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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白城市医院为进一步完善学科建设，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医
药诊疗需求，更好地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前不久，该医院又规划设置了标
准化中医门诊，将智能化中药配方颗粒药房引进白城,适应时代发展，突出中医的独
特价值和地位向更高层次迈进。

祖国渊源流长的医学文化博大精深，传统中医治病方法一脉相承，突出“治本”，
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治未病”的早期干预思想，以人为本的个体化诊疗模
式，对患者逐一进行辨证论治，做到“一人一方”“治病求本”，针对性地解决患者的病
痛，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治疗往往能取得明显的效
果。白城市医院正是有效遵循这一中医理念，让老百姓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将传统
中医重新兴起。

引进人才 突出特色

“西医认门，中医认人”。中医的传承与发展，人才是根本。如今白城市医院中医
门诊坐诊的主治医师——潘雪，中医硕士、研究生学历，先后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本科专业，学士学位；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学位。师从云南
省名中医、硕士生导师林亚明教授，拜师期间刻苦钻研，熟读经典，勇于实践，具有扎
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和技术能力，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思维。现被聘为全国针灸学会委
员，吉林省针灸学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学会营养代谢分会委员。发表多篇国家级论
文，并参与编辑出版了《中医脑病学》等书。

潘雪特别擅长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中风后遗症、头痛、失眠、眩晕、心脏病、脾胃
病、肝胆病、糖尿病、风湿免疫性疾病、更年期综合症、亚健康病症及儿科、妇科、男科

等病症，对常见病及多发病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与理论基础。

搭建平台 传承经典

白城市医院高度重视中医的传承和发展，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达成协作
关系，协作医院的知名专家定期来市医院开展坐诊、义诊活动，逐步提高医疗技术水
平，普惠人民群众。与上级医院的联谊协作，不仅使市医院在服务理念和服务质量上
得到了新的提升，而且在医疗技术上更能得到极大地提高。让白城老百姓不出家门
就能享受到省级中医专家的诊治，以服务为亮点，把传统中医发扬光大回报社会，这
就是白城市医院在管理和提升上一直坚持的目标。同时，也是这个医院今后中医发
展所要努力的方向。

智能配方 便捷就医

白城市医院在中医门诊开设上，致力于满足白城人民对不同中药剂型的使用需
求，率先将智能化中药配方颗粒药房引进白城，并在门诊大厅开设智能化免煎中药
房。该药房引进的中药免煎配方颗粒及中药智能配方机已正式投入使用，使中药配
方实现半机械化，是一项大力提高患者就医体验、缩短候药时间的便民举措。智能化
免煎中药房由专业药师操控，药品制作科学、疗效确切、设备稳定、精度较高。目前白
城市医院药柜中有几百味常规中药，可满足部分中药处方的配剂需求，根据临床需
要，药品数量还可以不断增加。每一味存储的药材都是将传统中药饮片经科学提取、
低温浓缩、瞬间干燥精制成的中药颗粒，不破坏药效。按照药方全程10分钟左右即

可完成配药，回家后直接开水冲服即可饮用，干净卫生，药效稳定，免煎易服且携带方
便，同时能够更好地供临床配方使用，提高疗效，为就医患者送上更加温馨的感受。

妙手回春去，灵药脱沉疴。在未来的发展中，白城市医院将继续优化中医服务
流程，满足患者不同需求，借以大力提升医院中医门诊与中药房的服务能力，促使
医院的中医诊疗技术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同时为患者提供科
学、安全、便捷的用药选择，想百姓之所想，送百姓之所需，让服务更贴心，更有
温度，更具有人文特点，使传统中医在白城大地上再崛起、再升华。相信，白城市
医院一定会做得更好！

白城市医院再展杏林风 创新发展传统中医门诊
●刘育民 王殊音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专家义诊的情景。

拍卖公告
白城市盛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公

开拍卖以下标的：
房屋院落位于镇赉县镇赉镇二龙村，房屋

319.42㎡，彩砖地面2066.88㎡及围墙、大门等
附属物，整体拍卖参考价：36.72万元

拍卖时间：2019年7月15日9时
报名地点：白城市盛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公开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9年

