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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苑 通讯员廖国梁 黄薇

他坚持提前 1 小时到门诊等患者

从前还是只有门诊窗口挂号的时候，很多患者早早就来
排队挂号，有的患者家属甚至凌晨三四点就来排队挂号。在
医院的圈子里，这已经不是新鲜事儿。现在，网上预约挂号
仍然是有大批“铁粉”到点守着手机抢号，凭借后台的留
言：“今天我又没有抢到！”“跪求抢号攻略！”……就能
感受到是每一场放号都是火爆的抢号现场。

按照常人的理解，伍巴林已经名气那么大了，粉丝多，
找他的患者怎么看也看不完，他不需要那么“拼”了。然
而，伍巴林总是对科室的人说“行医要有救苦之心”，他自
己更是身体力行地践行这一诺言。只要是来找他看病的患
者，他都坚持看完。经常有一些预约到号的患者，因为有事
耽误了预约看病的时间，伍巴林就一直在门诊等患者，直到
所有预约的患者看完，他才结束门诊。所以只要是出门诊，
他几乎都不能按时下班。

他说：“我也知道我的号不容易挂，人家辛辛苦苦守到
的，来晚了我就等一等，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

伍巴林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坚持每天早上 7 点左右就
到门诊。他说：“有不少患者大老远的过来看病，排队挂号
都不容易，能让他们少等一点就少等一点，我们能多看一个
就多看一个。”

有一次他跟同事开玩笑地说：“现在大多数患者都按预

约时间来，七点多提前来的人不多，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来这
么早了？”即便这样说，他还是依旧早上 7 点多到门诊等
候。

患者说，找伍巴林看病就像见老朋友

“给他看病，放心！”一个患者简单的话可窥知一二。
伍巴林开方便宜在老病号中广为流传。 56 岁的老秦患

有风湿性关节炎，在其他医院治疗时花费近千元，效果也不
尽人意，后经朋友介绍找到伍巴林看病，只开了几副价值几
十元的口服汤药，配合针灸治疗后，关节疼痛明显减轻。

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患者都口耳相传：“伍医
生看病仔细认真，花钱少，病好得快！”伍巴林说：“相对
西医来说，中医的治疗确实便宜很多。当然，这也是根据患
者的情况用药的。有的时候我给病人开的药，药费比挂号费

还少。患者也疑惑这么点药，能治好吗？”用药后的良好效
果，让患者对伍巴林越来越信任。

伍巴林理想中的看病时间是一个患者至少需要 20 分
钟。为使诊疗工作不受到打扰，他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将手机
关上，一坐下来就是五六个小时，耐心地逐一为患者望、
闻、问、切，辨证施治。

第一次就诊的患者，伍巴林会适当延长看病时间，多询问
患者的情况，他称这种方法为“听诊”。然后从饮食、运动、休息
各个方面开养生处方，让患者根据中医养生方式生活，然后再
开药。他说：“这样治疗起来，患者的病好得更快。”

“找伍医生看病，就像来见老朋友，什么都聊两句，他
耐心的倾听让人心情都舒畅了许多。”一直在伍巴林这里调
理身体的刘阿姨感慨地说。

即使不在门诊的时候，在病房的伍巴林仍然是闲不住
的。“每天一大堆的中医会诊等着我，有时候患者会直接要

求只要我去会诊。”伍巴林无奈地摇摇头。就算这样，只
要他时间允许都会参加会诊。

他体悟，学中医要耐得住寂寞

多年来，伍巴林坚持看病不开大处方的药物，这意味
着，能用便宜的药就用便宜的药。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
是在中医门诊还是中医病房的治疗，他都始终坚持传统的
中医治疗方法。

“从我来到中医科开始，伍主任就一直跟我们说学中
医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身体力行地去感受中医。”中医科
医生马嘉黛说，“就算是再忙，他闲下来的时候大多数时
间是在研读各家中医学问，这么多年他都没有停止过学习
的脚步。”

