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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直 夏金地

打开手机，就能在线问诊看病，动动手指，市
民足不出户就可以“手到药来”，许多景区、体育
场、车站等公共场所，都配上了AED……近年来，
丽水医疗卫生水平以肉眼可见、切身可感的速度
蓬勃发展，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自身的卫生健康安
全越来越有保障。

这些年，丽水市民看病越来越方便了。我们
健全了“一家人一盘棋一本账”县域医共体建设，
加快推进了 30个基层片区医疗中心建设，已有 6
家卫生院达到国家推荐标准；我们迭代升级了智
慧流动医院，实施院前医疗急救三年行动计划，
启动空中救援急救体系建设，大大地减少了急救
反应时间。我们实施的县级医院等级“登攀”工
程，目前已有 5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达
国家推荐标准。一系列优化提升，市民日常的头
疼脑热在乡镇村就能解决，小病大多数不用出区
县，大部分大病重病也可以在市内得到解决，既
减少了相关的花费，也免去了舟车劳顿、通宵排
号的劳累。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让我们在
2020年，就被评为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样板市，今
年更是再次荣膺“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样板市”。
（据本报）

在丽水看病，许多患者另一个直观的感受就
是，费用更少，负担更轻了。我们建成的全市统
一医学检查检验共享互认平台，实现省、市、县、

乡四级医学检查结果互认共享，2021 年 10 月至
今，已互认结果 30万余项次，为患者节省费用 818
万余元。我们的医疗补充性政策保险等精准扶
持政策，舒缓了许多病患的经济压力。全国首创
的政府引导型全民健康补充医疗商业保险“浙丽
保”，全体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均可参保，实行无差
别待遇。通过公益运行、商保承办，最大限度惠
及群众，完善了兜底保障机制，而且它的参保率
已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还成为了全省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行动重大改革项目在全省推广。
2021年以来，丽水全市约 70万人次享受“浙丽保”
待遇，2021年全年，“浙丽保”报销总额 1.9亿元，
赔付率达 94%。

医院的公共服务改革提升，让广大的市民不
仅能看病，看好病，而且看病的时候更舒适了。
丽水许多医院在院内开设了便利店、咖啡吧、书
吧等休闲服务店；开展了车位立体化改造，实现
了车位可视化提醒、智能引导，支持先离场后付
费，大大地提高了停车的效率与便捷程度；一些
医院建设的智慧食堂，让患者在床边就可以扫码
订餐，“一站式”的服务台，支持集成办理医保、预
约咨询、住院等就医事项，让患者轻松就诊……
凡此种种，让人可以更加体面舒适地就医。

健康是广大市民的共同追求，丽水医院和它
们背后快速发展的医疗体系，始终是所有市民最
坚实的后盾，在丽水，人人都能享有健康的美好
愿景就在眼前。

□ 市直 一言

对于“坚守”这个词，我们可谓耳熟能
详。但是，要把坚守变成自觉行动，需要
我们认真琢磨体悟“坚守”二字的分量，认
识坚守的力量。

不妨从曾任龙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的卢书田说起，自 2008年退休至今，
十多年来他始终怀着满腔热情，用行动继
承精神，用精神指引行动。凭着从事党史
地方志工作 20多年的丰富经验，手写讲
课材料近 50篇、20余万字，累计宣讲党史
故事、革命烈士故事等 350多场，受教育
人数达 3万余人次，为龙泉市党史学习、
红色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据本报）

卢书田的这种坚守精神，可以让我们
想到很多。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
是一个集体、一个人，都需要坚守的品格、
坚守的信念、坚守的韧劲。坚守的精神，是
做事的支撑，是成功的基础。只有坚守，我
们才能做得更好；只要坚守，我们必然会做
得更好。那么，我们该如何培养坚守的品
质，在坚守中收获成功的果实呢？

首先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想要做
好一件事情，成就一番事业，不会是一帆
风顺、一马平川的，总会有困难相伴，这个
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毅力。这一点卢书田
做到了，疫情发生后，线下宣讲成了问题，
怎么办？于是他动脑筋想办法，创新宣讲
方式，充分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等平台，以录制视频、云上播出方式，讲述
革命历史，弘扬红色精神。如今，卢书田
的“云上讲堂”已推广到全市中小学校，引
导青少年在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

