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娟娟）“王

阿姨，您的血压有点高，平时要注

意低盐饮食，记得按时吃药。”7
月 4日，在岚县民觉社区，县人民

医院党员先锋队的医护人员正耐

心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这一

幕，正是岚县深入贯彻落实“四

双”工作机制，以需求、资源、项目

“三张清单”为抓手，推动党建引

领城市基层治理走深走实的生动

缩影。

今年以来，岚县聚焦城市基

层治理痛点堵点，创新构建“需求

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闭

环机制。通过走访调研、民意征

集梳理居民“急难愁盼”，形成涵

盖健康医疗、文化服务、环境整治

等领域的“需求清单”；统筹机关

单位职能优势，整合政策、资金、

技术等资源形成“资源清单”；以

项目化形式推动供需精准匹配，

让民生需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

着落”。

在需求与资源的精准对接

下，岚县各机关单位与社区党委

携手，以项目化、常态化、长效化

机制推动治理效能跃升，勾勒出

多方联动、多元参与的治理同心

圆。

医疗“暖民心”，守护健康“最

后一公里”。该县县医疗集团将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县人民

医院组建党员先锋队，在民觉社

区开展“义诊服务进社区·护航健

康暖民心”活动，为居民提供免费

疾病筛查、健康咨询及个性化诊

疗服务；县中医院党委则通过举

办健康知识讲座，围绕常见病预

防、中医养生等内容普及健康知识，用“专业+温度”的服

务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金融“惠民生”，筑牢财产安全“防火墙”。针对社

区居民金融知识薄弱、风险防范意识不足等问题，该县

县农村商业银行岚河社区服务队开展“金融服务进万

家”活动，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普及防诈骗、

理性投资等知识；同时依托党群服务阵地开设“心理健

康课堂”，帮助居民缓解焦虑情绪，助力构建和谐社区

氛围。

文化“润民心”，厚植文明新风“营养土”。该县县委

宣传部聚焦社区文化建设，向崇文社区捐赠党史理论、文

学艺术、科普知识类图书 300 余册，充实社区“精神粮

仓”；联合社区党委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党日活动，通过

发放倡议书、分享典型案例等方式，引导居民破除陈规陋

习，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生态“美家园”，绘就宜居社区“新画卷”。该县县

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以“绣花功夫”推进社区绿化提升，

在朝阳社区组织专业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对小区主干

道、绿化带进行修剪整形，既改善了采光条件，又提升

了绿化景观效果；结合二十四节气策划“邻里园艺课

堂”“节气文化节”等活动，促进居民互动，让社区更有

“烟火气”。

法治“护平安”，架起党群关系“连心桥”。岚县人民

法院将法庭“搬”到居民家门口，与龙山社区党委常态化

开展“法徽映初心”普法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以

案释法、现场答疑等形式，重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中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条款，让法治观念融入日

常生活。

从“单兵作战”到“协同作战”，从“被动响应”到“主动

服务”，岚县通过“三张清单”机制，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

对接需求项目 40余个，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活动 60余场，

惠及居民 8000余人次。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四双’工作机制，以‘小清

单’撬动‘大治理’，推动更多资源、服务、力量下沉社区，

让居民的幸福感在项目落实中持续升温。”岚县县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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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知名儿科专家，钟

南山是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的儿子钟惟

德是泌尿外科专家、曾获得中国泌尿外科最高

荣誉“吴阶平泌尿外科奖”。一家三代人，秉承

着仁心仁术的医家风范，传承着全心全意为病

人服务的仁者家风，行走在治病救人的道路上。

严父慈母不一般

钟南山出生于 1936年，父亲钟世藩，母亲廖

月琴。

钟世藩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从小

跟着自己的叔叔在厦门读书。1932 年，钟世藩

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之后赴美深造，顺利拿

到医学博士学位。在一路的坎坷奋斗中，钟世

藩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1946 年，钟世藩

任广州中央医院副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

医学院儿科教授，1948年任院长。1949年，被世

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1953 年，任广州中

山医学院儿科教授兼主任。

廖月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廖氏家族，曾就

读于厦门毓德女中。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也

出自廖家，跟廖月琴的父亲是堂兄妹。家风的

熏陶，鼓浪屿的秀美风光，毓德女中的开明教

育，让廖月琴多才多艺、才能出众，后来廖月琴

也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1934 年，钟世藩与廖月琴喜结连理。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