7月11日、12日
竞买人仅限于镇赉县镇赉镇二龙村村民
办理竞买手续需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及5万

元竞买保证金。
公司地址：开发区四季华城3号楼7号
联系电话：13624360055

一切用于封堵的铜墙铁壁都是可以打破的
——湘江之战的启示

●新华社记者 夏军 朱超

时隔80余年，透过“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
不吃湘江鱼”这14个字，依旧可以感受到那场战
役的惨烈。

再走长征路，来到湘江边，我们在纪念碑前
和展览馆里流连，采访年近百岁的见证人，与研
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交谈，乃至亲身重渡这条
宽仅一两百米的河流，昔日的一幕幕仿佛重现于
眼前。这场用数万红军将士鲜血换来的胜利是不
易的，也不能被遗忘。

它告诉人们，在大兵压境的包围中，在强敌
设置的阻遏前，除了勇敢突破，别无出路。湘江
之畔的每一场战斗，红军都面对数倍于己的敌
人，用血肉之躯与装备优势巨大的对手鏖战。红
军赢来的每一分钟，都要用生命来交换。在冲出
重围的过程中，将士们无所畏惧，对红军的未
来、中国的前途满怀信心。他们用生命证明了，

一切用于封堵的铜墙铁壁都是可以打破的。
它告诉人们，在艰险厄难、困苦疲惫的时

刻，胜利仍然是可以唯一去争取的。牺牲已到最
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只有所有人都英勇
地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冲上去，才能绝处
逢生。每一个体的牺牲，都将为战略的成功争取
来机会。无论面对的敌人多么嚣张，首先需要自
己内在强大，破除心中的疑惑，鼓起勇气和信
心，坚信胜利必定属于红军。

它告诉人们，错误的决策，教条的指令，会
使革命事业付出惨痛代价，甚至把红军推向绝
境。湘江之战，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也开始打
破封锁住人们思想的藩篱。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
到，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是排斥了正确路线、
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祸兮福所倚，湘江战役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

机，它表明，实事求是始终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
理。

今天，战争已成过去，新中国正在迎来成立
70周年的高光时刻，我们享受着先烈用鲜血换来
的和平繁荣。但没有硝烟的战斗并不曾平息，新
长征的路上，我们仍面临重重艰难险阻，需要突
破各种封锁堵截。我们要进一步汇聚起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以坚定的信念和非凡
的勇气，勇于探求，勇于突破，勇于牺牲，勇于
胜利，在伟大的斗争中赢取共和国更加灿烂辉煌
的明天。 （新华社南宁7月6日电）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7月6日，甘肃省高台县新坝镇红沙河村村民在花田中劳作。
时值盛夏，地处祁连山北麓高海拔山区的甘肃省高台县新坝镇红沙河村种植的虞美人缤纷

绽放，形成花海景观。近年来，高台县新坝镇将花卉蔬菜制种作为特色产业来抓，积极引导农户
规模化、集中化种植，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 新华社发（钟晓亮摄）

新华社南昌7月6日电（记者林
浩）盛夏时节的江西永新阳光明媚，
在松柏的掩映下，陈列着李湘照片的
永新县“将军馆”显得庄严肃穆。临
近正午，馆内参观瞻仰的人群依旧络
绎不绝，照片中的李湘眼神坚定，让
人肃然起敬。

李湘，原名李秀里，1915年出生

于江西永新龙源口镇泮中村一个农民
家庭。李秀里的父亲在他8岁时因病
去世，年少的李秀里和母亲一起挑起
了生活的重担。11岁时，在叔父资助
下，李秀里念了 3年私塾；1928年
底，李秀里参加了乡儿童团、乡少年
先锋队。

1930 年 8 月，李秀里报名参加
红军，1931年 1月调到红九师二十
五团当司号员，随部队进入湖南。
朱德到二十五团检查工作时，说

“秀里”的名字太俗气，便指地为
名，为他改名李湘。李湘在当年4月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入中国
共产党，先后担任红九师二十五团三
连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先后参加了
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争，两次
立功受奖。

