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丹丹） 日前，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卫生局牵头组织的

“最美医务人员”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活动

重点评选表彰全市卫生系统在岗一线优秀医

务工作者，旨在激励全市卫生工作者围绕

“为民”和“服务”两大主题，更好地服务

社会，促进和谐，向社会展示卫生系统的良

好形象。

连日来，各医疗卫生单位在市卫生局的

组织领导下，自下而上，层层推荐，广泛发

动社会各界和职工参与，开始寻找身边的

“最美医务人员”。

据悉，本次活动共分为基层推荐、投票

评选和专家评审 3 个阶段。10 月底，组委会

将组织评委进行评选，最终确定 10 名“最美

医务人员”。

近年来，市中医院始终坚持打造服务

型医院，不断推出优质服务内容。今年 5

月份开始，5台饮料自动售货机陆续在市中

医院门诊大厅、输液室、中药房、检验科、B

超室等处候诊区亮相，为市民提供便捷服

务。

同时，轮椅免费借用、自助服务终端服

务等便民和惠民措施的推出，也让就诊市民

更加深切体会到医院服务的细致和周到。

创新无止境，服务无穷期。在深化精

细管理和服务举措方面，该院不断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在院内增加休息靠椅、自

助查询打印机等设施数量，安装大厅遮阳

篷，强化公共区域环境整洁，提供了良好的

人性化服务。

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市中医院还致

力于开展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问计于社会

各界，设立“院领导接待日”，定期认真倾听

社情民意，发动团员青年积极开展志愿者

服务，同时选派多名护士参加手语培训并

获合格证书，调整门诊部分科室，便于患者

就诊，并开通了温州挂号网接入平台，以进

一步提高预约诊疗满意率。

日前，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张平、省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徐伟伟来瑞调研基层中医

药工作时，先后走访了市中医院门急诊、开

展优质护理的内科病区、名中医馆和传统

疗法中心，对该院整洁宽敞、井然有序的诊

疗环境大加赞赏，并对该院中医药服务开

展情况表示了肯定。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清清白白做
人，实实在在干事。”

——摘自2002年日记本扉页

2002 年，年仅 28 岁的诸葛建武，成为湖

岭镇最年轻的村支书。

贾岙村是一个千年古村，三十一溪穿村

而过，曾是商贾富庶之地，但在时代的浪潮

中，被甩在后面。

“那时候，村民年均收入不足5000元，村里

财政赤字严重，连村干部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

和诸葛建武搭档11年的村委会主任诸葛岳珍说，

村里环境也很差，垃圾遍地，村民怨声载道。

年轻的诸葛建武迎难而上，和村干部统

一治村思路：先打好硬件基础，再引进项目解

决集体财政问题，然后改造旧村。

村里没钱怎么办？他开始一趟一趟地往

镇里跑，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到处筹钱。日

记本里记录着他一次次辛苦的跑腿经历，但

给村民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道路硬化了，

村里通自来水了，三十一溪两岸建起防洪堤，

还建起一座新桥⋯⋯

硬件上去了，增加村民的收入成了诸葛

建武考虑最多的问题。

站在贾岙村马头山上，眼前是一片 300

多亩的果园，樱桃树、猕猴桃树等20多种果树

长势喜人。“这就是我们新建的农业观光园

区，过两年就可以成为我们村的支柱产业，提

高村民收入。”驻村干部王锃说。

11年来，贾岙村投入项目建设资金共850万

元。旧村改造，这一当年看似遥远的梦想，经过多

年努力，正在一步一步变为现实。今年3月份，诸

葛建武和王锃一起选定村边一块土地，想集中建

造新村居，改变村民房屋分布零散、无规划的现

状。突发脑溢血的前一天，他还在召集村干部商

量旧村改造事宜，一直忙到晚上8时⋯⋯

如今，这都成了他未竟的事业。

“上午在路上碰到小江，他叫我到湖
岭信用社贷款做担保，贷了5000元。”

——摘自2002年8月6日日记

村民诸葛泽烜从小和诸葛建武一起长

大，看到他家的房子实在太过破旧，就多次劝他

重新盖幢房子，至少装修一下门面，谁知诸葛建

武总是说：“万一钱借来了，还不上怎么办？”

但诸葛泽烜始终想不明白的是，当村民

需要诸葛建武担保时，他的胆子一下变得那

么大，“他总傻傻的，做担保从不考虑后果。”

诸葛林松以前做的是散工。两年前，他想办

养殖场，但本钱不够，便找诸葛建武帮忙，想贷款

18万元。诸葛建武二话没说，便陪着他去银行。

回来后，诸葛林松准备了两条香烟送过去，却被一

口回绝。又提了两篮鸡蛋过去，还是吃了闭门羹。

“你们说说看，到哪里找这么好的村干部

啊？”对记者说起这事，诸葛林松这个七尺汉

子眼圈红了。如今，他养殖的黑山羊，已成为

贾岙村远近闻名的“特产”。

“有一次，我贷款一时还不上，也是书记

帮我借了5万元还掉的。”

村民诸葛福者从 2005 年开始加工工艺

品，每次贷款都是找建武做担保，“如果不是

他，我早已支持不下去了。”

