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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记者不仅应该把文章写在报纸上，更应该把深情写在红色的大地上。
——题记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廖超华

在建设群众满意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中，松阳县

从小处着手，精细打造，不断探索，着力完善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走出一条有松阳特色的康养之路，为全域

康养胜地金名片打造注入丰富内涵。

流动医院便利偏远乡村居民

近年来，松阳面向偏远乡镇、山村，推出流动医院

巡回诊疗和小药箱进村入户行动，大大便利了山区患

者进行诊疗。同时，借助“互联网+中西医+配医药”，

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定时定点定人送医

送药，为山区留守老人提供健康保障。据统计，自行

动开展以来，流动医院累计巡诊 2100 余次，派出医务

人员 4570余人次，服务群众 12.7万人次。

机器人打开签约服务加速通道

为解决家庭签约医生门诊患者、居家患者难兼顾

等问题，今年开始，松阳县在全市率先为家庭签约医

生配备智医助理机器人，实现一小时最多能完成 10万

通电话随访，1分钟内即可将被访人血压、血糖情况自

动汇总到系统后台，大大提高了家庭医生工作效率。

此外，全县 62 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都配备

移动随访包、手机移动 e管家和智医助理机器人，实现

预约、转诊、刷脸随访、健康提醒、上门服务等全程连

续的慢病智慧管理，帮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给病

人量身定制一套私人专属健康处方，而机器人的加

入，更是为签约服务打开了加速通道。

“山海”提升推动松阳模式落地生根

松阳县以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为契机，积极

探索松阳模式，于 10月份成立浙大二院互联网医院松

阳分院。借助互联网医院，在县人民医院就诊的患者

需要会诊时，浙大二院的医生可以直接查看病人历年

的检查报告、病情数据、手术情况。专家还可以对危

重病患者进行同步监管、实时调取查看病情，远程开

立医嘱、交流指导。

“山海”提升工程的实施进一步促进松阳县医疗

质量和技术水平的精准提升，让松阳百姓享受省城高

质量医疗服务的殷切期盼成为现实。

医养结合呵护失能失智老人

聚焦失能失智老人的医疗养护问题，松阳县大力

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利用闲置资源开展多样化照护的

医养结合服务，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合作成立医养结合

中心，深度融合提供老年健康服务。4月份以来，医养

结合中心已接收长者 50余人。同时，积极鼓励医疗机

构与养老机构建立合作，在养老机构开设医疗点，并

建立对口支援、绿色通道和双向转诊等联动机制。

居家养老点助力健康管家开花结果

2020年，松阳县正式启动居家养老健康管家项目，

建立 105个居家养老点，遍布全县 19个乡镇（街道）的

203个行政村。县卫健局为每个点位配备一批医疗器

材，仪器一经投放，村民纷纷前来体验感受，居家养老

点成为村民的健康管家体验点。目前，在各点位已开

展健康教育讲座400余场次，获得群众一致好评。

小切口精管理 松阳着力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2021年 12月 18日，周末。

作为丽水日报社第五党支部（处州晚报支部）

书记，蓝义荣特意来到原浙西南人民解放军三支

队云和独立中队老战士柳恒章的墓前，郑重向他

报告：“柳老，您的嘱托完成了。红军挺进师云和

战斗暨粟裕第六次负伤时间地点的考证结论，通

过了市党史部门的论证，下一步是把革命遗址整

理好，把纪念碑树起来。”

殷殷嘱托

老战士柳恒章，1928 年 7 月出生在云和县南

溪乡（现安溪畲族乡）黄家地村。1938 年，年仅 11
岁的柳恒章就成为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儿童团团

长。1946年，柳恒章入党，并成为浙南人民解放军

第三支队云和独立中队的一名战士，曾在多次战

斗中立功受奖。

2020 年 七 一 前 夕 ，丽水日报社第五党支部

（处州晚报支部）将“战斗黄家地·忠勇严山村”

初心研学基地列为红色基层联系点，开展蹲点

帮扶。7 月 5 日，因为完善浙西南畲族堡垒故事

馆展板内容，蓝义荣需要求证一位革命先辈的

牺牲细节，再次去云和找柳恒章请教。期间，柳

恒章特意去房间里取了一大叠材料，名称为“黄

家地革命斗争史”。

这叠已经发黄的手写文稿，是柳恒章用了 10
多年时间，一字一句撰写出来的。在扉页上，柳恒

章写下了这样一句“嘱托”：永久保存，不得遗失！

递过材料时，柳恒章郑重地说：“小蓝，这里有

一段历史，一直没搞清楚，拜托你去研究。”他回忆

道：“应该是 1936 年春，挺进师的部队在岚头岭与

敌人发生战斗，红军击溃了一个排的敌人，有位首

长的脚背受了枪伤。我们黄家地、严山的群众还

帮助救护首长，有的帮助做担架，有的帮助带路，

我父亲还用八角莲给首长疗伤。当时我还小，大

家去看我也跟去看了，其中几个事情我记忆深刻：

红军即使做担架，用了竹子也付钱，而且把缴获的

毛毯等送给群众。1985 年前后，我听挺进师老战

士说粟裕在云和以南的战斗中受过伤，而且受伤

也是脚背。所以我觉得我当年看到的那位首长，

应该就是粟裕。我很多年前就想把这次战斗情况

搞清楚，但很遗憾没有实现，期间很多人认为粟裕

根本没到过这一带。我现在老了，这件事希望你

去查查看，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实事求是。”

