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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医疗专家送健康到百姓家门口，是对百姓疾苦的关心，是仁爱精神的发扬
光大。

专家义诊到家门 百姓乐呵呵

声明：

本报《念白

勺·杂 谈》

版 倡 导 百

家争鸣，所

有 言 论 皆

为 一 家 之

言，不代表

本报立场。

核心观点

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都来自于家教家风，都来自于家教家风
的赓续和传承，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加强“三家”建设意义重大

喜看稻菽千重浪

核心观点

对丰收的庆典早已融入中华民
族生产生活和情感世界之中，成为
感恩天地、感谢稼穑、祈福来年的信
仰积淀与文化符号。

□ 青田 吴昭立

晚报多篇幅地报道了由丽水日报报业集团、
丽水市人民医院、丽水市红十字会主办，处州晚
报承办的“丽医健康大篷车”大型义诊暨丽水帮
帮团公益联盟活动，例如 4月 22日的《市人民医
院八位专家送上“健康套餐”》，5月 24日报道的
《200位村民家门口享受专家门诊》，9月 l6日又报
道了“丽医健康大篷车”青田油竹站将开启七位
专家面对面免费送健康套餐。这些报道说的是
同主题：“丽医健康大篷车”给我市百姓送健康，
送党和政府对百姓的关爱，深受百姓的喜爱和欢
迎。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的百姓托党的富
民政策之福，生活不断富裕，医疗条件不断得到
改善，可是仍有些偏远的山区和经济欠发达的地
方，仍然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丽医健康
大篷车”开进这些山区和这些地方，到百姓家门
口，给百姓开展义诊活动，给百姓带来看病方便，
为百姓进城看病节省了时间，节省了路费，节省
了挂号费和诊疗费，还能得到名医的诊治，对百
姓来说是一举数得，还不受百姓欢迎？当“丽医
健康大篷车”开进缙云县笕川村，为百姓义诊时，
有位叫陈岳芬的村民享受到义诊的好处后，激动
地说:“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门诊，真的很方便，
义诊给我们带来了福利。”为此，笔者认为百姓义

诊，可用这首顺口溜来颂之：专家义诊到家门，诊
疗医术很高明。看病省时又省钱，百姓乐得笑欣
欣。

医生下乡、下基层为百姓义诊，是白衣天使
发扬“仁爱之士”救死扶伤，为百姓健康着想的义
举。早在古代，人们就把医学称为“仁术”，把医
生称为“仁爱之士”，医学发展到今天，连人体内
许多重要器官都可以“移花接木”，但对病人的仁
爱精神仍然需要发扬。医疗专家送健康到百姓
家门口，是对百姓疾苦的关心，是仁爱精神的发
扬光大。

“丽医健康大篷车”医疗专家免费为百姓治
病，应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一面镜子。愿所有的
医务工作者，担当好救死扶伤之责，不但要关心
百姓患病的痛苦，而且还要关心百姓因经济困难
看不起的痛苦，使病人看得起病，治得好病。

“丽医健康大篷车”给百姓送的是健康，是党
和政府对百姓的深切关爱。它给我们所有的医
务工作者都有深刻的启示：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
母，为他们全心全意治病、治好病，是我们的神圣
职责，医疗专家在党和政府召唤下，能到百姓的
家门口，不收一分钱，态度热情，语言亲切，对待
亲人一样对待病人，应值得所有医务工作者学
习。因此，我们一些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应以他
们为榜样，对病人和善一点为病人多想一点。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近日，省委印发《认真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
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就结合
浙江实际，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重要论述在我省落地生根提出明确要求。

对家庭这一个看似微小的单位出台政策，花
力气搞建设，意义重大。

一方面，这是家庭和家人发展的需要。有家就
有家教家风的存续。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
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
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都来
自于家教家风，都来自于家教家风的赓续和传承，
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家教家风好家
庭文明，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司马谈学富五
车，他后来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在临死的
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这就是司
马谈的《命子迁》。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
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司马迁不负
父亲之教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可以说，没有司马谈的
《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

另一方面，更是关系着国家民族人民的前
途。《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与家庭氛围、家教
风格、家风传承、家学渊源密不可分，最终都体现
在千千万万个家庭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上，每一个家庭的前途命运都同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是点亮新征程的
重要基点。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家庭是
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
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
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
重家风。”加强“三家”建设，是党和国家发展大局
的重要部署、打造精神文明高地的坚强支撑、满
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有效途径、建设清廉浙江的
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
中之义。

加强“三家”建设，需要在家长素质培育上用
力。一个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成不成，与家长关系
重大。家长用不用力，会不会用力，直接关系到
建设成败。而家长用不用力会不会用力，与其本
身素质密切相关。所以，需要在家长素质培育上
用力。家长素质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
的认识，对建设内容要求的认识，对建设举措的
掌握等等。多在家长素质培育上用力，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作用。

也需要在加大政府社会支持力度上用力。
尽管家庭家教家训建设看起来是家庭的事，实则
更是社会的事政府部门的事。加大政府社会的
支持力度，多宣传倡导，多提供在“三家”建设上
实实在在的帮助支持，可以给家庭以动力，可以
帮助家庭解决实际困难，从而有利于每个家庭把

“三家”建设真正搞好。

□ 市直 一言

稻谷飘香，蟹肥菊黄，9月 23日我们
迎来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广袤的田野里，金黄的稻穗压弯了
腰，挺拔的玉米秆迎风摇曳。在广场，在
地头，时时听到爽朗的笑声，处处都是欢
庆的场面。

农民丰收节是农业的嘉年华、农民
的欢乐节，也是中华民族古老农耕文化
的延续。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古国。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中国就进入农业
文明时代，并且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
大米。相传，从夏朝大禹时代开始，我国
就开展了“祭社稷”活动。可以说，对丰
收的庆典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和
情感世界之中，成为感恩天地、感谢稼
穑、祈福来年的信仰积淀与文化符号。

从传统中发掘创新，在古老中创造
未来。随着农业现代化、智能化、机械化
的发展，从曾经手插青秧、挥镰割麦，农
民“一滴汗珠摔八瓣”，数不尽的辛劳，到
如今大田里众多“神器”各显神通：产前
有育秧流水线，产中有植保无人机，产后
有联合收割机、秸秆打捆机。目前全国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0%，
从“人扛牛拉”到“机器耕种”，“面朝黄
土背朝天”成为历史。

这是集成高效的技术支撑。从“靠
经验”到“靠数据”，从“传统农业”到“智
慧农业”，农机化带来技术革命。北斗导
航、物联网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农机安上
智慧大脑，田野连上传感器、大数据，“人
在干、云在转、数在算”，越来越多绿色优
质的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市场，种粮的
好效益化作农民的张张笑脸。

农机手、飞防手、农业经理人，田野
里涌现出一批批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成为引领现代农
业发展的生力军，解开了“谁来种地”难
题，为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连年丰
收，产量稳步增长，我们用世界 7%的耕
地养活了世界 20%人口。三大口粮大
米、小麦、玉米的国内自给率平均在 97%
以上。今年，2916亿斤夏粮已丰收到手，
秋粮面积也已落地，全年还将是一个丰
收年，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三
个“必须”决定着全面小康的成色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各级要切实落实好
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工
作部署，不断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和
巨大潜力，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乡亲们的
钱袋子鼓起来、日子红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