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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职企“连心桥”
让创新者更“创薪”

04

我市召开临城街道干部会议

金湖县党政代表团来兴参观考察

“四近”助“线上线下”
服务提档升级

网格宣传多样化
服务保障零距离

丰收饲料投入
千万元实施技改

全市违法用地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行文旅融合式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地运用不同颜色的
水稻在稻田里绘制“稻田画”。既提升了旅游品位，又扮靓了水乡乡村游，吸引
了众多游客。图为，兴东镇周韩村稻田里的“稻田画”。 梅立成 摄

水乡“稻田画”

■/平启年油印的经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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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雨过山色清 风微笛声远
作者：丁均华
附记：出自元代唐棣题画：“雨

过山色青，风微笛声远。至正二年
（1342）二月八日，舟过楚湘篷窗无
聊，作此以遣孤闷。子华。”画中杂木
葱郁、流水潺潺，山林静谧、幽邃清
新，赏之可疏肝解郁，宁心安神。

6月13日，兴化市医保局联合
兴化市中医院以《江苏省医疗保
障条例》为内容，在我院开展线下
医保知识竞赛活动。

6月15日，兴化市中医院医共
体在南亭路院区召开工作会议，
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

6月18日，朱杰赴宁为“汪受
传《审思斋》丛书系列讲堂暨儿科
常见病的诊疗思路和方法”学习
班主讲《谨守病机 守方不移——
儿科顽固性疾病临证浅议》。

6月29日至30日，“同心·共
铸中国心”走进兴化，在我院举行
妇产科义诊、讲座、查房等大型活
动。

6月30日，朱杰主讲“燕赵医
学研究院系列学术讲座”第五讲
《仁术、实济、清灵、圆融——兴化
医派述评》，由河北中医药大学方
朝义副校长、科技处郭秋红处长
主持。

7月10日，程康明携新著赴东
台参加省中医药学会耳鼻咽喉科
专业委员会年会与全省同行交流
并授课。

近日，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中
西医结合学会换届，我院苗忠、朱
文、朱杰、孔祥文、周爱智、陆长
勤、平启年、赵法斌、杨巧萍、陈应
前、王冠华、唐保桂、杭春涛、何雅
岚、徐丽萍共15名专家当选为各
专业委员会委员。

山青水秀雾淡淡，空濛仙境
难细看，魂牵梦绕多少事，一腔
柔情系江南。 沈同生 书法

我接触经方20多年，时时思考、学习，
翻书、临证，觉得经方确有疗效，实践性很
强，很了不起。

我是1993年考上南京中医药大学，录
取在基础部中医专业。

第二年上中医各家学说课的时候，是
黄煌老师授的课，神采飞扬，眼睛亮晶晶的。
每次讲课的时候，都会列举很多生动的案
例，既令我们耳目一新，又使人印象深刻。

有几次黄老师还把中药带到课堂上，
让我们尝尝味道，当时体会最深的是黄连的
苦味。

走上临床工作岗位以后，刚开始我们
接触的基本上都是西医，用的基本上也都是
西药，中医中药使用很少，有时就迷糊：中医
中药是不是没用？

这种感觉越来越深，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几乎放弃中医，

2012年，在南通大学医学院跟着王军
老师读神经病学硕士时，发现他们也在研究
中医。2013年，我在上海华山医院进修时，华
山的老师遇到运动神经病系统，多系统萎
缩，竟然也使用中药。2014年那个骄阳似火
的夏天，我在天坛医院学习期间，到宣武医

院参加了一个神经内科学习班，会上讲的很
多神经内科疑难疾病的中医治疗，比如中
风、脊髓病、痴呆、头痛、多发性硬化等疑难
疾病。

我开始翻书。黄老师当年曾发给我们
很多经方资料，这些经方资料都是他自己的
心得体会，有些还是黄老师没有成书、没有
发表的经验心得，印象特别深的，这些资料
竟然是老式油印出来的。

这些油印资料至今存放在家中，已经
发黄，而且边角破烂，虽然搬家了很多次，但
都没舍得扔掉，像宝贝一样，被仔细地珍藏。

这些油印资料上面记载的桂枝汤、麻
黄汤、小青龙汤等经方，其中的体质分析、方
证分析、方药人的思维，已经极具规模，和黄
老师后来出的书，内容基本一致。

每每翻开那发黄而薄，又有些破的一
页页，上面似乎还发着淡淡的油墨香味。黄
煌老师珍贵的学术思考和经验，因还没有发
表，外界很多人不知道，倒是先便宜了我们
这些学子。

