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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
芳 通讯员/宋玺） 7月18日，在国务院
启动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三周年之际，
2022 年健康中国发展大会在北京举
行。此次大会邀请了全国十家医院院长
进行“健康中国 医者先行”对话访谈，株
洲市中心医院受邀参加此次会议，院长
蔡安烈受邀分享该院在健康中国行动中
的经验做法，同时参加成果展示。

会议现场举行了“健康中国行动主
题成果展”，全国受邀展示的60家医院
中，株洲市中心医院成果展示摆在主会
场入口第一位，受到全国兄弟医院及各
级领导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蔡安烈介绍，株洲位于湖南东部、
湘江之滨，是推动长株潭区域、湘赣边
区域发展的重要城市，是全国首批公立
医院改革试点城市，改革成效多次获国
务院好评。

2019年度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中，中心医院在全国 2413 家参评
医院中脱颖而出，考评等级进入 A 级，
位列全国第 181 名，湖南省第一方阵，
湖南省三级公立综合医院第7名。

近几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市卫健委的指导下，作为全国首
批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单
位、全省首家挂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附属医院的市州级医疗机构、株洲地区
唯一一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株洲市级
医疗中心，株洲市中心医院一直在行
动，推动学科发展、科教协同、创新服
务、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为建设“制造
名城、幸福株洲”做好健康支撑。

助力健康株洲，中心医院一直在行动
中心医院院长蔡安烈在2022年健康中国发展大会上分享经验

学科发展
通过学科建设抓机遇促融合，学科建设实行三

纵三横战略。打造了“三纵”梯队，即：领军学科、高
原建峰，强势学科、发展升级，基础学科、扶强帮弱；
推进了“三横”联合，即：省内对接湘雅合作、国内借
力北上广名院、国际携手TEMC。

科教协同
2021年，医院发表SCI论文71篇（近5年，140

余篇）。医院2个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实
现了株洲卫生行业国家自然科学“零”的突破。
2022年省自然项目结果公布，中心医院稳居全省医
院第一方阵，地市级医院项目数量第一。

创新服务
在全省卫生系统率先打造“一站式”服务中

心。在全省第一批启动互联网医院。率先在全市
开设夜间门诊，建设民医工作室。

疫情防控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医院干部职工挺身而

出、敢于担当，彰显了“硬核”的医疗湘军风采，在
“赴黄冈、援吉林、战渌口、守本土”的战场上，创造
佳话，获国家卫健委好评。

区域中心创建
发挥优势、抢抓机遇，以一域优势之光为全局

添彩。中心医院始终把守“健康湖南”东大门，分
别与醴陵、茶陵、炎陵等医院构建10余个医联体，
并帮助打造县域医疗集团，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到乡镇卫生院，打造“湘赣边健康集市”。其中，通
过两轮全面合作，炎陵县人民医院业务量实现翻
番患者外转率持续下降，较合作前下降 24.05%，
县域内患者就诊率可达91.8%。

自2018年起，医院定期开展大内科疑难病例
讨论会，目前已坚持4 年多共26期。全国罕见病
诊疗工作会上公示的罕见病病例登记情况中，医
院在西南六省的几百家三甲医院中排名前 30
强。今年6月，省卫生健康委同意医院设立“湘赣
边区域罕见病诊治中心”。

蔡安烈表示，让老百姓花小钱，看大病，治好
病，需要公立医院的勇气与担当，需要学科建设的
守正和创新，发挥区位优势、聚力区域合作，打造
湘赣边区域综合类医疗中心，这是作为市级医疗
中心应有的担当，医院将坚守区域医疗健康主阵
地。助力健康株洲，助力健康中国，株洲市中心医
院一直在行动。

▲健康中国发展大会现场。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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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直播系列活动由吐鲁番市人民政
府、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湖南衣选网络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吽吽火火文化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共同举办。近年来，湖
南援疆前方指挥部致力于打通湘疆两地多
种销售渠道，构建立足湖南、辐射全国的销
售体系，实现市场援疆、科技援疆、智慧兴
疆，树立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援疆标杆。