苦苦相寻

坐言起行。

可惜的是，经过几个月的陆续查询，云和相关

档案里，没有查到挺进师有关在云和战斗的信息。

考证工作似乎陷入了死局。

如何找到打开这段历史大门的“钥匙”？蓝义

荣、云和县档案馆的副馆长魏世荣、云和县政协文

史学习委主任邱长书三人成立了考证小组，从多

个方向进行搜集材料和信息。

到了今年 7月 15日前后，考证小组先后从《将

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记六次受伤的粟裕大

将》（李金明 粟戎生著）、《粟裕年谱》等处找到了

确定的记载：1936年 3月，粟裕带领主力重返浙西

南，夏季在云和以南的一次战斗中脚踝负伤，这是

他第六次负伤。但具体时间地点都没有记载。

几个人看到这个材料时，兴奋同时是深深的

震撼：粟裕大将戎马一生，从头到脚六次受伤，包

括子弹贯穿头部、弹片打残手臂⋯⋯真的是九死

一生，其中第六次负伤，是粟裕艰苦卓绝浙西南三

年唯一一次负伤，是他血洒浙西南的历史见证！

大家都觉得有责任把这件史实搞清楚。

鉴于之前云和方面没有找到档案材料，考证

小组在讨论时又提出了新的思路：这次战斗极可

能是与景宁方面的敌军遭遇，我们去景宁档案馆

看看！

这是一次考证小组与挺进师历史“会师”的日

子。

8月 7日下午 4点 16分，考证小组在浩瀚的档

案中“细细打捞”。景宁国民党政府的《四月份匪

情旬报表》）”中一行小小的文字，出现在蓝义荣眼

前；“4月 15日，据报及国军派兵至岚头岭堵剿，下

午二时半与匪接触，匪即往黄家地逃窜。”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线索。”蓝义荣不禁叫了

起来。随后，在关联的《景宁县政府，呈解获匪何

克山、蔡汤杰两名，抄同讯问笔录并赃物请鉴核验

收，并就地正法以快人心由》（景宁县档案 L261—

1—12 卷）找到更详细记载。大致内容为：4 月 15
日，红军近 200 多人与敌军在岚头岭战斗后，部队

向云和安溪黄家地、严山、泗洲岭、东岱等处活动，

次日进入景宁，处决了一位乡长，撤退期间有两名

红军战士何克山、蔡汤杰被俘，两位战士遭遇了敌

人严酷审讯之后被敌人处决。档案记录和询问笔

录，有较为详尽的“张友昆”部(粟裕直接领导下的

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兵力构成、武器配备、行军路

线等情报，而红军背后的首领，是一个神秘的“带

千里镜的先生”。

随后，是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的进行对应

性、排他性考证。考证小组根据相关史料，绘制了

1936年独立师 3到 4月的活动路线图，使粟裕率领

的独立师行军、战斗、收拢部队的轨迹，清晰地重

现在眼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挺进师云和南部战

斗暨粟裕第六次负伤时间地点考证材料》，提出了

挺进师云和以南战斗暨粟裕第六次负伤时间为

1936 年 4 月 15 日，地点是在云和县安溪畲族乡黄

家地村岚头岭（云景交界）的结论。

隔空相告

此时，柳恒章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大家都希望

能尽早给他一个关于考证工作的确定结论。

为了让材料更加扎实，考证小组先期找专家

对考证材料进行指导，力争尽早报市党史部门审

核。

党史专家刘宗鹤，是全省唯一采访过粟裕的

党史工作者。他看到材料后，兴奋地说：“1985
年，遂昌召开挺进师纪念会议，很多老战士回忆

起粟裕大将第六次负伤是在云景交界一带，我当

时建议云和党史部门去研究，但可惜没有结果，

这次这个结论符合挺进师老战士的说法，是可信

的。”

考证材料以邮寄方式送到了粟裕大将秘书朱

楹将军手里，朱楹将军回信：“感谢丽水市云和、景

宁党史办以及当地革命群众对革命历史的关心和

认真的工作态度，对粟总第六次负伤时间、地点及

具体情况作了详尽的考察证实，充实了这段历史

的细节。如有可能，我们会将这些宝贵资料充实

到有关资料中。”朱楹将军还欣然为这次战斗题

字：红军挺进师云和战斗纪念碑。

相关材料汇总送到了市党史办。党史编研处

处长钟春雷，根据浙西南有关文献、丽水党史第二

卷等进行初步复核。并将材料报给了浙西南红色

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粟志军。粟志军回复：粟裕

第六次负伤是《粟裕年谱》内有记载的，这个研究

值得肯定。并告知这也是其父亲粟戎生的意见。

此时，时间已经到了 9 月。尽管考证结论审

核还需要时间，但考证的结论已经得到了基本的

肯定。

9 月 5 日，在病床前，柳恒章的女儿将这一消

息转述给了昏迷中的柳恒章。五天后，老战士与

世长辞。

12 月 6 日下午，经过市党史办三个多月的详

尽复核，关于挺进师云和战斗暨粟裕第六次负伤

时间地点的考证结论，在专家论证会上获得了一

致认可予以通过。

12 月 18 日，蓝义荣从柳老所在的公墓出来，

约上魏世荣一道前往“战斗黄家地·忠勇严山村”

初心研学基地。一路上，已经拓宽的老区村道路

红旗漫卷。党旗学堂、云景区委旧址、云景第一

哨、浙西南畲族堡垒故事馆等一处处红色遗存次

第呈现。2021 年刚刚新增的“浙江省第一批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浙江省红色历史文化村落”

“丽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金色牌匾，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

记者 吴启珍 谢佳俊

为了老战士的“红色嘱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