，有的企业把污水处理设备

当摆设，检查时用一用，平时“关停休

息”；有的党员干部和河长天气炎热

怕苦，个别农村河水发臭未及时发

现；有的农村老百姓当治水的“享受

者”不愿当“参与者”，乱排污水乱占

河道乱倒垃圾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治水须持之以恒，深入推进，不能半

途而废，不能出现反弹，不能只顾政

绩忽视长远发展。

治水久久为功，党员干部要扛起

应有的责任，治水之重任，各级党府责

无旁贷。特别是在后五水共治时代，

各级政府都有不同的责任，印几个文

件、挂几片公示牌很容易，不容易的是

按照要求一一落实到位。由于各镇街

区环境不一样，就像开化在全省水质

领先，磐安在金华水质排名靠前，舟山

镇是我市率先剿灭劣 V 类水的乡镇，

对舟山这样治水先进镇，应在原有基

础上进一步提升水环境，为杨溪水库

优质水源保驾护航。与被监督者相

比，监督者在永康方言中可称为“上手

老师”。在监督的时侯，要深入调查，

具体了解存在问题的原因，解决起来

的困难，对奋斗在治水一线的党员干

部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分清责任

和义务，不是简单的交办任务、限期整

治，多从解决难题的角度，给予帮助和

支持，共谋良策，共克时艰。

治水久久为功，离不开广泛发动

人民。公元前 256 年左右，秦国蜀郡太

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都江堰水利工

程，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

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

利工程。还有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

阮公墩等，都离不开广泛发动群众。

如果群众发动起来了，积极性调动起

来了，大家都认为治水是自己的事，加

入到治水大军中来。“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枚针”，当有的干部说“忙不过来”的

时侯，我们要知道，干部不是“光杆司

令”，背后是千千万万的群众，只要党

员干部以身作则，与人民心连心、同呼

吸、共命运，就一定能打赢五水共治这

一战。

轰轰烈烈的五水共治转入“持久

战”，尽管离“可游泳”的目标还有一段

差距，但是水清岸绿、景美人欢的景像

不断呈现，治水治出的新环境、新气

象、新面貌越来越受到人们点赞，“清

清河水——污水横流——重整山河”

的历程，划出一道优美的“U”型曲线，

治水将永远被人民铭记，治水永远在

路上。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基、生活之要，治
水工程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治水久久
为功，治水之重任，各级党府责无旁贷，党员
干部要扛起应有的责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
大家一起投入到治水的洪流中来。

治水久久为功 党员干部责无旁贷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村民吕某到古山公安办证中心为

丈夫代领新办的身份证，按规定必须

提供委托书，她没有；窗口工作人员让

她给丈夫打个电话，报一下他的出生

年月日，核实一下，结果因为电话那个

声音嘈杂，丈夫没听清就将电话挂

了。事情没办成，吕某很生气，认为

“最多跑一次”是空话，就打了投诉电

话。怒气冲冲离开的吕某被办证中心

民警徐新仓看到了，他是吕某所在村

的联系警官，了解了事情缘由后，徐新

仓当天晚上就赶到吕某家中，送上新

办的身份证，并解释当时不能让她代

领的原因。第二天吕某又打电话，不

过，这是一个表扬电话。

一起矛盾纠纷之事，有了一个和

美的结局，这多亏了善于做群众工作

的民警徐新仓。这事不大，但解决不

好，就是留在人心里的一个小疙瘩。

人的生活，就是由一件件、一桩桩小事

构成，如果我们忽略这一件件、一桩桩

小事情的处理，就会在人们心里留下

很多个小疙瘩，小疙瘩多了，就形成大

“肿瘤”，充满怨气、不满、愤恨等等，没

有人心的平和，何来社会的和谐？民

警徐新仓以亲民爱民的行为，为我们

呈上了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这个故

事有深意，值得我们去解剖，从中获得

感悟。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人心向背

的大好事，好事必须要办好，但办好的

前提不是不讲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

不符合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的事，跑

十次跑百次也不能办，办了就是乱作

为，就要承担责任。“最多跑一次”应是

在坚持原则和规定的基础上跑一次，

任何事情不管合不合乎条件规定，都

在“最多跑一次”的指导思想下解决

了，那就是矫枉过正，那就是离经背

道，是有违改革初衷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对过去那

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

衙门作风的一次革命。革命以民为

本，即老百姓支不支持，拥不拥护，“最

多跑一次”改革，就是革官僚主义作风

的命，革吃拿卡要腐败现象的命，是遵

从民意，顺应民心的。“最多跑一次”改

革，简单理解就是一次性把事情给办

了。但越是简单的事，其背后往往离

不开大系统的支持和配合。作风建

没、大数据建设、信息共享等都是系统

环节，系统建设跟上了，才有科学高

效，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最多跑一次”。

在系统工程建设完善过程中，在

人们对“最多跑一次”改革还有模糊认

识时，比如说，有些事情办理需要有前

置条件，你这个前置条件没有达到，也

要“一次性”把事情给办了，这就不现

实了。村民吕某遇到的就是这个问

题，她帮丈夫代领新办身份证，按规定

需要有委托书，如果工作人员在她没

有委托书或没有得到当事人确认的情

况下，就把身份证给了她，工作人员就

是失职。古山公安办证中心坚持原

则，是对的，体现了对公民的保护责

任。

“最多跑一次”改革，我们讲的就

是服务群众，方便群众，做好这一工作

的基础就是真心实意视群众为亲人，

把百姓当父母。态度生硬，面孔冰冷，

即使你把老百姓的事情一次性给办

了，老百姓未必买你的账，说你的好。

因为你同百姓感情上有距离。

“最多跑一次”改革，需要心的投

入，也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在我们的

改革进程中，类似民警徐新仓带来的

暖心故事越多，改革就越富有人情味，

有人情味的改革，就会得到更多百姓

的理解和支持，这理解和支持就是改

革的源动力。

“最多跑一次”需要更多暖心故事
□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没有人心的平和，何来社会的和谐？
“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类似这样的暖心故
事越多，改革就越富有人情味，有人情味的
改革，就会得到更多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
理解和支持就是改革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