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8日8时许，家住郑州秦岭路
西城花园 12 号楼的王先生下楼开车
时，发现自己的桑塔纳轿车前保险杠被
撞坏，楼前没监控，恼火的他刚要骂
人，看到挡风玻璃上夹着一个字条，上
面写着：“你好，对不起，我昨天不小
心剐着你的爱车，抱歉！”并附有留言
者郭先生的手机号。王先生按照字条上
的联系方式打过去，郭先生称愿意赔付
损失，并再次道歉。“修车就 400 多块
钱，我也是工薪阶层，但这钱我自己
出。郭先生让我感动，像他这样的实诚
人多了，社会才更美好！”王先生感慨
道。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胜平王大头：一个没有“溜之

大吉”，一个放弃“正当索赔”，表面看
来这两人都很“傻”，但这种“傻”是
一种大智慧，一种社会进步、民族振
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依仗的大智
慧！愿这种“傻子”精神成为社会的主
流和主导精神，成为国家和民族不朽的
灵魂！

@红叶青鸟：敢承担责任，心中
一片光明；宽容待人，人间更加美好。

@文静1078：犯了错，不逃避，
主动承担责任，写字条积极联络车主，
这是做人的一种态度，给他点赞。同
时，车主的行为也很大气，宽容对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自己收获的也是快
乐。爱心传递，人与人相处会越来越融
洽。

@阿七若丹：自律是完美人格的
体现，宽容是值得称颂的美德。两个因
为一次不愉快的意外而有所交集的人，
却迸发出了人类灵魂最美的光亮。

@雨中漫步2A：正因为我们看惯
了社会上车辆剐撞后相互指责、谩骂甚
至斗殴的不文明行为，所以才被郭先生

蹭车留条主动担责愿意赔偿、王先生深
受感动不让赔的行为感动。人生在世，
人与人之间免不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
盾，但只要双方本着坦诚相待、相互理
解、勇于担责的态度，就可以化干戈为
玉帛。这才是社会正能量。

@河北白帆：郭先生在无目击、
无监控的情况下剐撞他人车辆后留条主
动承担责任的行为，与社会上那些剐撞
他人车辆后迅速逃逸的行为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做人需要诚信，做错事要勇于
担当，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理解和
尊重，我们的社会才更和谐。

@苏洛书8023：很多人都在逃避
一些责任，这样不逃避责任的人越来越
少了。真的很不错，为郭先生点赞。王
先生也是心胸宽广之人，也为他的举动
点赞。

@活力的试试啊：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事情就是这样的，小事可
以变大，大事也可以变小，就看怎么去
处理事情了。但愿这样的和谐音符越来
越多，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下期话题】

“蒙山喊你来洗山”

从 10 月 4 日起，一组名为“蒋学
健，蒙山喊你来洗山”的微博在网上热
转。事件起因是一名游客在蒙山旅游
时，在多座山石上喷涂了“蒋学健”和

“宁东君”两个名字。这一不文明的游
客行为被曝光后，蒋学健遭到了众多网
友的谴责，被喊话要求“回来洗山”。
而这一极端事件，也再次引起公众对文
明旅游行为的关注。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
作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建新

【今日话题】

蹭车留条愿赔偿
车主感动不让赔

十一假期还未结束，重度
雾霾就已来袭。华北平原上焚
烧秸秆腾起的滚滚浓烟加剧了
空气污染，“规定一堆讲干了
嘴，基层禁烧跑断了腿”，投
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为
何依旧管不住“一把火”？反
思禁烧工作的不力，需要自上
而下痛下决心，在加大相关规
定执行力度的同时，在秸秆综
合利用上多下功夫。

中央气象台10月5日傍晚
发布霾黄色预警，京津冀等地
有霾，部分地区重度污染。北
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称，环

境卫星遥感监测显示，华北平
原区域有较密集的秸秆焚烧火
点，排放大量污染物，与不利
气象条件共同作用，造成了当
前较大范围的区域性污染。同
样的情景似曾相识。去年10月
上旬，雾霾袭击华北大部分地
区，监测显示，秸秆焚烧这种