7 月 24 日下午 6 时，在“衣哥”千里援
疆公益直播助农专场活动中，湖南省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吐鲁番市委副书记、湖南省
援疆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刘中杰走进“衣哥”
直播间，向全国网友推介新疆特色农产品，
为哈密瓜、葡萄干等地标性产品代言。

“新疆日照充足，哈密瓜、葡萄、杏子都
是我们的优势特色农产品，希望大家多多
支持新疆的瓜果……”刘中杰在镜头前卖

力为新疆农产品“打 Call”，让不少网友购
买热情高涨。粉丝们纷纷表示：“新疆的哈
密瓜好吃”、“看着就很不错”，更有粉丝留
言，“这位领导太可爱了，已经购买，支持公
益!”直播间的粉丝不断增加，评论区热度
不断刷新，网友们的购物热情也被点燃，纷
纷购买，产品不断被抢光，加库存。

助农直播中，“衣哥”在直播间做起了
新疆美食品鉴师：在葡萄架的背景下，“衣
哥”一边吃葡萄、一边给大家介绍味道和产
地。镜头在食物的特写和直播间桌面不断
切换，小小直播间俨然变成了大型美食会。

据了解，“衣哥”直播间开播 3.5 小时，
平均在线人数达到 9.85 万人次，销售哈密
瓜、葡萄、驼奶、红枸杞等农产品 15.92 万
件，成交金额达1021万余元。

株洲带货“天团”助力新疆特产销往全国

3.5小时 成交金额超1000万元

▲7月24日，“衣哥”在直播间介绍新疆当地农产品。
记者/杨凌凌 摄

工作组进驻社区
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通讯员/
彭珍楠）7月22日，在天元区市场监管局第3工作队
的帮助下，天元区大湖塘社区城中村的背街小巷，迎
来了路灯。晚上，这些收集了一天太阳能的发电板，
将持续输出电源，照亮居民回家路。

大湖塘社区城中村共有高山组、汗塘组、粉厂组
三个居民小组，现有住户 1100 余人。几年前，为解
决城中村夜间出行问题，该区域各主路安装了35盏
太阳能路灯，但背街小巷照明问题因资金原因一直
搁置。

今年3月，天元区启动机关干部进小区活动，天
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派出9名队员，分3个工作组
分别进驻大湖塘社区邮政新村、大湖塘一村和城中
村，其中第3组负责城中村。“进驻之后，天元区市场
监管局的同志经常走街串巷查问题、访情况，制定了
问题清单。”大湖塘社区党委书记杨沅珍说。

此次背街小巷的路灯安装，正是工作组在走访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10多条背街小巷，工作组成员
来回走，定点位，定数量。”工作组的较真，让粉厂组
小组长刘世军和居民们感动不已。

截至目前，工作组进驻社区已4月有余，一批小
区陈年累积的问题得到解决。上个月，针对城中村
电线电缆杂乱无章，安全隐患问题突出的现状，第 3
工作组立即联系了天元区线缆整治组，对现有电缆
进行检修并捆扎处理；得知邮政新村陈年建筑垃圾
无人清理，工作队租来大卡车，发动志愿者将小区来
了个大扫除。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城中村一月一变化，变得
敞亮整洁起来。”杨沅珍说。

本报讯（株洲晚报
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
讯员/罗金鹏）7 月 24
日，“情系富民兴疆·百
味疆品入湘”援疆助农
大型直播系列活动在吐
鲁番市葡萄沟景区启
动。株洲爱心企业家、
抖音头部带货主播“衣
哥”应邀开设公益直播
专场，推广新疆的助农
产品。开播仅3个半小
时，成交金额超10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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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眼光老辣，会
识人用人，手下能人无数，却在为女儿择婿
上，连栽了四个跟头，其中一个跟头还是栽在
株洲女婿身上，导致他的长女曾纪静，年仅
29岁就撒手人寰。

