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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有一尊10余米高的
白色纪念碑，一名战士形象巍然而立，望着前
方。他注视的，正是引滦入津工程的起点。

西流的滦水，就是一座流动的丰碑。

“引滦入津”：一座流动的丰碑

10日下午，沪昆高速醴陵段下大雨，10岁男孩强
强（化名）跨过中央隔离带的护栏欲横穿公路，几次尝
试都被疾驰车辆吓得退了回去。幸运的是，茶陵平水
中学的数学老师武旺恰好驾车路过，他停车后跑了百
余米，最终冒险将孩子从中央隔离带带到安全区域。
（详见本报4月12日A10版）

首先，让我们为武旺的义举点赞，横穿高速公路
救人的危险性大家都知道，笔者认为他的举动完全可
以称之为见义勇为。

不过，笔者着重想提的是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安全
问题。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及经历，农村留守儿童在
生活、教育、心理发展等方面都面临着一定问题。据
株洲高速交警介绍，强强的父母在外地打工，他属于
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就在3月底，攸县一名3岁的
留守女童也是在外公外婆劳作期间，独自跑上高速玩

耍，幸被热心司机及时救助，而高速交警每年都要处
置很多类似情况。

留守儿童上高速遇险事件背后，凸显的是这个群
体遭遇溺水、交通事故、摔伤等意外事件日益增多的
现实。据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 17 岁以下农村
留守儿童人数达到6102.55万，而据相关统计，我国每
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
儿童。

笔者认为，破解留守儿童困局的根本之道，就是
要打破城乡壁垒，让更多的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改善
他们的子女入学难问题，让留守儿童至少成为“流动
儿童”。另外，农村学校和乡镇、村委会应加强留守儿
童的安全教育工作，通过心理咨询和开展多样化的文
体活动，改善留守儿童的教育环境，改善他们的身心
健康和安全状态。

守护留守儿童的安全，应该怎么做？
□ 超级皮波

4岁女童被遗落车内致死
父亲该不该担刑责？

□ 金泽刚

4月8日，湖南益阳市四岁女童琪琪在
上学途中，被父亲遗忘锁在车内，因为高
温、窒息而身亡，令人心痛。据最新消息，
当地教育局回应“4 岁女孩被遗落车内致
死”：责任在家长。

问题是，家长的责任在哪里？对这位
父亲，是要追究其民事责任吗？民事责任
以经济赔偿为主要责任形式，造成女儿身
亡，赔偿就成了自己赔自己，或者死者的
父亲赔偿其母亲，这显然都不合适。

子女也是独立的个体，享有生命健康
权利。因为父亲的疏忽大意，导致儿童生
命权被剥夺，这种因果关系是相当明确
的，在没有排除犯罪的正当事由的情况
下，有罪过就要承担罪责。即使是在家庭
内部，一旦有人触犯刑法，就不再是一个
家庭的“家事”，家庭和亲属关系不是阻却
犯罪的理由。

刑罚不仅是要惩罚挽救已然的犯罪
人，更要震慑警示那些潜在的、可能的犯
错者。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和社
会的未来，每一个父母都应该切实履行监
护义务，避免“遗忘儿童致死”的悲剧发
生。儿童的保护离不开法治护航。

“各种药物治疗无效”“致死率极高”“公共卫生新威胁”……
一种被称为“超级真菌”的耳念珠菌日前刷屏朋友圈，引起一些网
友恐慌。

“超级真菌”真相如何？多位病原微生物专家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我国已发现的耳念珠菌感染病例不等同于“超级真菌”感
染，只有多重耐药的耳念珠菌才是“超级真菌”。且“超级真菌”对
健康人群不构成威胁，公众不必恐慌，也无需采取特殊的预防措
施。

(据新华社)

绿山水，真金银

▲这是4月9日无人机在河北省迁西县拍摄的“引滦入津”工程
重要水源地潘家口水库一景

不必恐慌
□ 时事漫画

“引滦精神就是为民造福！”已经 90
多岁的原铁道兵第八师师长刘敏在接受
采访时说。

1982年1月，刘敏所在的原铁八师正
式接到命令，参加引滦入津工程。在寒
冷的冬季，部队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
间，就打开了进入各个斜井口的通道，抢
盖了临时住房五万余平方米，比预计准
备工期快了1个月。

施工期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铁八
师编制撤销。30 多年过去，刘敏对于部
队“最后”一次任务，记忆犹新。

施工中，原计划通过 10 余个隧洞增
大工作面来加快工程进度，谁料地下情
况复杂，时常塌方，还牺牲了不少战士，
废弃两个隧洞后重凿新洞才能赶上进
度。

铁八师正是负责其中引水隧洞的关
键部分，而部队撤销的消息突如其来，基
层战士们一时难以接受，工程进度大受
影响。

部队和官兵将来怎么办？询问的信
件将刘敏的办公桌堆得满满当当。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传来了好消
息：天津市同意相关部队战士都在天津
落户转业，并得到天津社会各界的广泛
支持。

