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众卫生报》 是顾问， 家家户户订一
份， 每年收费柒角贰， 有益健康防疾病。” 29
年前我与同事在沅陵县宣传和发行 《大众卫
生报》 的顺口溜仍清晰地记在心间。

因对宣传工作的热爱， 1981 年我主动从
中共沅陵县委调到县卫生防疫站从事卫生宣
传工作。 1982 年， 为了扩大报纸发行， 我和
刚接任卫生防疫站站长的周福根费尽心机。
当时沅陵是湖南疟疾病高发县， 去掉疟疾大县
帽子是湖南省下给沅陵县的任务。 结合沅陵实
际，我们主动找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宣传部长汇
报卫生防疫和加强卫生宣传对当前预防传染病
流行、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意义，提出加强

卫生宣传工作的要求。我们的要求得到了县里党
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县委书记黎玉书、县长刘
永寿等领导带头订了 1983 年度的《大众卫生
报》，还要求每个干部人手一份《大众卫生报》。这
一年，《大众卫生报》 在沅陵的发行数达到了
3800多份。

我们抓发行、 抓卫生宣传不是停留在县
里喊口号、 发号召， 宣传科的同志还主动到
防病一线检验自己的宣传效果。 1982 年疟疾
病“春抗” 时， 白合大队一名叫吕重山的社
员 ， 在前两年都有疟疾病史， 但在春抗中不
承认自己患过疟疾， 不肯服药。 通过卫生宣
传， 他承认自己“打过摆子”， 要服药根治，

同时还要了 4 份宣传资料， 供向别的社员宣
传。 由于百姓提高了疟疾病发病和预防的认
识， 昔日“春抗” 棘手的凉水井公社， 当年
春抗服药率达 92%。 县卫生局利用这一事例，
向全县防疫专干强调卫生宣传的作用， 要求
大家要利用 《大众卫生报》 这个媒体， 向大
众宣传卫生知识。 1985 年， 全县共发行 《大
众卫生报》 16384 份， 真正让 《大众卫生报》
这个健康顾问走进了千家万户。 这一年， 经
省卫生部门检查验收， 沅陵县达到国家基本
消灭丝虫病标准， 受到省里奖励， 疟疾发病
率也大幅下降。

（作者现任湖南省沅陵县文联主席）

为了不能忘却的人们

04\21卫生报 责任编辑 尹慧文 版式 胡雪文２０11年 9月 15日 星期四 杏林副刊

杏林耕耘六十载 奋力拼搏铸辉煌

热烈祝贺大众卫生报创刊30 周年

地址： 湖南省临澧县安福镇迎宾中路 029 号
急救电话： 120��0736-5833120�
办公室电话： 0736-5824240
健康咨询中心： 0736-5833081
邮编： 415200
网址： http://LinLi120.cn

率全院干部职工院 长、党委书记 乔玉山

临澧县中医院是一所有着 60 余年历史，集医疗、科研、
教学、预防为一体的国家二级甲等中医院，是全县农村合作
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交通事故、工商保
险定点医院。 全院共有编制床位 298 张，在职员工 256 人，
其中主任医师 2 人， 副主任医师 11 人， 中级卫技人员 72
人。

医院科室设置齐全，设有中西医内、外、妇、儿、骨伤、神
经外科、传染、肿瘤、肝病、五官、口腔、皮肤、肛肠、急诊、中
医蛇伤、康复理疗、麻醉手术中心等临床科室及功能、检验、
放射等医技辅助科室。

医院设备先进，拥有东芝螺旋 CT、DR、加拿大优胜四
维彩超、钬激光、腹腔镜、经颅多普勒、电子阴道镜、体外震
波碎石仪、血液灌流机、生化分析仪、电子胃肠镜等大中型
设备 80余件。

医院特色鲜明、专科突出，中西并重，既有先进成熟的
微创外科，能成功开展外科阑尾切除、胆囊摘除、疝修补、钬
激光碎石及妇科卵巢摘除、宫外孕、子宫肌瘤剔除等手术，

又有传统中医药治疗肝、胆脑肿瘤、骨伤、妇科疑难疾病，疗
效显著，尤其是医院中医骨伤科被列为国家特色专科，中医
肝病科及中医肿瘤科被列为省重点专科。

医院环境优美，设施一流。 住院大楼设有中央空调，24
小时电梯运行，病房内中心供氧、中心吸引、紧急呼叫三通，
设有单独卫生间， 冷热水不间断供应。 新修的门诊综合大
楼，功能完善，流程合理，极大地满足了群众就医的需要。 医
院开设了“120”急救中心，全天 24小时急救应诊。

