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烽火连天到海晏河清，在如皋有
这样一个历经风雨的医学世家，这个家
族四代从医，至今已有20余人走上医
学道路。从颇具名气的民间医生到新中
国的第一代医生，从扎根基层的社区医
生到薪火相传的第四代医生，这家人见
证了百年来医疗事业发展波澜壮阔的岁
月。

翻开尘封的档案，这些泛黄的纸
张，见证了这个家庭第一代医生孙蓬仙
的奋斗。1927年，孙蓬仙从医学院毕
业回到如皋行医，他大胆探索中西医治
疗疾病的新路，深受周边群众推崇。

战火纷飞的年代，孙蓬仙多次为红
十四军、新四军提供医疗救助，从冒险
救助后来的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到昼夜
不停抢救500余名伤员，甚至多次冲破
重重险阻替新四军送情报、购买药品。

“当时医生很少，走60里路去江安
看病，早上去晚上才回来。还有很多
人，看不起就不看了。”说起外公孙蓬
仙，袁良甫打开了话匣子。

建国初期，如皋仅有 50张病床。
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袁新建的父亲袁
良甫立志学医，造福一方百姓。师父孙
蓬仙把他的踏实和刻苦都看在眼里，除
了将医术倾囊相授，还将女儿孙淑涵也
嫁给他，师父便成了岳父。袁新建记
得，只要病人招呼，父母都是随叫随
到。

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医疗机构
的不断新建和扩建，如皋的病床逐渐增
多。1990年，如皋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54个，病床2286张，每千人拥有病床
数达到1.58张。

走进袁新建的书房，这间不大的屋
子藏着不少“宝贝”。老旧的医药箱、
斑驳的医书典籍、厚实的诊断笔记……
置身其中，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千家
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的峥嵘

岁月。袁新建以父亲和外公为榜样，刻
苦钻研医术，致力于治病救人。

14岁时，袁新建跟随父母在诊所学
习，基层从医50多年来，他见过不少

“大场面”。从疟疾、甲肝、结核病，再
到“非典”……一场又一场的防疫“硬
仗”，袁新建每次都在第一线。面对基
层人手紧缺的现状，本可以退休的他选
择留用，这一干就是9年。

满地证书奖状是对袁新建多年付出
的肯定，而街坊邻居的赞誉也照亮了其
女儿袁海霞的心灵。和前三代人相比，
袁海霞是幸福的，从事护理工作 26
载，工作环境整洁明亮，交流学习、培
训提升已成常态。如今，她已经成长为
医院的业务骨干。

午后阳光正好，户外绿意葱茏。袁
新建和女儿搀扶着94岁高龄的袁良甫
外出散步，祖孙三人说说笑笑，像是有
说不完的话。袁良甫依旧精神矍铄，感
慨岁月的变迁。截至2023年，我市共
有医疗机构599个，床位7773张，每
千人拥有床位6.34张，不仅如此，医院
管理和医疗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
步和发展。

曾经，祖辈跋涉于乡野小路间，为
群众送去希望；如今，后代穿行在医院
走廊里，甘当健康守护者。光阴流转，
跨越百年。这个医学世家以心为灯、守
护生命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

□融媒体记者李园园 周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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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账本记录着一户人家日常开
支，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社会发展的印
记。在江安镇，有一个特殊的“档案
室”，里面收藏着江安镇镇中社区40户
村民的记账本，记录着38年来各自的
家庭收支情况。

打开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大
门，满墙老照片映入眼帘，镇中社区会
计丁其贵如数家珍。“墙上这个图片，
是过去专家组来我们观察点，深入农
户，检查农户记账情况的图片。通过专
家组的指导，农户的记账水平有了明显
提升。”

1991年，丁其贵接手社区财务工
作，账本管理就交到了他手上。34年
来，丁其贵每天除了日常工作，还要帮
助农户整理、归纳账本。他身后的档案
柜里，满满当当摆放着 1400 多册账
本。说起记账的由来，还要追溯到20
世纪。1984年，中央发文要求建立全
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1986年，原
如皋县江安乡北小庄村（现如皋市江安
镇镇中社区）成为江苏6个国家农村固
定观察点之一，被选中的40户村民，

便开始了长达38年的记账。
细细查看，尽管这些“农户调查

表”内的纸张早已泛黄，但字迹依旧清
晰完整，从居民收入到生活支出，事无
巨细，价格分明，将40户人家的日常
生活原原本本真实记录。“最开始是农
户自己弄练习册记，以后统一根据要求
设计了一版记账本。2004年记账本改
善了，将项目细化分成了大概800项。
2022 年开始，账本分类更细，大概
1400多项。”丁其贵指着档案柜中的不
同账本细细回忆。从最开始混着记，
到如今各种细化指标分开记录，小小
账本，流淌着岁月，几经变迁。但不
变的是，里面依旧详细记录着江安镇
镇中社区内40户人家在38年里的生活
点滴。

小小账本，记录着人们生产生活水
平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藏
着三农政策制定调整的“密码”，标记
着农村小康建设进程的“刻度”，还将
不断定格老百姓努力奔向现代化的“足
迹”。

□融媒体记者邱宇 崔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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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像是城市的心脏，承载着
城市的灵魂与性格，见证了如皋的发展
脉络。从20多年前的瓷瓦小楼，到如今
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如皋火车站的
每一次迭代都是一座城市成长的缩影。