据粗略统计，诸葛建武为村民担保贷款

约四百来万元。当村民有些贷款到期还不

上，他还想办法筹钱垫资150多万元。

而在日记本上，记者还看到：他曾经为了

一件60元的衣服，讨价还价后依然舍不得买，

却能掏出一两千元捐给困难村民；他曾入股

村里的卧龙峡风景区开发，在项目刚扭亏为

盈时，为了避嫌又主动要求退出股份⋯⋯

“我要一心一意做个全职书记。”
——摘自2009年6月23日日记

在一幢幢簇新的粉墙黛瓦之中，诸葛建武

的家显得尤为破旧，墙面一半刷了水泥，一半红

砖裸露；卧室内，席梦思床已经裂开几个口子，棉

絮露在外面。这个同学眼中的能人，却在别人

创业致富的时候，选择留在村里为村民服务。

“这些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变好了，只有我

们家还是老样子。”诸葛建武妻子黄建双说，

“其实他有很多机会到外面挣钱，但他就是放

不下村里的事情。”

诸葛建武的好朋友诸葛小江在上海经

商，曾允诺给他 20%股份邀他一起干，他婉拒

了；在温州办企业的诸葛强弟几次发出邀请，

他却总说“放不下村里的事”；村里养殖、种植

户有财政补贴，诸葛建武的父母够得上标准，

村民也没什么意见，但他总说“需要补助的村

民还有很多”，一次次让出名额⋯⋯与诸葛建

武共事10年的驻村干部黄少林感叹：“他太不

为自己、太不为家里考虑了。”

最 懂 诸 葛 建 武 的 ，是 他 母 亲 薛 之 英 。

2002年，他告诉母亲想竞选村支书时，薛之英

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说：“你一定要做一个清

水官，如果水不清，再好的米，也煮不出好吃

的饭。”这句话，诸葛建武一直记在心头，践行

到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近一个多月来，本报陆续报道湖岭镇贾岙村党支部书记诸葛建武的先进事迹，受到了市内外的广泛关注。6月30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位
村支书的珍贵遗产》一文，再现了诸葛建武的可贵精神。本报今日特予以转载。

[ 编者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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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中医药惠及千家万户
——市中医院开展特色服务纪实

日前，瑞安市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在市中医院正式启动并授牌成立全市首家理事会，通过创新管理模式和
运行机制，让医院管理实现从单一封闭式向多元化开放式转型，从而促进市中医院跨越发展。

随着 2010 年安阳新院的启用，近年来，市中医院的服务能力得到增强，临床诊断保障措施更加到位，接诊量有了明显
增加⋯⋯面对这些变化，该院院长黄玉昆表示，下一步，该院将瞄准建成国家三级中医医院的目标，继续提高医疗保障能力
和服务管理水平，做强做优中医特色品牌，让中医药特色服务真正惠及民生。

■记者 陈丹丹

市民刘先生长期患有风湿痛，昨日他

到了市中医院就医后，直夸该院新整合组

建的传统疗法中心特色浓郁、便捷惠民。

“原来中医院开展了这么多特色诊疗

方法，将针灸、推拿、康复等多种诊疗方

法都集中到了一起，以后看病就不用跑来

跑去了。”刘先生欣喜地说。记者在传统

疗法中心看到，整个就诊区内虽然患者不

少，但依然井然有序。

而在市中医院门诊大厅，前来预约

“冬病夏治”特色服务的王女士告诉记

者，女儿从小患有顽固型过敏性鼻炎，在

朋友的介绍下，去年夏天，她将女儿带到

中医院进行敷贴治疗，疗效显著。“效果

非常好，体质也好多了。”尝到甜头的王

女士决定今年继续用这种方式给女儿治

疗。

近年来，市中医院作为我市中医龙头

医院，不断提升诊疗水平，充分利用康复

治疗中心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广运用中医

非药物疗法和中医药适宜技术，全院开展

中医非药物疗法项目达 58 种，参与中医

非药物治疗的人次占门诊人次的比例达

20%。

在狠抓诊疗救治、提升医疗质量的同

时，医院努力实现“中西合璧”，想方设

法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2011 年，医院

启用名中医馆，由多位名老中医坐诊，为

市民提供养生保健高端服务，连续多年推

出“冬病夏治”、“冬令膏方”等特色项

目，引导辨证论治，正确使用中药饮片。

此外，医院通过鼓励护理人员开展耳

穴埋豆、拔火罐和中药保留灌肠等中医护

理技术操作，健康体检中心完善中医体质

辨识、“治未病”等特色服务，为打造医

院竞争力提供了有效保障。

提升诊疗水平，增强医院竞争实力

优化服务措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我市启动
“最美医务人员”评选

一位村支书的珍贵遗产
——从11本日记看村支书诸葛建武的为民情

“书记，来跟你道个别，我下个月要去俄
罗斯做生意了。你放心，你的家人就是我的
家人，我会托人照顾好的。”夜幕中，在瑞安市
湖岭镇贾岙村党支部书记诸葛建武的坟前，
村民诸葛泽烜一边细心清理周围的杂草，一
边不时用手背擦拭眼睛。

3 个月前，39 岁的诸葛建武突发脑溢血
被急送医院，有村民为他请来上海的专家会
诊，有村民恳求“一定要救活书记，花多少钱
我都出”，还有很多村民每天坐 1 个半小时的
城乡公交车到医院守候，希望能盼到书记康
复的好消息。然而，奇迹没有出现。3 月 28
日，诸葛建武走了。4 月 2 日出殡，村里 700
多名乡亲，自发送他最后一程。

一位村支书，为什么和村民结下那么深
厚的情谊？日前，诸葛建武的妻子在整理遗
物时，从书桌下找到一摞本子，这是11本记录
他11年工作和生活的日记本。翻看这些发黄
的日记，人们才真正明白他对贾岙村和乡亲
们的一片赤诚之心。

■浙江日报记者 张丽 许雅文 本报记者 欧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