在好奇而探索的中医学习中，我又翻
开了近代经典的中医典籍：《医学衷中参西
录》。在众多经方典籍的学习中，我反复思

量，反复求证。
中医博大精深，很神奇。在诸多的中医

理论中，经方的六经辨证最神奇，而且疗效
最令人神往。

在以后的门诊及病房工作中，我开始
频频地使用经方，包括承气汤、温胆汤、小柴
胡汤、逍遥散、苓桂术甘汤、桂枝汤、小建中
汤、桂枝茯苓丸、麻黄附子细辛汤等等经方。

大黄、附子、细辛、麻黄的使用更加频
繁，量也越用越大。使用后的效果令人惊喜，
令人满意，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尤其是疑
难疾病的成功案例。

比如十余年的桂枝证、汗多到休克的
黄芪证、顽固性血瘀的桂枝茯苓丸证、反应
迟钝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频死的承气汤
证、麻木的五物汤证等等。

黄煌老师曾告诉我们：“每个病人都是
一道不同的风景”，并谆谆告诫我们要遵循
张仲景的经方教诲：“观其脉证，知犯何逆，
随证治之。”

黄煌老师曾经说过，创新很重要，很必
要，但首先要做的，是传承，只有先传承好
后，才能进行更好的创新，才能带来民族、科
技、医学等更大更好的进步。

杏林妩媚，大医精诚
——我眼中的朱杰主任

提到喝中药，一般人感觉总是苦。我第
一次知道有人喜欢中药，是朱杰主任的一篇
文章讲述。高一时，朱杰以全校预赛第一的
好成绩备战省数学竞赛，夜间高热寒战，遍
出一身红疹，校医开出方子，喝了几副中药
很快就痊愈了。少年朱杰深情记述切身感
受：“青花瓷瓶泛着幽光，赭色的药屉中，
茎叶草根，阅尽人世沧桑。红色的火苗，舔
着土黄色的瓦罐，弥漫着郁郁的药香。褐色
的液体在肠间淙淙流淌，静静荡涤着热毒，
柔柔抚平失调的五脏。”从此朱杰爱上了神
奇的中医，暗下决心也要学医、做一个好

“先生”。我读了这段文字产生共鸣，感觉中
医神秘神奇，并渐至信任推崇。

朱主任赠我一本《兴化医学流派》，全
书近37万字，系统记述兴化历代名医生平及
其独特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梳理出兴化
医派的传承脉络和主要贡献。辑录医人、医
事、医史之片羽，挖掘医论、医案、医话之
精华，提炼医德、医魂、医道之精神，揭示
情趣、情思、情怀之一斑，系一本可以珍藏
的宝书。我一直放在床头，随兴阅读，感觉
各章节既前后连贯，又独立成篇，既可全景
式阅读，也可任选一节随便翻看，怡情养
性，润心修身。

从医30多年，朱主任从一名年轻儿医
成长为全省最年轻的名中医。他坚持在临床
一线，年门诊量超万余人次，救治过许多病
情危重的儿童。《兴化日报》曾刊登过《一
个儿科医生的春节日志》：“早晨一上班，已
有病人聚在诊室门口。”病人渐多，病历本
排成长龙。说不停，忙不停……”这已成为
他工作常态。有次我去拜访他，站在诊室门
口，只见里外三四层包围着，热气腾腾，小
孩的哭闹、大人的劝慰吵成一片，我等了许
久才进了二层，远远看到朱主任额头上、鼻
尖上都冒着汗。我不禁奇怪，墙上明明有空
调，为什么不开？朱主任后来告诉我，患者
中孩子居多，大都是感冒发热来就诊的，所
以他空调正常不开。我肃然起敬，想到医道
是至精至微之事，医人须以“见彼苦恼，若
己有之”，以感同身受之心“普救含灵之
苦”。儿科又被称作哑科，因孩子不能完全
准确诉说病情，医界一直流传“金眼科银牙