原本不知如何是好的战士们，一下
子有了底气：有天津人民做后盾，什么工
程都不在话下。

1983 年 9 月 11 日，甘甜的滦河水流
入天津。“吃水不忘挖井人”——许多参
与工程的战士就此留下，成为天津人。

子弟兵，爱人民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滨。上
世纪70 年代，天津城市生活和工农业用
水不足现象日益突出。由于超量抽取地
下水，造成大面积漏斗区，地面平均每年
以80毫米的惊人速度沉降。

用水最紧张时，市民只能喝苦咸
水。据介绍，当时天津甚至制定了万不
得已情况下，工业分批停产和疏散城市
人口的应急预案。

1981 年 8 月召开的京津用水紧急会
议上，国务院决定引黄济津。豫鲁冀三

省人民顾全大局，立即响应。
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

可靠的地表水源才是最好的出路，“引滦
入津”工程雏形应运而生。

按工程规划，川流不息的滦河水，自
河北穿燕山余脉，循黎河水道，自潘家
口－大黑汀水库流向于桥水库，跨越两
百余公里流入天津。

1982 年 5 月 11 日，引滦入津工程开
工。

一湾水，将津冀两地紧密相连。

一湾水，两地情

进入21世纪后，受铁矿石价
格上涨等因素影响，黎河沿岸出
现了大批的采矿企业，当地山体
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为了增
加收入，滦河沿线养殖业悄然兴
起。水体，开始遭受污染。

寻找保护环境与当地居民
增收的平衡点，成为区域流域管
理的重难点。

为此，河北省加大引滦入津
沿线污染治理力度，加快实施上
游潘家口－大黑汀水库库区网
箱养鱼清理工作。截至2017年5
月，潘大水库网箱清理工作已全
部完成，共清理网箱79575个、库
鱼1.73亿斤。

记者了解，身处下游的于桥
水库周边的居民们也经历了南
岸搬迁、退耕等整治行动。

家住天津市蓟州区白庄子
村的孙大娘告诉记者，当地政府

按照土地征用面积每年每户给
予补偿，还组织集中种植蓝莓、
金银花等高产值作物，“现如今
环境更好了、收入更高了”。

2017 年 6 月，天津市正式与
河北省签订了《关于引滦入津上
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根
据《协议》内容，2016 年至 2018
年，河北省、天津市各出资3亿元
共同设立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
生态补偿资金，专项用于引滦入
津水污染防治工作。此后，津冀
两地还将持续探索流域治理的
区域协同新模式。

30多年过去，南水北调等多
重引水工程的实施，滦河水已不
再是天津唯一的用水来源，但引
滦精神及其区域协同的治理经
验，在津冀人民心中，是一笔珍
贵而永久的财富。

（据新华社）

（评论版欢迎投稿，已发稿的作者请联
系本报编辑部领取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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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术高超，两市民顽疾被他轻松“化解”

3 月 26 日上午是王大海医生
坐诊的日子，记者上午快 11 点钟
来到千金中医馆时，在诊室外排队
候诊的市民仍然有很多。“记者同
志不好意思，为了不影响这些病人
看病，我只能中午和你聊了。”

记者等待期间，随机采访了两
名病人。

来自长沙的刘嗲嗲今年 75
岁，他被慢性咽喉炎困扰了 20 多
年，此前不仅每天干咳，夜里还经
常咳醒，严重影响了睡眠质量，体
质也变得不好。“我以前看过多名
医生，吃了不少消炎药都没有效
果，几乎已经放弃了治疗，去年听
株洲的亲戚说起，便来找王教授看
病。”刘嗲嗲说，王教授把脉后，说
是因为肾虚火引起，为他开了方，
服了近一个月中药治疗。“我吃完
药后，效果非常好，现在咽喉已经
很少发炎了，王教授不仅医术高
超，每次对待病人的态度也很好，
我非常信赖他。”刘嗲嗲说，他这几
天耳朵又不太舒服，所以特地从长
沙赶来找他看病。

2年前，家住天元区的吴女士
开始失眠，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
时，睡眠质量也差，导致气色和精
神都比较差。“我看了别的医院医
生，还尝试睡前喝红酒、用助眠香
薰，效果都不行，后来实在没办法
了，还到医院开了安眠药。”吴女士
说，不过安眠药有依赖性，也不能
长期服用，她经人介绍，一个月前
找到王教授求治。“王教授为我诊
查后，说我是更年期气血不足导致
的顽固性失眠，为我中药治疗了一
个月。”吴女士说，药的效果很不
错，她现在的睡眠已经基本恢复正
常，她今天特地来找王教授开个方
巩固一下。

