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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内丘

（扁鹊）

医祖扁鹊封地在内丘，护佑中
华民族两千五百年，薪火不息。扁
鹊医院在内丘，造福一方百姓，风
雨四十载，方兴未艾。扁鹊医院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为邢台市
中医系统首家二级甲等医院，在内
丘老百姓心目中，那也是传奇一
般的存在。

七零前的人，应该都还记得，
在内丘县城老十字街北小街路东
侧，有一个小院（仅 985 平米）便
是“扁鹊针灸医院”，创建于
1984 年 2 月。说创建，是因为建
国后，内丘县没有公立中医医疗机
构，只在县城和较大村镇有几家私
立小型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铺。
1980 年，县人民医院设立中医科。
这个“扁鹊针灸医院”就是在县人
民医院中医科基础上成立的，为县
财政全额拨款科级事业单位，共有
医务人员 20 余名。

同时，也是河北省第一家以扁

鹊命名的医疗机构。八十年代，在
那个狭隘的空间里，矗立着一座古
色古香的“扁鹊馆”，里面住着一
位满口普通话的白大褂儿医生，被
那代人所津津乐道。

到 1988 年，医疗改革大潮把
医疗行业推向市场，也把内丘中医
院推上发展快车道。一是报请省、
地有关部门同意，将内丘县扁鹊针
灸医院更名为内邱县中医院；1989
年 11 月，与城关卫生院合并，两
处应诊，时全院工作人员达到 83
人。1991 年，在胜利路东端路北
（原城关卫生院旧址）建三层门诊
楼一幢，约 1100 平方米，开设临
床科室 14个。

1992 年春，筹建三层病房楼，
当年竣工。病床达到 100 张，发展
成为以中医中药为主的综合性县级
中医院。1995 年，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审定通过内丘县中医院为“二
级甲等中医院”，成为邢台市各家
中医院中首家“二级甲等中医
院”。

1988 到 2008 年，是内丘中医
院开拓进取的二十年，多少患者在
这座仿古建筑院落里，沉疴顿愈，
转危为安。内丘中医药的服务态
度、医德、医风在内丘乃至周边地
区百姓心中留下良好的口碑。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壮大中医
事业，2004 年 4 月，中医院在康
庄西路完成征地 50 亩；2006 年
2 月，县中医院整体迁建工程开
工，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门诊、
病房楼建筑面积达 13200 平方米。

2008 年 5 月，县中医院整体搬迁
至康庄西路北侧。由此，一座中西
合璧、典雅漂亮的全新的中医院，
在内丘人民面前，拔地而起，极大
改善了办医、就医条件。

时光流逝，岁月如歌。中医院
迁至现在这个地方，弹指一挥间，
匆匆又是十多年，现在的中医药今
非昔比，2013 年通过二甲复审，
已然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
研、急救、保健为一体的中西医结
合的二级甲等中医院。目前，共有
干部职工 287 人，正高职称 6
人，副高级职称 17 人，中级职称
67 人。教授常年应诊，建有河
北省首个国医大师李士懋地方工作
室，并与北京中医医院等建立协作
医院关系，有全国基层名老中医郑
淑均工作室，设有 20 余个临床科
室，开放床位 350 余张。他们高举
扁鹊这杆大旗，始终坚持“中医有
特色，西医不落后”的办医思路，
发扬持之以恒、奋发有为的团队精
神，疼痛科、皮肤科、糖尿病科等
特色科室，快速成长，成绩卓然。
获得河北省示范中医院、全国百姓
放心示范医院等光荣称号，更可贵
的是，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今年是扁鹊医院创建四十周
年。两次迁建，三易其址。四十
年，内丘扁鹊医院的发展史，也
是扁鹊精神在内丘大地的传承发扬
史，一直都是邢台市中医系统的典
型示范。

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
年农村做点小生意一律被说成资本
主义尾巴。谁追求吃喝想过好日子
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
社会上充斥着越穷越革命的观点。
从县委县政府到公社是明令禁止
的，是要遭到打击的。