近几十年中，伍巴林在中医经典《伤寒论》的基础
上，致力于中医“扶阳”理论的学习和实践。他解释说，
中医说的“火”，在《黄帝内经》中有生理性和病理性的
区别。生理性的“火”是指人体的热能，它是推动人体各
种生理功能的动力，称为“少火”。少火充旺，身体机能
自然强盛，能耐得凛凛寒气。反之，火力不足，就会畏寒
肢冷，虽厚衣重被，依然意缩不暖。这种情况中医称为
“阳气虚”。所以，少火其实也是阳气的别称。人体内的
病理性的“火”，叫做“壮火”。壮火也就是体内“有
余”，这个“壮”是相对“少”说的，意在表明它的亢
烈、破坏作用，并不是热能增多的意思。壮火能消耗人的
“津液”，耗散人的“正气”。所以《黄帝内经》又说：
“壮火食气”。

“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
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伍巴林将
自己所学所感传授给科室的年轻医生，对他们系统地、耐
心细致地进行指导。“早上带我们查房的时候，伍主任每
看一个患者，就会直接开始教学，既给患者做了详细的病
情分析，又给我们医生上了一堂课。”马嘉黛说，“通过
观察伍主任望闻问切的细节，体悟中医的妙用，这些知识
在书本中可学不到！”

伍巴林不仅把扶阳医学研究深入，在他的带领下，科
室的年轻医生也在不断进步，探索着扶阳医学理论，“扶
阳学派”建设特点十分明显，取得显著的成效。

对于中医科的学科建设，市民刘先生深有感触：“一开
始挂不到伍主任的号，挂了小医生的号，开始想着中医科年
轻医生能行不。但事实证明，小医生也很有本事啊。”

有了伍巴林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师传帮带，年轻医生在
耳濡目染中感悟中医的精华，如今的桂林市人民医院中医
科，不仅得到了患者的高度赞誉，也得到了同行的一致认
可。这群耐得住寂寞的纯粹中医人，正越来越绽放出璀璨
的光芒。

伍巴林：耐得住寂寞的纯粹中医

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平凡的中

医，他一心行医，坚持传统。他认

为人应该是“不患无位，患何以

立”，行医要存“救苦之心”。他

就是在桂林老百姓中颇有口碑，为

市民所熟知的桂林名中医、市人民

医院中医科主任伍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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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阳奇成 汤林）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止重特大事
故发生，日前，七星城管大队联合市城管支队五大
队和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端掉辖区两
处非法燃气储存点，暂扣液化石油气钢瓶一批。

根据群众反映和排查核实，七星城管发现了
东边洲 129 号燃气“黑气点”，通过对当事人
进行调查，对存放的液化气瓶进行检查，发现此
处储气点存在气源来源不明、违规倒气、无证经
营危险品等违法行为。查实违法行为后，七星城
管燃气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
育，向其宣讲燃气安全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市
城管支队五大队现场暂扣过期不合格液化石油气
钢瓶（空瓶） 42 个。

此外，根据群众反映，挂子山村有一非法燃
气储存点。七星城管立即联合市城管支队、公安
等部门联合执法，对燃气“黑窝点”进行查处，
暂扣过期不合格液化石油气钢瓶 40 个。

七星区端掉

两处燃气“黑窝点”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蔡立松 实习生黄珍艳 文/摄

“自从政府来关心，第一书记到我村。书记
来到我村后，经济发展有前程。”在广西区“十
三五”极度贫困村——— 资源县两水苗族乡烟竹
村，村民传唱着这样一首山歌。山歌中说的“书
记”就是烟竹村第一书记秦义勇。

自 2015 年 9 月被组织派驻烟竹村担任第一
书记以来，在这个山高路远的村子，秦义勇一干
就是 5 年多。 5 年来，秦义勇以村为家，换了 3
台车，行程 25 万公里，想方设法为烟竹村解决
饮水、交通难题，达成了烟竹村村民喝上自来
水、村村通水泥路的夙愿。在不断完善烟竹村基
础设施的同时，秦义勇还费尽心思争取项目，帮
助烟竹村发展有机产业，带领烟竹村民走上脱贫
致富的康庄大道。