躲避战火，钟世藩携一家老小西迁，一路上风餐

露宿，到了冬天，全家人在贵阳安顿下来。

在那样的时局环境下，贵阳的生活不可谓不

困顿。但是在父母呵护下，一家人过得也其乐融

融。这样一个开明、温暖的家庭，让钟南山得以

在阳光下成长，培养了他开朗、自信的性格。

钟世藩是典型的严父，平素不苟言笑。每

次忙完工作上的事情都要辅导钟南山的功课，

尽管那时候淘气的钟南山经常找借口溜掉。廖

月琴从不训斥孩子，她总是带着微笑，耐心地听

孩子们把话说完，和孩子们讲道理。在钟南山

的记忆里，母亲是那样的善良有爱心，如果有人

向她求助，廖月琴总会无私地施以援手。慈母

的言传身教给钟南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记

得母亲给他讲《麦琪的礼物》，故事讲的是一对

夫妻在圣诞节来临之际，为了让对方高兴，妻子

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长发，为丈夫买了一条白金

表链；而丈夫为了美丽的妻子，卖掉了心爱的手

表，为妻子买回一把漂亮的梳子。这个故事里

浓浓的爱让钟南山记忆深刻。

钟南山 9岁时，把父母给的伙食费偷偷拿去

买了零食，母亲诘问他的时候，他撒了谎，母亲

知道后对他说了一句：“你这么做是不诚实的。”

钟南山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更害怕严厉的父亲，

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一向严厉的钟世

藩，只对儿子说了一句：“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么

做是不是不诚实？”这句话比打骂还要深刻，至

今还留在钟南山记忆里。

母亲让他知道了善良、仁爱和温柔，父亲则

教会他勤奋、诚实和担当。尤其是父亲，他话不

多，而且往往严肃，但是一切都在眼里：总能在

关键的时刻用简单的话表达深刻的理，而且直

扣人的心扉。

钟南山还记得自己上了高中后，父亲看他

已经不再是个孩子，郑重地教诲道：“一个人要

能够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东西，才算没有白活。”

这句话，让钟南山一生不忘。

医生父亲的言传身教

钟家三代为医，钟世藩是钟家的“医一代”，

钟南山是“医二代”，钟惟德是“医三代”。

对于爷爷钟世藩为什么选择从医，钟惟德

问过姑姑钟黔君。姑姑说爷爷从小生活困苦，

自身经历了不少磨难，更看到当年时局艰难的

环境下，人们颠沛流离，活着是何其不易，所以

他选择了从医。尽管钟世藩是一个严肃的人，

但他也是一个热爱学习、多才多艺的人，懂英

语、德语、俄语，会拉小提琴，喜欢听音乐。

秉持一颗虔诚的心，从事了儿科，爱与责任

就成了钟世藩一辈子的坚守。钟黔君曾问父

亲，做儿科医生有什么要求，他说主要是“爱”孩

子，从心底去爱，不管孩子怎样哭闹，都不要烦，

因为小孩子有的还不会说话，诊断起来有困难，

作为医生要发现孩子的“痛”。钟黔君在家看到

父亲给孩子看病，检查的程序一定是全面的，喉

咙、甲状腺、听心肺、摸肚子、手脚活动……而且

他对病人和家属始终都保持尊重。

钟世藩不仅有着医学上精益求精的执着，

在大是大非面前也有着清晰的判断。1949年新

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卫生署署长前往广州，命

令时任中央医院院长的钟世藩，携带医院的 13
万美元，全家连夜撤往台湾。但钟世藩深知国

民党的腐败无能，他没有服从卫生署长的命令，

留在了广州。等到解放军入城后，他把医院的

款项一分不少地移交给了当时的军管会。

后来钟世藩在全国率先创办中山医学院儿

科病毒实验室，既搞科研又看病，有时下了班还

给孩子看病，有的孩子太小，要上门应诊，不时

还有人带着孩子到家里求医。钟世藩看病是有

求必应、实事求是，绝不会多开一分钱的药，因

为他认为小孩子有个恢复的过程，有时多喝水

多睡觉、靠自身的免疫力就能好，所以他的原则

是能不吃药就不吃，更不要轻易打吊瓶。

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钟南山。因为钟

南山名气大，通过各种途径来看病的人不少，他

说“我只看病，不看背景”。不论病人的身份职

业，他亲自检查、问诊，往往至少要 30分钟才看

完一个病人。他至今每周坚持出门诊，没有非

常特殊的情况都“雷打不动”，因为在他眼里病

人最重要。

“父亲对我的批评，其实是‘爱之切’，
故‘苛之深’”