“特殊污染源”加剧了空气污
染。

近年来，随着对环境保护
的日益重视，从各部委、省区
市，到地市、县甚至乡镇，一
到秸秆禁烧的时候，都会重申
政策、发布通知，禁烧区内的

各种口号标语随处可见。在一
些地方，对禁烧秸秆的态度很
明确，层层签署责任状，要求

“严密布控、严防死守”，河
南、安徽等地基层干部因禁烧
不力被问责甚至被免职也不止
一次。

日益严苛的规定和问责，
并未缚住秸秆焚烧这匹脱缰的
野马，一到季节就会发作。环
保部环境卫星秸秆焚烧火点监
测周报显示，今年9月28日至
10月4日，共监测到秸秆焚烧
火点 273 个，涉及 8 个省份 31
个市 78 个县，其中河南火点

186 个，山东 56 个，两省占全
部火点的近九成。

秸秆被付之一炬，在农民
眼中，这是传统，也是最经济
的处理方式，秸秆回收或者还
田费时费力费财，还有可能误
了农时。“别人都烧，还差我
这把火？”一些农民并不买禁
烧的账。大禹治水，疏堵结
合，秸秆禁烧，严防不能放
松，但更应该在疏导上多下功
夫。

现实倒逼相关部门和各级
政府，要摆脱秸秆禁烧年复一
年的应急式治理模式，必须要

疏通秸秆的出路。秸秆综合利
用不能停留在纸面上，更不能
光靠行政命令，需要借助市场
的力量，依托规模化企业、专
业合作组织、农民经纪人等，
建立科学合理的秸秆收集贮运
体系，提高比较效益；鼓励和
支持农民使用先进技术和机械
进行秸秆还田，通过加大补贴
等方式，减轻农户因秸秆还田
而增加的成本。农民有了获得
感，才会有动力自觉参与其
中，秸秆处理有利，禁烧才会
有力。

秸秆禁烧令行不止该反思
□陈尚营

“拼速度”开门冲刺、“拼体力”排
队等候……众所期盼的“2015 故宫石渠
宝笈特展”自9月8日开展以来，热度一
直不减。十一黄金周故宫迎来客流高
峰，正常开放的石渠宝笈特展更是游人
如织。与此同时，游客对于“排队时间
长”“参观时间短”“入场难”的吐槽也
在网上传开。

近年来，公众对传统文化和古代文
物的热情持续高涨，参观本身包含了对
艺术的追求和历史的敬畏，游客自然希
望在展品面前停留更多时间，仔细赏
析。在故宫特展现场，为了维持秩序并
让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能看到国宝，留
给每个人的参观时间毕竟有限。面对蜂
拥而至的游客，出于文物和游客安全，
景点限流也是无奈之举。

此时，借助技术发展实现网上参观
的“深度游”方式值得借鉴。像敦煌莫
高窟等游客承载量有限的景点，都推出
了网上虚拟旅游模式，许多博物馆的热
门展览也都推出了“在线版”。目前，故
宫在其官方网站推出了 3D 全景在线参
观，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展品的细
节，还不受时间限制，可以细细品味。

虽然线上参观历史文物古迹的感受
无法与身临其境相媲美，但碰上旅游高
峰，先在网上过把瘾、深入了解一下历
史文化背景，再错峰出行前去一睹实
物，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旅游体验。网
上全景“深度游”的探索，或将成为热
门景点新的分流方式，也会为古迹保护
和文化传播带来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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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公安部交管局
日前要求全国公安交管部门严管严查严处，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全社会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把维护“生命通道”畅通变成自觉行动。

对占用应急车道的驾驶人进行现场处罚，一
次记6分；高速公路24小时全天候监控，对抓拍
的违规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罚；集中曝光一批占
用应急车道违法案例等，种种举措意味着，对于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要保持高压态势，形成“不敢
占”的氛围。

长期以来，违法占用“生命通道”多被认为是
“车德”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驾驶员的素质低，其实
里面更有法不责众的观念作祟。尽管有法律规定，

但往往因为管理不严、惩罚不力，形成了“破窗效
应”，使得这一顽疾常年得不到解决。

以往的经验表明，治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必须“严”字当头。以酒驾为例，近年来明显得
到改善，靠的就是一个“严”字！值得注意的
是，“严管严查严处”不能是“一阵风”“雨过地
皮湿”，而要建立长效机制，常抓不懈。