医院一直秉承“融古通今，传承创新”的发展理念，遵循
“救死扶伤，大医精诚”的医训，坚守“广施仁术，福泽民众”
的宗旨，赢得了社会一致好评。 在医院管理中锐意进取勇于
创新，特别是在“三好一满意”活动中，结合实际提出了“一
切为了患者利益”的工作方针，二年被评为全省中医药适宜
技术推广先进县及在全省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中名列全市
前茅，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暗访组一致好评。2010年被中
国医疗服务管理协会评为“全国人民满意医院”，2011 年又
被评为“全国医疗行业百姓放心、政府满意百佳和谐医院”。

“生命是船，
我们是帆，
风吹帆正满，
我送健康船行欢” ……
这首名为《送你健康》 的歌曲， 创

于 《大众卫生报》 报庆 28 周年之时。
因其词曲准确地阐述了报人引导科学健
康的社会责任， 表达了 “为民服务”
的办报理念， 弘扬着坚韧求进的职业精
神， 洋溢着乐观豁达的工作激情， 这首
歌已被大众卫生报人铭刻在心。

其实， 这弹指而逝的三十年， 大众
卫生报的几代报人都是在心底里“唱”
着这首“歌” 走过来的。 “科学健康”、
“为民服务” 始终是飘扬在三十年风雨
之路上不倒的旗帜， 也始终是闪耀在雾
茫雨濛中不灭的航标。

回首 《大众卫生报》 走过的这三
十年， 诚谓不易。 其间， 有创业的艰
辛， 腾达的荣耀； 也有坚守的期待；
更有奋起的拼搏。 报纸亦如人生， 历
历嚼品五味。 纵观报纸的这三十年，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 1981 年创刊
到 1992 年， 这是报纸奠基发展的阶
段。 在这个令人怀念的创业发展时期，
报纸依托于湖南省健康教育所， 作为
一个科普宣传的平台， 为普及科学健
康知识， 发展公共卫生事业起到了积
极推动作用。 在龙威、 甘松、 陈野等
一批精英的主持下， 报纸覆盖全省乃
至全国， 发行峰值达到 38 万余份。
1992 年， 报纸从健康教育所中独立出

来另立“门户”， 开始步入了报纸的转
型成熟阶段。 在以刘家清、 石祥云等
为代表的一批资深卫生报人的精心打
造下， 报纸融入新闻的时代元素， 开
始从科普“宣传纸” 向“新闻纸” 转
型， 并稳步走向成熟。 新世纪开页，
新媒体的涌现使传统媒体受到无情的
挑战， 传媒格局开始了调整“洗牌”。
在这个大背景下， 《大众卫生报》 并
转至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麾下， 报纸进
入了二次转型和融入阶段。 作为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的资深报人， 张效雄被
委派担任新时期下的第一任总编辑，
为报纸融入传媒格局， 从行业转入社
会， 由行政化转入市场化当了“破冰”
人； 另一位资深报人刘力强承前任之
功， 在平媒前景黯淡， “拐点” 频现
的格局下， 坚守报纸“阵地”， 不断寻
求突破重围， 在诸多报林“新贵” 接
连“星殒” 的时候， 仍坚持让报纸的
旗帜高高飘扬。

在 《送你健康》 的旋律畅响的这
三年来， 承继了三十年报纸文化底蕴
和人脉的 《大众卫生报》， 终于“杀”
出重围， 完成了第三阶段的二次转型和
融合的“收官”， 实现了报纸的市场定
位， 走上了具有专业特色的媒体发展轨
道。 可以说， 2009 年 1 月推出的 《大
众卫生报手机报》 为报纸的专业化媒体
融合开启了一扇大门， 而手机报日益增
长（在省内名列前茅） 的读者群与媒体
本报读者群相得益彰， 大大提升了媒体