1971 年，钟南山从北京回到广州工作。见

到钟南山，70 岁的父亲非常高兴，老人风骨依

然，就像挺拔的大树。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当天晚上父子

交流到很晚。听着钟南山讲述在外的经历，父

亲突然问了他一句：“南山，你今年多大了？”钟

南山一下子没明白父亲什么意思，毕恭毕敬地

说：“35 了。”“哦，都 35岁了，真可怕……”父亲

意味深长地说完这句话，就没再说什么。

但是这句话却在钟南山的心里翻江倒海：

自己都 35岁了，却还一事无成。他明白了父亲

的良苦用心。这句话激励着钟南山“把失去的

时间找回来”。

自此，钟南山快马加鞭，在一年里写下四大

本医疗工作笔记，瘦了 24斤，换来的结果就是很

快胜任了临床工作。

父子的对话，成为钟南山人生新的开始。

多年以后，钟南山总是对别人说，他的医学事业

是从 35岁开始的。

钟南山曾在日记里写道：一般人都是赞扬

我的多，可父亲总是批评我。父亲对我的批评，

其实是“爱之切”，故“苛之深”。

1979年，由钟南山担任组长的 16名中国留

学生被派往英国深造。怀揣着热切的求学热情

到了英国，但是迎接钟南山的却是一盆冷水：英

国的专家认为这些留学生什么都不懂，不过就

是来参观参观而已。

钟南山用自己的努力和成绩改变了他们的

偏见。1981年，在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议上，钟

南山的实验报告被放到了大会发言的第一位，

他纠正了英国权威的实验结果，得到了与会专

家的一致认可。

学习结束，爱丁堡方面希望他留下。然而，

钟南山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钟惟德说，让父

亲毅然回国的因素有很多，一方面是对家人的牵

念，更重要的应该是他多年未变的赤子之心。

钟南山出生之时，父母为他取名“南山”，一

方面是因为出生地就在南京钟山的南面，另一方

面也是希望儿子能像山一样顶天立地、厚重广

博、不惧风雨、志向远大。钟南山做到了，回国后

45岁的钟南山第一次得到父亲表扬：“你终于用

行动让外国人明白了，中国人不是一无是处。”

三代人的医德：一切为了病人

女儿钟惟月提起钟南山就说：“父亲对病人

就像对亲人一样好，甚至比亲人还好。”这种医

德，体现在钟家三代人身上。

钟世藩有一回给人看病，只开了一分钱的

药。结果被病人家属误解，钟世藩却说这就够

了，不需要再多了。他始终坚持这个原则，绝不

为了迎合家属，做急功近利的事。

给人看病，钟南山有一个特点，他常说，不

是靠他一个人解决问题，而是靠他组织大家来

解决问题。“医生给人看病，不能像铁路警察各

管一段。”有时候，他看到病人存在呼吸系统疾

病以外的问题，就去请其他相关科室的主任过

来一起会诊。钟南山说：“病人到了你这里，你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他找你有什么用呢？”