当然，严惩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严格
管理，让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成为全社会的自
觉行动。要加强宣传教育，让司机认识到，今天
你文明行车，下次得到及时救援的可能就是你；
今天你随意占用“生命通道”，下次被耽误救援
的可能也是你。

占用“生命通道”必须依法严惩
□裘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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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作华

悬壶济世大西北
——记新疆石河子市名老中医陈世泰

核

心

提

示

他自幼师从名医，苦学精进，在中华传统医药宝库中汲精撷
粹。工作之后，他把辨证施治的哲学方法与望、闻、问、切的临床
实践紧密结合，以独特的辨识与创新的疗法为无数疑难病症患者带
来健康。

他祖籍焦作，生长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工作和生活在新疆。但
他没齿不忘自己的家乡，70岁这一年，他终于回到了这片萦绕于梦
中的故土——博爱县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他就是会说博爱县地方话的新疆石河子市名老中医陈世泰。近
日，利用陈先生回乡的日子，记者采访了这位焦作游子，探寻他在
大西北悬壶济世的人生足迹。

一个 5 岁男孩，每到春季就出现
持续性低烧。西医认为是小儿肺炎，
用抗生素治疗，药物换了一种又一
种，就是不见效。为此，这个孩子每
年春季都要住院，在当地医院都有了

“春天小候鸟”的称谓。1982 年的春
天，孩子的母亲找到了陈世泰。四诊
合参之后，陈世泰认为孩子发热不是
炎症引起的，而是肺气虚所致。他建
议孩子出院，多活动，并开出了补气
除热的药物。孩子的母亲是位护士，
起初不愿停用抗生素，后在陈世泰的
劝说下，终于让孩子离开了病房。之
后，孩子饭量增加，体质增强，发热
消失。自此之后，孩子春季低烧的情
况再也没有出现过。

像这样辨证施治的例子不胜枚
举。陈世泰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华医
药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一块瑰
宝，希望更多的人来传承和发展。

1976年，兵团撤销，人员并入石
河子市，陈世泰随后调入石河子卫生

学校，从事中医教学工作，并应邀到
石河子中医院坐诊。多年来，陈世泰
利用自己的深厚学养，为边疆少数民
族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很多人都成
了当地医院的业务骨干、负责人。

“你问我为什么会说博爱话？这是
从小跟着奶奶和父母学的。父亲去世
前嘱咐我一定要回老家看看。”陈世泰
说，“我这次回来，看到县里的面貌远
比父母给我讲的好，环境优美，道路
宽阔，市场繁荣，社会和谐，这让我
很欣慰，也为家乡的发展变化而自
豪。我希望家乡变得更美好，我也会
让儿孙都常回来看看。”

“石河子是农八师最大的团场，
总场医院医生少、病人多，中医就我
一人。每天早上，各连队整马车的病
人就赶往医院。我从早 8 时接诊病
人，中午简单吃点饭接着看病，一直
忙到下午5时，每天看病人数都有七
八十个。此外，我还要参加会诊、到
病房给患者针灸。”陈世泰说。

“当时，小儿麻疹病例特别多，
而且合并肺炎、脑炎，死亡率高。我
通过临床摸索发现，可以对麻疹患儿
先用中药祛风发疹，降低合并症，进
而降低死亡率。我向医院提了建议，
结果麻疹患儿死亡率从原来的20%多
降低到5%以下。由此，我结合临床实
践写出了 《小儿麻疹合并肺炎 123 例
小结》，在第一届新疆中医学会上宣
读，对全疆小儿麻疹治疗起到了很好
效果。”陈世泰说。

1970年，陈世泰主持成立了中西
医结合病房。1975 年建立中医病房，
陈世泰任中医科主任。大西北病源
多、医疗条件相对落后，陈世泰在此
大展才华。

一位50多岁的维吾尔族脑血栓偏

瘫女性患者，一侧胳膊软得像面条一
样，怎么治疗都没有效果，患者及家
属都失去了信心。陈世泰让她住进了
中西医结合科，开始了另辟蹊径的治
疗。陈世泰想到某资料上曾提及一个
名叫“举臂”的穴位，只知道此穴位
在肩前穴旁边，但具体位置不详，查
了多本针灸书也没有找到。