到了中午 12 点半，还有三位
病人在排队等候，虽然早已过了下
班时间，但王教授还是耐心细致地
看完了最后三名病人。记者问王
教授：“您每次坐诊都这样超时
吗？”“大都是这样，认真诊治每一
个病人是一个中医的本分！”王教
授回答。

最大的“享受”是看到病人解除病痛后的笑容

王大海介绍，抗日战争时期，他
爷爷本来是想学医的，但当时通讯
人才短缺，为了保家卫国，爷爷就学
了通讯专业，不得不放弃当医生的
理想。“我父亲年幼时在重庆得了一
次白喉，由于当时抗生素奇缺，虽然
还做了气管切开，但父亲随时都有
生命危险，幸亏当地一个名老中医
来到家中，父亲才保住了命。”

“爷爷从小就教我读‘四书五
经’，还特地跟我聊起父亲得病的
事，说中医药是中国的传统瑰宝，
应当发扬光大。高考填志愿，我填
了三个中医院校。”王大海教授说。

王大海教授说，这些年，他铭
记熊继柏、田道法等老一辈中医大
师的教诲，一直在努力学习。“我平
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家里有两

个书房，藏书 2800 多册。”王大海
教授说，除开中医药方面的书籍，
他喜欢看中国古典文学，在家时还
经常练习书法，不断充实自己的学
识和素养。

记者发现，在王大海教授的诊
室墙上，挂有一幅写有“百草留芳”
的书法作品。“这幅作品是我自己
写的，百草代表中医药，我希望中
医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永远造福
百姓。”

王大海教授说，他从医这么多
年，虽然一直很辛苦，但同时也很

“享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享
受’不是金钱和名声，而是看到病
人在解除病痛后的笑容，这是作为
一名医生内心最大的幸福感和满
足感。”

王大海，男，中医学教授、中医主任医师、中
医学博士，湖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千
金药业集团千金国医馆首席专家，千金国医馆
首任馆长，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入室受训于著名中医专家、国医大师熊继
柏教授和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田道法教授。历
经受教于方药中、吴咸中、谭敬书、蔡福养、郑万
山、焦树德、邓铁涛等老一辈中医大师。2011
年，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统考，遴选为全国
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对象，2016年经严格审
查，被授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称号。

2009 年入选湖南省“121 人才工程”，2010
年被株洲市政府授予“首届十大科技领军人才”
称号，现为湖南省中医高级职称和中医科研项
目专家团成员，湖南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宣讲团
专家组成员，株洲市学术技术带头人。主持或
参与国家级、省级、厅级科研项目11 项，获省、
市科技进步奖5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主攻中医疑难杂证，对内科杂证、中医儿
科、妇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均有深入研究。王
大海教授深研经典，师众前辈，长年临证，勤于
提炼，追求精进，其擅涉广，涵括中医内、外、妇、
儿、五官司、肿瘤诸症。

坐诊时间：株洲市芦淞区千金健康城千金
中医馆每周二、周日上午

咨询电话：0731-28248688

名医档案

“聚焦株洲好中医”栏目由株洲
晚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华夏
神农中医研究院和株洲中医学会理
事单位联合主办，旨在造福患者、减
轻痛苦，希望被疾病折磨的市民花最
少的钱，得到最佳的疗效。我们这次
的系列宣传报道，只为了寻找那些有
“拿手绝活”的基层中医，每个患者自
述治愈情况，都是记者一线采访的真
实呈现。同时我们向全株洲征集好
中医，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推荐。

→→入选门槛：
1、拥有行医资格证。
2、行医时间超过二十年。
3、在业内外有良好的口碑。
联系人：唐翔
电话：13873328648

▲王大海正在为患者把脉 摄影 刘震

父亲年幼被中医挽救，他由此向往中医之路
王大海教授——“病人病痛消除后，他们的笑容是我最大幸福”

主办单位：株洲晚报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华夏神农中医研究院
株洲中医学会理事单位

记者：你心中好中
医的标准是什么？

王大海教授：熊继柏和田
道法两位恩师对我说过，好中
医的标准很高，要想做一名好
中医，须要一辈子的修炼。我
认为好中医的标准是“五高”：
一是高尚的医德；二是高深的
理论；三是高超的技术；四是高
门诊量；五是高雅的传统文化
素养。

记者：怎样才能成
为一名好中医？

王大海教授：第一要终身
学习、不能懒惰；第二要拜“明
师”（明白的意思），少走弯路。
只有先成为“明医”才能变成

“名医”；第三要勤于实践，熟能
生巧。

记者：你为什么选
择千金中医馆坐诊？

王大海：千金药业是一家
国有上市企业，信誉度高，也是
一家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企业，
这家企业开办的千金中医馆不
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了拓
展发展领域，特别是近两年推
行千金经营方式，管理越来越
规范。走医药融合之路推动中
医药发展，这与我个人的情怀
是一致的。

（记者 刘玺）

“五高”
是好中医的标准

对话

▲摄影 刘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