曾经有一位大学生正准备出国留学，却在

其他医院检查出疑似肿瘤，顿时感觉天塌地陷

一般。无奈之下，他找到了钟南山。自己也是

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钟南山深知他的急切心

情，二话不说专门抽出时间给他做了仔细检查，

最后明确不是肿瘤。钟南山的诊断，让年轻学

子的心“雨过天晴”。

钟南山在给住院病人看病时，总是先俯下

身，把病人慢慢扶起来然后测血糖、做触诊，做完

后再扶病人躺下，并帮着把被子掖好，因为这样

可以拉近和病人的距离。所以，很多病人觉得能

挂上钟南山的号，跟他聊会儿天，都能治病。

等查完房，钟南山直奔会议室。他的学生、

护士、护士长、主治医生、主任医生等紧紧跟在后

面。进了会议室，大家齐刷刷脱下白大褂，叠放

起来，干净利落。开会时，结合每一位病人的病

历、诊断等，每位医生、护士都可以发表看法。大

家不分等级、不分长幼，只要是与病人相关的，都

可以自由表达、讨论。因为钟南山想的是，怎样

集思广益，以最佳的办法为病人解除病痛。这些

病痛不仅是身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

现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的钟惟德，

也继承了这样的医德家风。以钟惟德的医术和

地位，完全可以将挂号费提得很高，但是为了多

看几个病人，他一直坚持 80元的挂号费。来自

潮汕地区的病人陈师傅是从事理发工作的，患

有膀胱癌，有的医生建议做手术切除膀胱。陈

师傅找到钟惟德，说自己还有三个小孩要抚养，

如果做了手术挂着尿袋就没办法给客人理发挣

钱了，希望能保守治疗。在钟惟德的治疗下，病

人已经维持了六年没有恶化，而且每次来看病，

科里都给陈师傅捐赠医药费。

在钟惟德的心里，这是爷爷、父亲经过多少

年树立起来的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理念，他

要传承下去。

一次，有人问钟南山：“同样是医生，您觉得

儿子做得怎么样？”钟南山回答：“他跟病人交流

沟通比我做得更好。”

从钟世藩到钟南山，再到钟惟德，三代人践

行着从医的初心。“医生里，父亲是对我影响最

大的。”这是钟南山、钟惟德父子的共同心声。

选自《清风吕梁》

清
风
吕
梁

钟南山，男，汉族，1936年
10 月出生，福建厦门人，中共
党员，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第八、九、十届全国政
协委员。他长期致力于重大呼
吸道传染病及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的研究、预防与治疗，成果丰
硕，实绩突出。先后荣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全
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
荣誉称号。2020 年 9 月，获得

“共和国勋章”。

【人物简介】

钟南山：三代行医的仁者风范

本报讯 （记者 梁英杰 王洋） 近日，文水县

禁毒工作专班积极组织禁毒社工走进公园等公众

场所开展禁毒知识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对毒品危

害的认知，增强全民禁毒意识。

活动当天，公园内人流量较大，禁毒社工们抓

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公园的广场、步道、活动区、休

息区等人群密集区域设置宣传点。他们身着统一

制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

热情地向过往群众讲解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如

何防范毒品侵害，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关注。

为了让宣传更加生动有趣、深入人心，禁毒社

工结合当下新型毒品不断翻新、伪装性极强的特

点，现场展示伪装性物品的仿真毒品模型，并结合

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阐述新型毒品对个人身心健

康、家庭幸福以及社会稳定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宣

传过程中，禁毒社工们还与市民展开互动交流，耐

心解答市民提出的各种问题，提醒大家，在日常生

活中一定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接受陌生人的食物和

物品，并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到禁毒斗争中来，一旦

发现涉毒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此次活动，不仅有效提高了群众对新型毒品

和滥用物质的认知与防范能力，也进一步营造了

全民参与禁毒的良好社会氛围。文水县将持续开

展此类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和内容，扩大

禁毒宣传的覆盖面，让禁毒知识深入人心，为构建

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文水县多形式开展禁毒知识宣传文水县多形式开展禁毒知识宣传

夏日灼热，市区宏泰广场门前，自行车与电动自

行车横七竖八层层叠叠，行人如困于“荆棘丛”中。

为打通被堵塞的通道，交警拖车雷厉风行。有人为

此拍手称快，有人却忧心忡忡，拖车是否真能解开这

城市治理的死结？

拖车背后，恰恰是管理思维与民生需求间的一

堵墙。执法者看到的更多是违规停放，群众想的

却只是如何方便省事。倘若只知一味拖走，明日

车流又卷土重来，这“堵”与“拖”的循环，又怎会有

尽头？

治理现代化，其核心精义正是“放管服”三字背

后对“人”的尊重。为电动自行车提供合理位置与

便利设施，恰是城市管理应有之义，这既需科学规

划，更要倾听百姓心声，理解他们生活真实的轨迹。

唯有在规划中融入温度，在管理中饱含体谅，城市才

能从管理回到生活。

当拖车轰鸣声渐渐远去，我们更需思考的是：

那被拖走的不仅是一辆辆电动自行车，更是城市

治理思路的试金石。唯有让空间规划与民生需求

真正和谐共舞，城市才会变成每个人都能从容迈

步的生活家园。
图为社工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图为社工展示仿真毒品模型。。梁英杰梁英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