1934年10月21日，李湘随红一
方面军开始长征，其间虽数次在战
斗中负伤，但经过短暂的休养之
后，李湘仍赶上队伍，最终成功到
达延安。

1937年9月1日，李湘奉命奔赴
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后在
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邓华支队任作战
科长，11月担任营长。1938 年春，
李湘率队向冀东挺进，沿途连克昌
平、延庆、永宁、四海等重镇，在北

平怀柔峪用3个小时全歼了日军一个
中队。

1940年8月，李湘任六团团长。
是月，李湘率全团参加了著名的“百
团大战”。1942年1月，李湘调任第
三军分区第二团团长；1944年9月，
被任命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指挥部
队对日军发起进攻，收复了定县、唐
县、曲阳等县城。

1946年6月，李湘任晋察冀军区
教导旅旅长兼政委。1949年1月，任
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一师师长，率
部参加平津战役。1950年8月，李湘
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军
副军长兼参谋长。同年11月，又被任
命为六十七军军长兼唐（山）、秦（皇
岛）警备区司令员。

1951年初，李湘奉命率领志愿
军第六十七军赴朝作战。4月，他带
领作战处长、侦察参谋和通信电
台，先于部队两个多月入朝。入朝
后李湘立即了解接防地区各方面信
息，为六十七军入朝作战作好了充
分的前期准备。

1951年 9月 21日，美军向第六
十七军阵地发起步兵、飞机、大
炮、坦克同时进攻，李湘指挥部队
勇猛回击，歼敌1000余人；10月13
日，敌军以4个师的兵力向李湘、旷
伏兆指挥防守的金城南27公里阵地
大举进攻，六十七军全体官兵在李
湘的指挥下，依托阵地顽强阻击，
创造了3天歼灭敌军17000多人的最
高纪录。

1952年，在敌军发动“春季攻
势”前夕，李湘病倒了。为指挥战
事，他依旧奋战在战斗前线，放弃了
到后方医院医治的机会。此后，李湘
的病情迅速恶化，由细菌感染转化为
败血症和脑膜炎，因医疗条件限制，
于1952年7月8日去世，年仅37岁。
李湘去世后，金日成称赞他是“伟大
的国际主义战士”。朝鲜劳动党和政府
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

“我们定当记住先烈们的英勇，珍
惜现在的幸福，用自己的努力建设更
美好的中国。”江西省永新县文物局局
长尹兴华说。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李湘：身经百战 不辱使命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图为李湘像（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上接一版）有效确保了村屯水源井的饮水安全。

从“喝上水”到“喝好水”
西郊村东夯市屯位于开通镇西，这个屯50多户人

家早在几年前就通上了自来水。
“屯里各家各户是安上了自来水，可没几户人家用

这个水的，水质不行，接一盆水，水是浑的，还有异
味，没人敢喝呀，没办法家家又装了自吸泵，抽自家
的井水用。”村民齐艳玲道出了原因。

“今年好了，县水利部门派了2名技术人员，给我
们屯水源井安装了过滤设备，水彻底清亮了，大家用
着放心了，现在我们村民吃水都不花钱了。”齐艳玲一
边说着一边指向井房的方向。

通榆县各个乡镇由于地处偏远、地广人稀，农村饮
水仍存在着水质、水量、供水不足等问题，甚至出现用水

紧缺和断水现象。这成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硬骨
头”。为了啃下这个“硬骨头”，让贫困群众更有盼头，通
榆县把解决贫困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加快推进水利精
准扶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打响农村饮水安
全攻坚战，确保让最偏远的村庄也要吃上安全水。

截至目前，全县已对633处井房管理房室内设施
进行了完善提升，与此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用
水户的负担，今年6月1日起，凡是国家投资建成的各
乡镇集中式供水点，全部免收水费、供水电费、管理
房取暖费等，从此，通榆县农民不仅吃上了放心水，
还彻底结束了“花钱吃水”的历史。

通榆县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持续打响，克难攻
坚，艰苦鏖战，换来的是一处处饮水工程的建成，一
户户自来水汩汩流淌，还有洋溢在老百姓脸上质朴的
笑容。