24年前，如皋大地上第一次听到火
车的轰鸣。

2000年12月21日，一辆绿皮火车
缓缓驶入如皋火车站。得知这一喜讯，
附近群众纷纷奔走相告。虽然那天大雾
弥漫，但人们还是携老扶幼早早地等在
路边。“那天沿线很多人跑过去围观，老
百姓都很激动，火车终于开到了家门
口。”大殷社区居民邢召平回忆道。

渐渐地，如皋人习惯了坐上绿皮火
车去外地。城市与世界的距离渐渐被拉
近，如皋与铁路的故事徐徐展开。

当时开通运营的新长铁路南通段全
长78.9公里，途经海安、如皋、通州和
港闸等16个乡镇，整个工程自1998年9
月开工，经过两年多的建设才完成。
2005年7月随着新长铁路南通段正式纳
入宁启铁路管理，南京至南通段客运业
务开通，如皋铁路迈出了由“线”到

“网”的关键一步，如皋与省会南京的铁
路联网。2010年1月，宁启铁路电气化
复线改造工程正式开工，拉开了如皋铁
路大提速的序幕。

火车是流动的小社会，充满着时代
印迹的折射，如皋铁路的发展日新月
异：车辆从内燃机车，换成了现在的电
力机车，从慢火车到和谐号、复兴号，
站台也变得越发宽敞明亮。

2014年7月1日，如皋火车站开通
出省线路。

2016年5月13日，如皋火车站启用
新站房。

2016年5月15日，和谐号动车首次
停靠如皋站。

2017年6月8日，如皋火车站启用
新站前广场。

2020年7月1日，沪苏通铁路正式
开通，如皋直达上海。

20多年的光阴，火车站见证了如皋
交通的飞速发展，也亲历了如皋全面奔
小康的历史进程。2020年 12月 30日，
盐通铁路运营通车，如皋南站正式启用。

无论是慕名而来的旅人，还是来去
匆匆的市民，无一不享受着如皋现代化
立体交通体系的便利。作为高铁跨江后
的县级城市第一站，如皋去往上海最快
仅需1小时24分，与此同时，如皋北上
的高铁通达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北京、天
津、西安等城市，一个直通全国、握手
世界的“高铁时代”已然到来。

如今，如皋迈着全面开启现代化建
设的新步伐，迎来了沪渝蓉 （北沿江）
高铁的开工建设。沪渝蓉（北沿江）高
铁是国家“八横八纵”高铁网的组成部
分，是策应“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
设的需要，也是构建沿江高铁环形线
路、推动扬子江城市群融合联动发展、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支撑。

高铁呼啸而过，在广袤大地纵横驰
骋，“流动的中国”经过如皋这座沿海通
道和沿江通道的交汇点城市，翻山越
岭、通江达海。如皋人民搭乘高铁这趟
时代的快车，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疾驰
前行。

□融媒体记者蔡易 尤振宇

电影是时间的雕刻刀，记录下瞬间的永恒。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我们走进华夏电影展示馆，通过光
影感知时代变迁、社会发展。

《庐山恋》《风云儿女》《云水谣》……一部部
耳熟能详的老电影，勾起了人们对于电影胶片时
代的回忆。走进华夏电影展示馆，就如同走进了
一座蔚为壮观的电影文化博物馆和历史资料宝
库，更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曾经流逝的岁月。

“馆内收藏了国产故事片、进口译制片、纪录
片、科教片等各类电影拷贝，共计2万余部。”馆
内工作人员薛琴介绍，展示馆除收藏着海量胶片
外，还通过专业胶片电影数字化修复等技术，对
各类珍稀音视频介质进行数字化采集与专业修
复。如今，华夏电影展示馆的馆藏规模、修复技
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展示馆曾获得多项发
明专利，被江苏省档案局授牌江苏电影档案展示
馆，是中国电影博物馆联盟首批成员单位。

展厅内一幅十多米长的巨幅照片，引人注
目。这张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与参
加演出《东方红》的全体人员的合影，仿佛带着
我们回到1964年，身临其境感受大型音乐舞蹈史
诗《东方红》演出时的盛况。值得欣喜的是，华
夏电影展示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经
典红色电影《东方红》进行4K采集，经过30位
工作人员近半年时间的努力，这部2个多小时、
共计200000帧的《东方红》基本修复完成。“这
个国庆假期，我们也安排了独家4K修复版《东方
红》放映活动，届时游客可以在馆内影厅观看这
部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名作。”薛琴透露。

通过4K修复，让电影“修旧如旧”，这是华
夏电影展示馆一直在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
看到画面高清、声音流畅的经典红色电影，也能
欣赏到《三毛流浪记》等经典老电影，《南京长江
大桥》等珍贵的纪录片和资料片……胶片的物理
修复是一门与文物修复类似的“老手艺”，依托不
断革新的新技术，工作人员挥动手中的“魔法
棒”，吹去老物件上积聚的尘土，让“明珠”在新
时代的阳光下闪耀生辉。

筑梦光影弦歌不辍，文化脉动生生不息。在
华夏电影展示馆这座时光博物馆，我们穿梭在光
影之间，既看到数字技术为文化传承带来的勃勃
生机，也感受到75载岁月里中国翻天覆地的变
化，某种意义上说，电影的发展历史，是技术演
进的历史，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这个国庆假
期，华夏电影展示馆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
有趣的文化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以飨
广大游客。 □融媒体记者蔡梦玉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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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电影展示馆：

感受时代的节奏与脉搏

家
国
有
我

逐
梦
前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