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吴启珍

本报讯 上周，晚报刊登
了处州晚报正在筹备中老年
读者俱乐部， 并征集俱乐部
名称的消息。 报道刊发后，许
多读者给我们来电或者来
信，畅谈他们的想法。

很多读者说， 年轻的时
候，忙于工作，没时间好好享
受生活。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
也有时间了，却找不到一个很
好的平台。 了解到晚报正在积
极筹备中的中老年读者俱乐
部，将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
动，如旅游、讲座、棋类比赛、
旗袍秀、公益活动等，打造中

老年人快乐生活的崭新平台，
他们充满了期待。

市民吕云兰是一名退休
教师，她致电晚报，希望俱乐
部早日成立。 为了表示支持，
她还一口气给俱乐部取了 4
个名字：“桑榆红”“桑榆俏”

“银龄红”“银龄俏”。“我们非
常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
中老年朋友能经常聚一聚、聊
一聊、玩一玩，既能增进感情，
也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
她说。 市民吴春花说，自己是
退休后来丽水定居的新丽水
人， 希望通过俱乐部平台交
到一批玩得来的新朋友，她
说叫“乐生活”挺好！ 此外，还

有热心读者给俱乐部取了“阅
悦”“气自华”等名称。

现在，处州晚报中老年读
者俱乐部名称征集活动仍在
进行中，俱乐部需要一个阳光
向上、朗朗上口、符合我市中
老年人良好形象的名称，比如

“桑榆情俱乐部”。如果您有这
方面的想法，欢迎来稿。 来稿
请寄晚报 704 办公室或发送
至电子邮箱。

我们的联系地址：丽水市
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报
业传媒集团 704 办公室。 邮箱
C215166610@163.com。联系电
话：0578-2131513。 截稿时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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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常青

17岁，我当上了“赤脚医生”

� � � �“赤脚医生”这个称呼乃
时代之产物，现谓之“乡村医
生”也。

我家系祖传中医世家，
在本地也小有名气， 所以我
从小就有所耳濡目染， 除了
常跟着父亲出诊， 抄方之类
的学习外， 也背读了一些诸
如“汤头歌诀”等中医启蒙书
籍， 家里也寄希望我能成为
传承人。 上个世纪 70 年代
初，17 岁的我，作为一名知青
插队到了离镇上七八里地的
一个小山村，这里没有公路，
也不通电， 缺医少药更是在
所难免。 下乡不久，乡亲们就
知道我是镇上某某医生的儿
子， 就想当然地认为我也是
懂医的，纷纷叫我“看病”，我
很是紧张。

第一次为村民诊病的场
景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在队
里记工分的家中有个人生病，
叫我看一下。 中医看病讲望、
闻、问、切，我按程序诊脉观舌
看脸色，四诊全用上。 但是，不
管我怎么问，病人和家属都不
回答， 村民们只是聚拢围观，
害我紧张得满头大汗。 后来才
知道，他们是想考考我，看我
对病症说得准不准，结果还好
我说的也八九不离十，终于在
他们最朴素的考试面前及格
了，真是既兴奋又紧张。 此后，
大队马上将我上报到公社，经
短暂培训后，就批准为正式的
全科“赤脚医生”了。 从此，我
也被村里人尊称为“先生”了。

“先生”一词，一开始听到很不
习惯，毕竟年龄太小，承担不
了这个称呼，但我们那里对中
医生都是这样称呼的。 当然，
我也以负责任的态度回报他
们对我的信任， 除了边学习
边摸索外， 每次出诊后都要
回房间再翻翻书， 看看有没
有错， 而且也经常去病人家
回访，真有“如履薄冰”之感。
特别是碰到年轻的女同志来
看病， 更是有点手足无措，也
不敢多问，经常要回家时问父
亲，得到解释后才明白。

为了减轻村民们的负
担， 我经常要到大山里面去
挖一些本地人常用的草药，
晾在大队的戏台上风干备
用， 病情轻的就配点草药给
他们， 重一点的才开给中药
或者西药。 由于缺医少药又
不通车，非常不方便，突发情
况也时有发生。 有一次，我在
地里干活，突然把我叫回去，
说有一个村民昏倒了。 我急
忙赶到他家， 但一摸脉搏已
微弱， 送镇上抬着去要一个
多小时，最后还是“走”了。 医
生遇到回天乏术的时候是非

常难过也是难以忘记的。由于
我都是无偿地为大家服务，所
以村民们对我也非常好，每到
年底杀猪时家家都要叫我去
吃一顿的，过年第一次回生产
队时也一样，他们甚至会把你
的灶火退掉而让你非去不可。
这是他们以特有的方式表达
对我的尊重和感谢，也使我与
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所
以，虽然农村生活艰苦，但我
还是感到快乐和有成就感。周
边村子有人生病， 我也要出
诊， 步行十里八里的很是正
常，但只要药箱一上肩，就是
一种责任和光荣，所以也不会
觉得累，因为医生面对的只有
患者， 为了给他们解除痛苦，
甚至挽救生命，而没有其他。

随着重回校园的机会到
来，我七年的“赤脚医生”生涯
随之结束，临走时村民们都依
依不舍。同时也留下了终生憾
事：那就是当医生的梦想没能
实现。 后来在学校、单位也给
了大家一些医学上的帮助，那
都已是后话。

（市区 王杰农 64 岁）

您的经世感言 ， 我 们 来 刊
登 ，欢迎投稿 。 来稿寄 ：丽水市
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报业
传 媒 集 团 704 办 公 室 处州晚报
编辑 部 桑榆情版收； 电子邮箱 ：
C215166610@163.com。

� � � � “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弄得
子女愁眉苦脸， 失去欢乐童年；弄
得父母焦头烂额， 平添无穷烦恼。
人中龙凤，固然风光荣耀，但毕竟
为数寥寥； 都想让子女长大后做
“金字塔”的塔尖，谁来做塔身与塔
基？ 没有塔身与塔基，何来悬空的
塔尖？ 依我看，还是鼓励和引导子
女成人更为合适，更为重要！成人，
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成为善良的
人 ，勤奋的人 ，诚实的人 ，快乐的
人，健康的人！毛泽东说过，应该使
青少年一代“在德育、智育、体育几
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
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伟人所
言极是，宜作天下父母的座右铭！

（市区 徐龙年 76 岁）

春梦
风吹落叶催新芽，
陌上又黄油菜花。
月异日新今又是，
神州圆梦不求夸。

喝茶
几间茶具渐包浆，
聚友品茗添气场。
华夏复兴赤子悦，
数今论古助茶香。

（市区 常青 75 岁）

应星楼
风起波粼白鹭回，
小池锦鲤挤成堆。
少微处士星相应，
富岭巾山塔互偎。
画栋雕梁迎日月，
挑檐翘角挡风雷。
沧桑记忆千年载，
代有名贤胜杰魁。

（市直 程丽平 62 岁）

■《晚报邀您给取个响当当的名字》后续

热心读者踊跃为俱乐部取名
还有 6 天截稿，你也来取一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