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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胡晓君

为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市人
民医院开启以“传承革命星火，接力时代使
命”为主题的寻根之旅，5 月 17 日，由该院
20 多名青年党团员组成的“寻根”小队走进
武义、永康两地，重访医院旧址，找寻那份

“心怀家国、为民服务”的初心。

回首

医院的前身
是浙江第一家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医院

“丽水市人民医院的前身是浙江省第
一临时辅助医院，俗名伤兵医院，1937 年 9
月 7 日成立于杭州市望江门外海潮寺。 ”活
动当天，“寻根” 小队一大早就在医院门前
集合， 聆听医院退休职工朱士宇介绍市人
民医院的发展历程。

今年 71 岁的朱士宇，1977 年进入市人
民医院工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事文书
以来， 他为医院档案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
量工作，编写了医院院志等 5 本书共计 100
多万字， 医院里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院
史“活字典”。

在朱老的口述中，一段战时“浙江省第
一临时辅助医院” 不断南撤并最终扎根丽
水的历程逐渐清晰起来，市人民医院的“身
世之谜”也就此解开。

1937 年，“813 淞沪会战”爆发后，战事
十分激烈， 大批受伤的爱国将士被源源不
断地送入杭州， 杭州所有的中外医院人满
为患。 当时刚回国不久的孙序裳先生怀着
一腔爱国热情， 广收省内医学界享有威望
的医学专家、教授、回国参加抗战的医学留
学生以及国内医专毕业生加入爱国行列，
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临时辅助医院， 为抗战
服务。

随着战事的升级， 浙江省第一临时辅
助医院先后撤至永康县、宣平县、云和县、
龙泉县等地。 在八年的抗战当中，医院担负
了“淞沪会战”的伤员收治任务，单独承担
了“诸绍之役”“浙赣战役”“丽水之役”三次
战役伤员的收治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医院
住院部收治战争中转送来的伤员 3071 人，
手术 1918 人次。 除此之外，医院门诊还免
费诊治战争中的难民和当地劳苦大众，达
87939 人次。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在医院回迁杭州
途中， 时任丽水县参议院参议长周鼎组织
了丽水专署、 县府等单位联合向民国省政

府报告，称处州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请求
将该院留在丽水。 省府同意医院定点丽水，
并在城关镇范围内选择合适的永久院址。
至此，医院正式成为丽水地方医院。

1949 年 5 月丽水解放后， 医院走上了
稳步健康发展的道路，并几经易名，成为现
在的丽水市人民医院。 目前， 全院有 2200
多人，住部院 1500 多张床位，三级甲等综
合性医院，2011 年被授予全国文明单位，
2017 年跻身全国地市级医院百强医院、艾
力彼五星级医院， 为丽水人民的健康提供
了强大的医疗保障。

重走

探访两处医院旧址
感受先辈们的艰辛历程

“寻根”之旅的第一站，青年党团员们
来到了金华市武义县俞源乡俞源村。 该村
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有明、清古
建筑 395 幢之多，而其中最负盛名的“俞氏
宗祠” 就曾是浙江省第一临时辅助医院的
一处旧址。

俞氏宗祠，被誉为“婺处第一祠”，分三
进二院，祠堂前后左右六大厅，二小厅，共
51 间（总面积达 3176 平方米）。 1941 年 4
月，医院迁到此地，门诊的内科、外科、眼
科、耳鼻喉科、产妇科、药科设在俞氏宗祠
大门两边的夹厢中， 其余部分全部安排为
住院部。

据村里几位老人回忆， 当年他们还是
10 多岁的少年，医院迁入时，村里一下热闹
起来，俞氏宗祠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医院迁
来不久，宗祠里就住满了伤员，约有 300 人
左右。 今年 92 岁的俞松发老人，对当年医
护人员救治伤员的情景记忆犹新。“除了救
治伤员， 医生还经常免费给村里的人看
病。 ”

在朱士宇的带领下， 青年党员们怀着
崇敬之情，在这高墙大院之间行走，感受当
年的峥嵘岁月。 他们还特意准备了诗歌朗
诵《责任—不变的誓言》致敬先辈。“我们自
豪， 我们的先辈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拯救民
族危亡的重任，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
生命无愧的赞歌。 责任，这是我们的誓言，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俞氏宗祠里回荡着
他们铿锵有力的朗读声。

活动的第二站，“寻根” 小队沿着时间
的河流逆流而上， 来到了医院南撤的上一
站———金华永康市石柱镇下里溪村。 1937
年底，杭州沦陷前夕，第一辅助医院南撤到

这里，借用了几个祠堂和一间城隍庙作为原址，
到 1942 年撤离，前后近 5 年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医院不仅救治了大量抗战
将士， 还为当地村民免费看病， 与当地百姓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村里的章氏祠堂， 得知青
年党团员们前来寻根， 村里的老人纷纷围了上
来， 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关于第一辅助医院的
故事。

70 多年过去了，很多当年的亲历者都已过
世， 老人讲述的内容大都是他们的父母转述
的。 不过， 多位老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一位

“萧医官”，一致称赞他医术精湛，为人随和，为
村里很多人治过病。

由于年代久远，“萧医官” 的生平已无法考
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当年医院的医护人员真
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 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
象，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里的人们仍然在传颂
他们的事迹。

弘扬

光荣历程让人无比骄傲
崇高精神值得不断学习

一天的“寻根”之旅，让青年党团员们受益
匪浅、满载而归。 在回程的路上，他们兴致勃勃
地讨论起自己的收获。

吴伟平是市人民医院检验科的一名主治技
师，2008 年进入医院工作。“通过这次活动，实
地走访了旧址， 听到了亲历者的描述， 我仿佛
能触摸到那段历史。 我们的医院诞生于烽火岁
月， 经历了火和血的洗礼， 是那样的纯粹和光
荣，这让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吴伟平表示，这
份自豪感会激励他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
通过实际行动为医院增添光彩。

医院妇产科医生林雪芳则表示， 此次“寻
根”之旅带给她很多感动。“医院的诞生，就是
为了支援抗战，保家卫国，那份爱国热情令人心
潮澎湃。 在南撤途中， 医院的医护人员全心全
意为当地百姓服务， 谱写了一曲医者仁心的大
美赞歌。 ”林雪芳说，先辈们的崇高精神很值得
她学习。

“可以说，市人民医院的创院史，就是一段
救死扶伤的奉献史。‘寻根’，就是为了温故那
段历程， 找回那份家国情怀和医者当担， 并努
力去弘扬和践行。 ” 市人民医院宣传科科长胡
晓君表示， 通过活动， 医院的青年党团员们接
受了一次精神洗礼， 市人民医院弘扬践行“浙
西南革命精神”的脚步不会停止，5 月 24 日，医
院的医疗专家代表还将前往龙泉黄南村叶氏宗
祠参观旧址，学习革命精神，并为当地百姓提供
健康大篷车义诊。

传承革命星火 接力时代使命

市人民医院开启“寻根”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