家家喝上自来水，村村通上水泥路

“太感谢秦书记了，我们终于不用挑水喝了。”
8 月 5 日中午，正在自家房前冲洗手臂的烟竹村
村民彭菊发满脸笑容地说。随着投资 300 多万元
的烟竹村饮水工程建成使用，烟竹村 439 户村民
告别千百年来挑水喝的历史，用上了自来水。

烟竹村距两水苗族乡政府所在地约 11 公
里，海拔 840 多米，属高海拔山区，位于五排
河漂流景区内，同时也是资源县山歌发源地。全
村辖 23 个村民小组，共有 439 户 1525 人，
2015 年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 217 户 779
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48 . 85％ ，是桂林市两个
广西区定极度贫困村之一。

因为地势高、水源少，每年到了干旱季节，
烟竹村村民总会因饮用水短缺而头疼发愁。“要
是在以前，这个季节我们村水井的水不够饮用，
大伙都是排队去挑水。” 55 岁的贫困户彭菊发
是土生土长的烟竹村人，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
一直挑水喝。在没有接通自来水之前，他的妻子
就专门负责挑水。“每天至少要用 5 担水，挑
水每天要花两个钟头。”彭菊发说。

据烟竹村委支书杨进苏介绍，喝上自来水一
直是烟竹村人的最大愿望，当地政府和村民尝试
过打井等多种办法，但饮水问题一直都没有解
决。这样的现实深深地刺痛了刚来村里担任扶贫
第一书记的秦义勇的心。“没想到如今还有条件

这么艰苦的村子。”在农村出生长大的秦义勇
对农民的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烟竹村要实
现脱贫摘帽，饮水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是空
谈。”秦义勇语气坚定地说。

然而，要解决烟竹村 23 个村民小组的饮水
问题并不是件易事。由于烟竹村民居住地分散，
要把自来水管铺设到 439户人家门口总计需要
近 300 万元的资金，而当时资源县每年用于解
决贫困村饮水问题的资金有限。正在发愁的秦义
勇听说资源县每年有粤桂帮扶资金，他便带着
村干部隔三差五地往县里跑。“那时候我每天
有很多琐碎的事务，有空余时间就去跑项目资
金。”秦义勇回忆说，由于烟竹村距离县城
远，当时的路况又不好，不到半年时间就跑坏
了一台车，行程达到 5 万多公里。为了不耽误扶
贫工作，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怎么宽裕的秦义勇只
能向自己妹妹借辆车继续工作。到现在 5 年时
间，秦义勇在扶贫路上已经跑了 25万公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坚持跑项目一年后，
秦义勇跟他的扶贫工作队终于争取到了 200
多万元的粤桂帮扶资金，用来铺设自来水管
道、修建蓄水池。铺设管道和修建蓄水池要占
用一部分村民的土地，秦义勇又“厚着脸皮”
找到村里帮扶的后盾单位——— 桂林联勤保障中
心。最后在后盾单位的帮助下，解决了 7 万
多元的征地款。为了彻底解决村里的饮水问

题，大家决定从 18 公里外的猫儿山脚下引水
到烟竹村。工程于 2018 年 9 月开工，经过 3
个多月紧张施工，于当年 12 月全面完工通
水，全村 400 多户村民家中都接通了干净、
安全的自来水。像村民彭菊发妻子这样专职挑
水的村民从此也“失业”了。

作为自治区极度贫困村，烟竹村不仅饮水
设施落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滞后。秦义勇
告诉记者， 2015 年 10 月他刚来到烟竹村的
时候，村里只有 800 米水泥路，全村 23 个村
民小组还有 6 个连砂石路都没有通，村民购
置日常生活物品还是靠原始的肩挑背扛。“之
前听说过烟竹条件差，扶贫干部都不愿意来，
但真没想到有这么差。”秦义勇说。

秦义勇把修通 23 个村民小组的水泥路当
成自己履职期间必须完成的另一件大事。“没
有路，不仅出行不方便，就是有产品也卖不出
去，卖不上好价钱。”村支书杨进苏对此有着
深刻的体会。烟竹村白洋坪村民小组有着村里
难得一见的 300 多亩集中连片的农田，但之
前由于没有通路，村民在这里种植的蔬菜要靠
人力挑到 1 公里外的公路边。“叫人挑到路边
要四五毛一斤，自己哪里还有钱赚。”杨进苏
说。 2018 年 9 月，随着通往这个村民小组的
2 公里长水泥路建成通车，这里的村民出行和
生产条件都得到了极大改善。