其次要有泰然自若的定力。在朝着
既定目标奋力前行的过程中，要坚持自己
的选择，热爱自己的事业，相信自己的奋
斗，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不懈攀
登。卢书田就是如此，他把讲好革命故事
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多年来深入学
校、企业、村社、山区，用亲身经历和深切
感受，向群众讲党史、谈感悟、传精神，孜
孜以求，无怨无悔。

最后还要有强大持续的动力。坚持的
道路上，会遇到一道道坎坷，常需要经受困
难的磨砺、寂寞的煎熬。没有足够强大的、
源源不断的动力，是不可能战而胜之的。
这动力就是初心、志向和情怀。“每一处革
命遗址都是一座‘精神地标’，我们不仅要
珍之、重之，还应传承好、利用好。”为做好
龙泉市革命老区发展史编写工作，从 2016
年开始，卢书田白天实地调研，晚上查阅历
史资料。这些年，他跑遍了全市14个老区
乡镇（街道）、308个老区村，对每一个红色
地标都进行细致详尽的考证研究。卢书田
的故事再次说明，锲而不舍是做事之本，坚
持不懈是成功之母。

□ 市直 潘旺峰

前不久，有一棵树刷出了新高度，这棵树也
刷爆了网络。

据央视报道：2022年 10月 9日，中国巨树科
考队发布了目前“中国第一高树”云南黄果冷杉
的准确高度——83.4米，相当于 28层楼高，同时
发布了巨树等身照。这棵树生长于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察隅县，胸径达 207厘米，树龄在 380岁上
下，相当于青壮年。

从发布的图片看，巨树要远远高于周边的林
木，如鹤立鸡群，拔地而起直插云霄，雄壮而又威
武。西藏的察隅县地处偏远，位于喜马拉雅山脉
与横断山脉过渡地带的藏东南高山峡谷区，这里
的气候独特而复杂多样，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影
响，年降水量大、气候温和、日照适中，非常适合
树木的成长。

这棵巨树还是一个美妙的“空中花园”，科学
家在树上发现了 50余种高等植物，包括虎头兰、
毡毛石韦、乌饭叶菝葜、暖地大叶藓等攀缘、附
生、寄生类型植物，共荣共生组成一个“植物大家
庭”，呈现出可贵的生物多样性。

一棵树，活着活着竟然成了网红，不禁让人
感叹和惊羡。

在植物界，凡是高度超过 70米的树，植物学
家就称之为“巨树”。这些年来，时常会有一些巨

树的新闻见诸媒体，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此前，在我国就曾发现云南省贡山县的 72米
秃杉、西藏自治区墨脱县的 76.8米不丹松，以及
台湾省南投县的 81米台湾杉。

一个个“海拔高度”的被刷新，这是多么令人
欣喜的奇迹。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棵
树也见证了生态环境的发展和进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这些年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智
慧”、倡导绿色低碳生活、为生态保护划出最鲜艳
的红线、确定“碳达峰、碳中和”雄心目标……生
态文明建设被定位为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根本大计。在今年世界环境日前夕，我国向世界
交出了一份减污降碳的“绿色答卷”，全国主要污
染物浓度全面下降，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正从愿景成为现实。在今年 6月份中国环境与发
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 30周年纪念活动上，生态
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更是用了四个“前所未有”概
括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的变化。

一棵树的高度刷新，不仅仅受自然环境的影
响，这也是人与自然命运与共、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人对自然环境精心呵护的有力见证。也愿在
今后的生活中，我们能见到越来越多的绿水青
山，见到越来越高的参天巨树。

核心观点

近年来，丽水医疗卫生水平以肉眼可见、切身可感的速度蓬勃发展，让我
们深切感受到自身的卫生健康安全越来越有保障。

医疗卫生水平提升造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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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一棵树的高度刷新，不仅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也是人与自然命运与共、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对自然环境精心呵护的有力见证。

83.4米，不仅仅是一棵树的高度

核心观点

坚守的精神，是做事的支撑，是成功
的基础。只有坚守，我们才能做得更好；
只要坚守，我们必然会做得更好。

认识坚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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