根据《石塘山袁氏六修族谱》记载，株洲
知名藏书家袁芳瑛的儿子袁榆生，娶了曾国
藩的长女曾纪静。

据说，曾国藩在翰林院当差的时候，跟袁
芳瑛关系十分要好，他常到袁芳瑛家里去拜
访。那时袁榆生才六七岁，曾国藩见他乖巧机
灵，他爹袁芳瑛又是个正人君子，博雅好学，他
教出来的儿子肯定错不了。所以在曾纪静才
六岁的时候，两家就为这一对儿女定了亲。

岂料世事常不如人愿。袁芳瑛教子无
方，对儿子过于娇纵，长大之后还不服管教。
等到袁芳瑛去世后，更是每天撒欢放荡、饮酒
作乐，后来竟然负债累累，便卖父亲的藏书。

袁芳瑛死时，曾纪静十八岁了，还没有成
婚。曾国藩已经听说这位准女婿品格堪忧。
但是曾国藩为了不负死去的老友，更为了自
己的名声考虑，怕世人认为位高权重的自己
嫌贫爱富，他还是在曾纪静 20 岁的时候，将
女儿嫁给了袁家。

袁榆生结婚之前，就已经瞒着曾家娶了
小妾，曾纪静进门之后，才发现家里已经有人
捷足先登了。加上曾纪静年纪轻轻就严肃古
板，和袁榆生这个花花公子气味不合，夫妻感
情极为冷淡，初为人妇的曾纪静，整天无精打
采、生活苦闷，一直没有怀孕。

同治二年，曾国藩把大女婿女儿两人接
到了自己身边，以便亲自教诫大女婿。一开

始，曾国藩认为袁榆生的最大问题不过是不
愿读书，所以给他找来好老师，谁知这个从小
在书堆中长大的书痴之子，根本就不喜欢读
书。

曾国藩是一个开明的人，讲究“经世致
用”，既然袁榆生生性外向不喜欢读书，愿意
与人打交道，就把他安排到徐州粮台，让他经
理湘军粮饷。

然而袁榆生到了徐州不久，就大肆招嫖，
还仗着总督女婿的身份横行霸道，欺压百姓，
这把曾国藩气得够呛。曾国藩没有直接责罚
自己的女婿，而是严厉责打女婿的家丁，还把
妓女抓了起来，袁榆生觉得脸上挂不住，于当
日夜晚吞服鸦片自尽，好在最终被抢救过来，
没闹出人命。

风波过后，经过曾纪静耐心解劝，袁榆生
向岳父谢罪，表示“愿图自新”，算是给了曾国
藩一个面子。曾国藩才稍微心安。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第二年，也
就是同治五年，袁榆生在徐州粮台又出了事，
他贪污挪用公款六百两用来挥霍。一贯以清
廉自持的曾国藩，怎么会允许自己家里人贪
污，于是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的家书中，宣布
和袁榆生断绝关系。

曾国藩虽然不认这个女婿，但是女儿却
仍然是人家的儿媳，还是要送到人家家里，去
尽“妇道”。曾纪静只好流着眼泪回到夫家，
在袁家人的敌意与冷漠中度日。

吊儿郎当的丈夫经常不在家，回到家后
也是直接钻进小妾房间，对她从来不理不睬。
袁家的其他人对曾纪静也是阴阳怪气。在痛
苦中，曾纪静一封又一封地给长兄写信，要求
回娘家。曾纪泽不敢自己做主，只能请示父
亲，曾国藩却要求女儿守妇道，不许回娘家。