科铜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
科”的说辞。那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当儿科
医生？“因为儿科医生心地干净纯净，和孩
子们在一起，不觉得苦和累，最有成就感的
就是看到自己诊治的孩子能健康成长。”从
他朴素话语中我体悟到的是纯粹爱心与真挚
情怀，以天使之心悬壶济世，以赤子情怀立
身于世。

他从普通儿科医生成长为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的大国工匠。医者在心，心正
药真，一切源自他的辛勤付出。记得他写过

“愿为良医兴轩岐，化作春雨润杏林”。他有
一方我特别喜欢的印章：“我见杏林多妩
媚”，隐含着“料中医见我应如是”。16岁那
年，他跨进南京中医学院校门，是全校年龄
最小的大学生。他曾聆听江育仁先生授课，
又随汪受传教授实习。脚踏实地成长为南京
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江苏省中医药学会理
事、《江苏中医药》《中医儿科杂志》审稿专
家编委、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成绩和荣
誉背后，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全身心地付出。
他经常加班加点，手机上有好几个QQ群、
微信群，下班后还要利用休息时间解答患者
问题，以仁心仁术书写医家情怀。繁忙工作
之余，晚上不忘读书作文练字，也是舒缓白
天紧张工作的方法。他的公众号简介是：

“朱墨传心：我的原创文章；艺海琴心：我
的墨痕心迹；医者仁心：我的医学科普。”
注册2年时间已发文246篇，可以想像他的
勤奋敏慧，笔耕不辍。诗人倪为荣曾赠诗
《致杏林》赞颂他医德双馨、书法出众、文
采斐然，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自古以来
集医家、诗人、画家为一身的先贤众多，朱
主任亦如是，他挚诚热爱，涉猎广泛，潜心
研究，皆成大器。

他在工作中得到肯定，当选省第十三
届、十四届人大代表。他以悬壶济世为人生
理想，以读书临证为生活方式，提出“哮喘
治气”“肾炎从毒论治”等创新思路，不断
攻克疑难病症。他积极推广运用新技术、新
疗法，经常参加咨询义诊、送医下乡、乡医
培训、社区讲堂、广播宣教等公益活动。他
主讲兴化电视台“中医养生堂”“昭阳讲
坛”系列节目。我母亲虽不识字，却多次告

诉我她常看到朱主任在电视上讲课。他热爱
中医药事业，不断学习、开拓奉献，坚持提
升自身学术境界、升华医者风范；他热爱中
医教育，常年为弘扬中医鼓与呼，被誉为

“水乡儿童健康的守护者”、泰州“最美科技
工作者”。连任省人大代表是难得的殊荣，
他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将代表和医者两种角
色融为一体，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健康江苏
建设，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他多次建议加
快优质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发展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为家乡人民提供更多“家门
口”的优质医疗服务。他参编国家重点图书
《中华大百科全书·中医儿科学》，承担全国
中医儿科临床诊疗指南制修订等国家级、省
级科研项目。他还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医药文
化方面的书籍，宣传弘扬中医药文化，带领
更多中医药工作者传承好这一中华瑰宝。

他不断总结经验，致力探索兴化医学流
派溯源并继承开新。已出版专著《艳摘杏
林》和《兴化中医流派》，主编《兴化中
医》282期，帮助更多人了解传统医学文化
内涵，倾注了他大量心血精力。“求木之长
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
源。”他专注研究学术流派，要让流派的

“天光云影”活泼泼地再生于今日临床。他
身体力行、著书立说，对凝聚行业力量、树
立行业形象、引领行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他热爱文学，多次参加“楚水”笔
会和毕飞宇小说沙龙，从他身上我深切感受
到兴化医学是与兴化文化一起共同成长的。
兴化尚医之风，源自范仲淹所论“不为良
相，愿为良医”，千百年来，延续不坠，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兴化医人。良医与良相同
功，悬壶济世成为一种崇高的理想，成为兴
化医人心灵的源头活水，更在朱主任身上得
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秉承中医养老奉亲、期
颐鹤龄的信念，带着水饮上池、万病回春的
希望，穿越时空，追逐梦想。在广袤而神奇
的里下河平原上，每一片土地和田野、每一
条巷陌和河流，都回荡着医者仁心、深沉激
越的洪钟大吕与绝世华章，而在和朱主任交
往交流过程中，我每每都能感受到先生身上

“悬壶济世杏林暖，大医精诚惠苍生”的高
尚情怀和挚爱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