（上接一版）确保贫困户2020年脱贫后收入
可持续。他还将庆生村16户特困家庭纳入
到保镇太平村养驴专业合作社，实行异地脱
贫，协调有关部门出资20万元作为特困家
庭入股资金，2016年、2017年为特困家庭
分红共计7.29万元。

为实施好美丽乡村建设，2016 年 8
月，他协调财政部门投资45万元，建设
540平方米的多功能服务型村部及1000平
方米农民文化广场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同
年9月，通过省财政“一事一议”项目争取
资金370万元用于庆生村村屯改造建设项
目。2016年以来，共修建围墙2.2万延长
米，安装农户大门316扇，新建农户厕所
316栋，新修水泥路7.8公里，安装太阳能
路灯65盏；安全饮水工程于2018年7月份
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共铺设管道18380延
长米，新建120米深水井4眼，建设面积50
平方米泵房4座，共投入建设资金115.2万
元；2016年以来协调资金10万元完成了全
村68所危房改造的全部任务，解决了老百
姓的住房安全问题。

为加强推进脱贫攻坚巩固走，帮助村民
提升自身“造血”能力。2016年初，肖晗
与包保单位通过省发改委立项争取项目资金
450万元，启动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
区200公顷“旱改水”示范区项目，带动
210户农户增产增收，每公顷收入 2.8 万

元，比旱田玉米每公顷增收1.5万元每户；
同年4月，为保证春耕顺利进行，协调农委
争取扶贫资金30万元，为庆生村50户贫困
户新打抗旱机电井50眼，减少农耕电费6.1
万元；同年9月，通过省农发办立项819万
元，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柴改电）6500
亩，可为农户节省电费每公顷1000元，使
全村现有耕地达到旱涝保收、增产增收。

开展庭院经济种植、养殖相结合模式，
解决农户庭院面积闲置、促进农民再增收。
2017年、2018年，庆生村的庭院经济实现
整村覆盖，开展以种植、养殖相结合的模
式，无偿为全村农户按庭院可种植面积发放
地瓜苗11万棵、有机肥3000袋，发放鸡雏
7700只、鹅雏3500只，发放的鸡雏、鹅雏
成活率达到了75%左右，经测算每户贫困
户预计增收2000元以上。2019年在庆生村
推广庭院种植辣椒订单农业，与种植户签订
保底回购协议，无偿发放辣椒苗22万棵、
有机肥800公斤，确保种植户经济利益。庭
院经济的发展夯实了脱贫基础，激发农民内
生动力，引导农民走上致富道路。

2019年庆生村将致力于打造美丽乡村
示范村，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增强村民内生动
力，共同建设美好家园。面对三年多来庆生村
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对村民质朴的笑脸，肖晗
坚信，在不远的将来，庆生村必将走上科学发
展的小康之路、致富之路、幸福之路。

真心赢民心 实干促脱贫

普氏野马在新疆繁育数量累计突破700匹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 6日电 （记者杜
刚 张啸诚）夏季是普氏野马繁殖高峰期，
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半散放野马近日连产4
驹。我国从1985年实施普氏野马引入项目
以来，在新疆诞生的普氏野马已到第6代，
累计数量达到703匹。

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副主任丁新民介
绍，半散放的普氏野马5月进入繁殖季节
后，已产8匹马驹，还有2匹母马待产，今
年产驹总数将是历年产驹最多的一年。

在新疆，普氏野马主要生活在北部准噶
尔盆地的卡拉麦里有蹄类自然保护区，位于
这里的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是亚洲最大的
野马繁殖基地。

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张赫凡介绍，

2004年以来，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向天山野
生动物园先后输送60余匹野马。双方合作
致力于普氏野马摆脱圈养、回归野外。

普氏野马是目前地球上唯一存活的野生
马，是有6000万年进化史的活化石，世界
上现有约2000匹，比大熊猫还少。由于捕
猎和环境问题，这一珍稀物种曾在原生地准
噶尔盆地消失。

为此，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在从英国、
德国、美国引进24匹普氏野马的基础上，繁育
了6代野马，并且连年进行野马放归野外工作。

目前，新疆普氏野马存活种群数量达
416匹，其中野放野马217匹、半散放野马
108匹、圈养野马91匹。新疆成为我国普
氏野马种群数量最多的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