到 2019 年底，随着烟竹村最边远的片区
下青山湾（包括 4 个村民小组 300 多人）到
村委的 4 公里水泥路建成通车，烟竹村 23 个
村民小组都实现了通水泥路。

因地制宜发展有机产业，带

领村民走上脱贫致富路

喝上了自来水，通上了水泥路，但烟竹村村
民的腰包还没鼓起来。“要让村子真正脱贫，产
业发展是基础。”秦义勇介绍说，受地理条件限
制，烟竹村山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 0 . 8 亩，且
三分之一以上的农田还是靠天吃饭，青壮劳力
基本外出打工，留守家中的大多是“老弱病残”。

一直以来烟竹村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但由
于当地种植的都是跟其他村子一样的普通蔬
菜，受交通制约，村里的蔬菜在外面市场毫无
竞争力，经常出现滞销的情况。“烟竹村山清
水秀，气候环境好，我们可以走绿色、有机种
养的路子。”秦义勇来自桂林市农业科学研究
中心，在发展种养上有着自己专业的看法。在
他的引导下，村里有想法的村民开始尝试种植
有机蔬菜。秦义勇也身兼数职，一边忙着跑项
目修路，一边到田间地头充当技术员，指导村
民种植。“秦书记好像是我们村的技术员，哪
家有问题，他都是随叫随到。”康建荣是村里
最早尝试种植有机蔬菜的贫困户之一，他之前
依靠打零工获取微薄收入，如今加入了天尚蔬
菜种植合作社，成为了致富带头人。

秦义勇贯彻落实因地制宜理念，带领全村
以“党支部+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
模式发展产业，提出了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及种
养结合的脱贫致富道路；引导成立了种植、养
殖合作社 2 个，有机蔬菜公司 1 个，新建村
级养殖育种场 1 个。 2019 年底，烟竹村蔬菜
种植面积达 1100 亩，水果种植面积 200 亩，
养殖土猪出栏 900 多头，土鸡出笼 9000 多
羽，初步形成了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模
式，基本实现贫困户产业发展全覆盖。

如今，烟竹村有机种养产业已走上正轨。
据统计， 2019 年烟竹村种植、养殖业产值超
过 1300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5 年的
1 .3 万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7 .2 万元。到 2019
年底，烟竹村只有 4 户 9 人未脱贫，贫困发
生率由 2015 年底的 48 . 85％ 降至 2019 年底
的 0 .59％ 。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黄晓）“看到这
整齐平坦的路面，心里都舒畅多了。真是多亏了
刘师傅。” 9 月 1 日，在育才路 12 号小区，居
民们纷纷为“刘师傅”点赞。

育才路 12 号小区路口右侧一处 10 多米的
路面，原先坑洼破烂，长了杂草又“藏污纳垢
（有狗屎、瓶盖、塑料袋等垃圾）”。居民每次
经过路口，异味扑鼻而来，影响了整个小区的环
境卫生，居民对此颇有微词。得知这一情况后，
七星街道三里店社区买好了水泥、沙子，运到了
小区路口，准备近日安排施工师傅铺路面。“不
用请人了，我来吧。”小区的退休老党员刘润四
主动揽下了这个活。

8 月 27 日，刘润四利用铁铲和锄头，对这
节破损路面进行清理平整，踩实，再把社区购买
的水泥、沙子按比例混合和好，铺到路面上，小
区路口的“伤疤”被整修一新。

“我只不过是出了一点微薄之力，不足为
谈。”刘师傅在得到大家赞扬时说道。他还表
示，自己是一名党员，有责任为群众解决难题。
社区已经出钱买了材料，他也就是出个力而已。

热心老党员

主动平整小区路面

烟竹村第一书记秦义勇：

5 年 25 万公里的苗乡扶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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