陈世泰决心找到这个穴位。他先
用一根长针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感觉
一个点上屡次出现上臂震颤之后，开
始为患者针灸。进针通上电后，患者
的手臂突然抖动了一下。希望出现
了，他为电针持续通电10分钟。经过
半个月的电针治疗，患者能拿起勺子
自己吃饭。2 个月后，患者可以自行
梳头。

中医中药，在辽阔的大西北发挥
出显著作用。1974年的一天，一位被
拍片诊断为肺癌的女性患者住进中西
医结合病房。陈世泰只用了两种药：
白花蛇草、黄芩，每天给患者煎服。
2 个月后，奇迹发生了，拍片显示，
肿瘤没有了！之后随访2年，未见复
发。

辽阔西北显身手辽阔西北显身手

见到陈世泰，是在博爱县的一个村
子里。这不是他老家的村子，他是应邀
来这里坐诊的。“除了在宾馆房间接诊
外，我已到过几个村子去坐诊。”陈世
泰说，“这半天已看过了十几个病人，
都是义诊，能给乡亲们做点事情我挺高
兴的。”

陈世泰今年整 70 岁，这是他头一
次回到故里。陈世泰的祖籍位于博爱
县柏山镇苏寨村。早年间，其父亲因
抗战爆发西去求学，后考入甘肃学院
（现兰州大学） 医学专业，毕业后便在
甘肃工作，陈世泰生于位于河西走廊
的张掖市临泽县。1949 年，他随父母
定居兰州。

“从小学到中学，历届班主任对我
的评语都是‘性情温和，为人老实’。”
陈世泰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性
格特点，在高中毕业时我被推荐到甘肃
省中医院中医班就读。那是为抢救性传
承名老中医学术与经验而开设的班，每
天上午跟老师坐诊，下午集中上课，学
期4年。”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背
诵‘中医三字经’。而我跟的老师，是

甘肃省一位姓杨的名老中医。他理论扎
实、经验丰富，对我要求很严。”陈世
泰说，“我现在还记得他在讲中药课时
提问我人参有哪些作用，我笼统地回答
是补气，结果被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
如果对药物的药性和作用记不准、记不
全，将来在临床上就不可能准确、有效
地使用药物，还可能出现顾此失彼、贻
害患者的情况。课后我重新补习了人参
的功效。从此，我在学习上不敢有半点
儿松懈，并积极寻找有效的学习方法。
在学中药学时，我先背目录，然后再记
具体的药物、药性。在学方剂学时，我
把每个汤头的4句28个字压缩成2句14
个字，这样就更容易记住。当然，很多
东西还是要死记硬背的。学中药的那一
段时间，每天上下学的路上我都在背药
名、药性、汤头歌。”

“毕业时，我各门分数在全班都是
第一。兰州医学院、甘肃省中医院、
甘肃省总工会疗养院等单位都想要
我，但我响应国家关于支援新疆的号
召，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
河子总场医院。这一年，我 21 岁。”
陈世泰说。

勤学苦读打基础勤学苦读打基础

“辨证论治真是一件法宝，它对中
医诊断与治疗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很多时候我都是通过辨证论治法，对
疾病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
存真的判别诊断。”陈世泰说。

一位50多岁的中学教师患三叉神
经痛已经 2 个多月了，这种号称“天
下第一痛”的疾病折磨这位患者不能
洗脸、不能刷牙，甚至不能触摸脸
部。在去过多家医院未治好的情况
下，患者找到了陈世泰。陈世泰没有

用常规的方法治疗，而是仔细问诊
后，用生石膏、知母、竹叶、栀子等
清热药物给患者煎服。一周后，患者
面部的疼痛烟消云散。

“在学校时，老师格外强调辨证论
治的重要性，要求对每一种病都要分
出寒、热、虚、实，阴、阳、表、
里，用整体观、辨证论治的方法去分
析。”陈世泰说。他之所以能对很多疑
难杂症手到病除，皆因得其要领，深
谙辨证施治之精髓。

辨证施治疗效奇辨证施治疗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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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泰在故乡的农田里，这里的景物让他感到亲切而欣慰。
陈作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