影响力； 2010 年获得湖南省文化产业
专项引导补贴资金的“大众健康快车”
项目， 更开拓了专业报媒文化产业化发
展的思路， 构筑起了传媒新业态的平
台， 创新报媒产业链， 促进报纸经营的
良性循环； 以《问答两封信， 一份不了
情》、《免费体检何时休》等为代表的关注
民生报道，以及《医改为何这样难》、《回
望蓝山“金字塔”》等为代表来自基层调
查的宏观思考性报道， 标志着报纸在未
来发展中的定位和在湖南传媒格局中地
位的确立； 连续三年获得的 4个湖南省
新闻奖一等奖、 9个二等奖、 21个三等
奖也标志着新闻与专业的真正融合， 成
功地为报纸发展第三阶段“收官”。 从
2009年至 2011年的这三年， 报纸发行
平均每年以 30%的速度递增 (不含 2.2
万份“农家书屋” 发行量）； 经济发展
则以 51%的速度递增。

回首三十年， 流逝的岁月给现在的
报人留下的不仅仅是宝贵的经验和报纸
资源的丰富积淀， 更多的是充满激励、
关爱和提携的情感。 我们祝贺这行来不
易的三十年， 不仅仅缅怀逝去的岁月，
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更多的是对关
怀呵护报纸发展的领导、 风雨与共、 始
终支持和伴随报纸一起成长的各界朋
友、 作者、 读者们抒发由衷的感激之
情。 当然， 我们回首昨天， 是为了灿烂
的明天。

明天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个新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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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入寻常百姓家 王照云

李
永
国

1992 年， 《大众卫生报》 由 4 开 4 版扩为 4 开 8 版后， 深受
读者欢迎。 图为 1993 年 4 月 3 日在长沙岳麓山下， 一群热心读
者簇拥在原社长、 总编辑刘家清周围， 交流读报体会。

（本报资料图片）

征
文

热烈祝贺大众卫生报创刊30 周年

院 长： 邓芳文
党总支书记： 吴四平 率全院干部职工

常宁市中医医院创建于 1956 年 4 月， 现已发展为一所以骨伤科
为特色， 集医疗、 预防、 保健、 教学、 科研为一体的非营利性国家综
合性二级甲等中医医院， 技术力量雄厚， 功能齐全， 有着浓郁的中医
专科特色。 医院先后被评为“全国百姓放心优质医院、 湖南省先进中
医医院、 湖南省农村示范中医医院、 湖南省医院管理年活动先进单
位”。

医院坚持“以骨伤科为龙头， 突出中医药特色， 打造湖湘名院” 的
办院方向。 医院的骨伤科是全省闻名的中医重点专科， 自上世纪五十年
代起， 在湘南地区一直享有盛誉。 规模大， 技术力量强， 其以湖南省
“南詹北张” 两大主流派之一的南詹派传统手法复位、 杉木皮夹板外固
定和理经刀为主， 运用动静结合、 辩证施治的原理， 配合祖传秘方研制
的新伤丸、 接骨丸、 培元固本口服液、 消瘀酊等 10余种中成药制剂治
疗各类骨折， 价格低廉， 疗效独特， 备受患者青睐。

医院坚持传统手法复位治疗骨折患者， 奉行“能手法复位治疗骨
折， 决不开刀接骨” 的诊疗原则， 手法治愈骨折患者比例高达 60%
以上， 医院骨伤科享誉省内外， 在所收治的骨伤科病人中， 社区外病
人占 60%以上， 被誉为“湘南骨科泰斗”。 在 2011 年 7 月由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组织的医院管理年活动检查中， 评估组专家对其给予充分
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医的希望， 你们这里手
法接骨比例是相当高的， 希望继续坚持和发挥体现我们祖国传统医学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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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 我们不能忘记。 尽管
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尽管他们没
有显著的功绩， 但是， 正是他们默默
无声的琐碎， 守护了生命健康的最前
沿的阵地。 上个世纪， 他们有一个名
字， 叫做“赤脚医生”， 现在， 又谓之
“乡医”。

百封来信， 多次采访， 这个鲜为
人“知” 的人群令记者心撼。 郴州一
位乡医出身的乡镇卫生院长， 二十余
年行医奔走乡间， 最后倒在工作的岗

位上， 他给家人留下的是哀伤， 给那
方百姓留下的是健康的希望， 给那方
土地留下的是永存的瓣香 （见本报 7
月 28 日报道）。 当他走后， 周边百里
上千百姓自动为他送行。

为了这样一个值得崇敬的职业， 为
了这样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群， 记
者怀着激情创作了 《乡医情》， 并请作
曲家危大苏老师谱曲， 成为了 《大众
卫生报》 为健康讴歌的第二首曲。

没有其它， 唯有不能忘怀。

叶吾

地址：湖南省常宁市群英东路 68 号 电话：0734-7221867
湖南省内免费接住院病人 接诊电话：0734-723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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