在回到袁家四年之后，曾纪静抑郁而终，
结束了二十九年短短的一生。

武侠小说家金庸笔下为何有数个不省心
的表哥？有网友针对此形象做了另类挖掘，
居然发现金庸有一个同样大名鼎鼎的表哥
——徐志摩。这一“发现”立刻惊呆了网友，
不少网友吐槽，表示明白了金庸笔下的表哥
为何个个都是高富帅、负心汉！在网友继续
深挖之下，发现原来金庸姻亲血亲中的亲戚
名人还有钱学森、穆旦、琼瑶、蒋百里等，细究
近现代不少名门望族的族谱，发现不少我们
耳熟能详的名人居然都是亲戚。

金庸先生出生于浙江海宁名门望族查
家，海宁博物馆地方史研究者吴德建曾参与
修订了最新一版查氏家谱，这套家谱足足有
6卷本，查家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
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
进入近现代，查家还出现过实业家查济民，教
育家查良钊，九叶派代表诗人、翻译家诗人查
良铮（穆旦）。其中，查济民曾于1992年担任
首届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因此荣获了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除了这些查姓名流外，令网友们惊叹的
是，原来金庸族谱旁系姻亲关系中还出现了
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除了穆旦是金庸的堂
哥之外，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
庸是徐志摩表弟，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了琼
瑶的三舅袁行云，钱学森的岳父、保定军校校
长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和金庸是同宗姑
侄，所以蒋英是金庸的表姐，而蒋百里的副官
居然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而我国著名的
古建筑“纠偏大师”曹时中是金庸的妹夫，已
过世的北京德云社演员张文良本名叫查良
燮，是金庸的亲叔伯兄弟。

但金庸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徐志摩去世
早，和他接触不多，小时候，金庸跟母亲回徐
家，见过这位才华横溢的表哥。当时徐志摩
已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剑桥大学写的《再别康
桥》一诗已脍炙人口。

而至于穆旦，由于金庸出于海宁查家，而
穆旦出于天津查家，据说,两人终生未曾谋
面。 （摘编自《广州日报》）

一字之师指改正一个字的老师，多用于
改正别人诗文中的一个字，使诗文增色，而被
称为老师。

出自于宋·陶岳《五代史补》：“齐己作《早
梅》诗，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之句，
郑谷改‘数枝’为‘一枝’，齐己下拜，时人称郑
谷为一字师。”

齐己云游天下的时候，曾拿他的诗作《早
梅》向诗人郑谷请教。

诗句是：“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

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风递幽香出，禽窥素
艳来。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

郑谷阅读后，笑着说：“‘数枝’非早，不如
‘一枝’更佳”。

齐己听后，对郑谷肃然起敬，顶礼膜拜。
后来，这首诗流传开来，齐己和旁人都称

赞这个“一”字改得好，称赞郑谷是“一字
师”。后来，人们便引出了“一字之师”这个成
语，用来赞美改动一个字而使诗文生辉添色、
更加完美的人。 （本报综合）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20世纪50年代，
我国政府为了发展同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邻
近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提出的五项外交基
本原则。其表述几经斟酌，最后确定为：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3年12月，在同
印度政府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
谈判时，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6月，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缅甸期间，分
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后
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一般国
际关系的准则，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为推
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重大
贡献。

（摘编自《百年党史关键词》）

识人无数的曾国藩 识错了株洲女婿
温琳

一字之师

钱学森、徐志摩、琼瑶都与金庸是亲戚

陈洪绶作品
《荷花鸳鸯图》

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幼名莲
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
迟、悔迟，浙江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今浙江
省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人。明代著名书画
家、诗人。

画中为荷塘一角，芦苇丛生，清澈见底
的水面上，一对鸳鸯相伴而游，在它们上面
荷叶碧绿似伞，几朵红荷正绽吐芳菲。花鸟
画法工整细致，虚实相合。荷叶的脉络、荷
花的红丝及荷柄之上的细刺都描绘得极其
生动，而水波、水草、芦苇只以淡墨数笔勾染
而成。笔法虚实结合，使画面呈现一种空灵
润泽的感觉。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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