我村女子嫁到邻村，丈夫得肝
炎，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没钱买
药。就让妻子省吃俭用，用不多的
白面烙成烧饼，到集市上去卖，以
换取买药钱。我亲眼看到，在集市

擓上其女儿 着篮子在集市大街卖烧
饼。突然被市管会（现在工商局前
身）人员发现，夺取烧饼篮子，把
烧饼掰成碎块，狠狠地说：“拿回
家让你爹吃吧！”周围不怀好意的
人们有的还耻笑这可怜的姑娘。听
话音被市管会发现不是一次了。闺
女看着掰碎的烧饼，伤心痛苦的哭
声让周围善良的人群无不同情可
怜，但谁也帮不上她。后来听说闺
女不再卖烧饼了，她母亲把篮子放

到集市熟人家里，在怀里甚至裤腰
里揣几个烧饼，在集市上偷偷用胳
臂轻轻撞一下行人，小声问：“吃
烧饼吗？”客人如果想买，她就从
怀里或裤腰里掏出俩烧饼塞进客人
兜里。那时候生活普遍拮据，人也
不讲究，拿到还带着体温的烧饼也
不嫌弃，就大口吃起来。因为市管
会经常检查打击，集市上没有饭馆
卖吃的。

相邻一个村子，自古商品意识
强，早年间村里好多人做生意。但
在抑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年代，
这个村子都不敢越界。但是村民另
辟蹊径，在自留地菜园里种下几畦
韭菜，一茬一茬卖韭菜挣点零花
钱。我依稀记得当年在周边村早晨
起来沿街叫卖韭菜的几乎都是这个
村里人。还记得这个村一家人会做
醋，两个上小学的一男一女抬着一
罐子醋串村叫卖。记得当年张春桥
写了一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
政》在全国发表，全国上下迅速掀

起讨伐资本主义、讨伐资产阶级的
热潮。在农村就是要全面不留任何
死角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铲除一切
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认为私人经
营小商品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萌
芽。小商小贩不行，卖蔬菜也不
行。种韭菜只能自己吃，不许买
卖，认为商品生产就会滋生资本主
义。我记得当年公社党委开大会，
狠批痛斥资本主义，要把旮旮旯旯
的资本主义尾巴铲除掉。要求各村
迅速行动起来，割掉可能滋生资本
主义的尾巴 （铲除一切小生意）。
我记得卖韭菜的邻村村干部不忍心
把群众的韭菜刨掉，那是村民买油
盐酱醋零花钱的唯一来源。村干部
行动迟缓，被公社严厉批评。公社
武装部组织其他村基干民兵到这个
村，强行把村里一畦畦韭菜连根刨
掉，扔的村口路上到处都是韭菜
根。当时的政治大气候让村里人看
见却敢怒不敢言，只能偷偷地伤心
难过，无可奈何。

我本家一个爷爷，也是有经商
意识。他早年间喜欢鼓捣修理自行
车，常常用很便宜的价格购买废旧
自行车，积攒了好多自行车零部
件。每逢过集过庙会，他就摆开摊
子修理自行车。当年自行车型号比
较单一，农村人们大多买不起新自
行车，也没机会买新的。那时候国
家物资奇缺，买新车是要票的，只
有有权利的国家工作人员才能买新
自行车。老百姓都是骑旧自行车，
常常出问题，买新零件价格贵，还
需要到县城五金公司，没熟人也是
买不到。所以，村民就到我那个爷
爷的摊子，几乎都能找到需要的配
件，他都能给你修理好。在割资本
主义尾巴的日子里，村里民兵先后
强行搜查没收他家两次，一个配件
也不留。后来社会上割资本主义尾
巴的风声稍一缓和，没多久，他又
搜集来不少自行车废旧零件，他不
敢在集市庙会摆摊了，人们自行车
坏了就去他家找他修理。

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上
级管得紧了，人们就停下来，上级
稍一松懈，人们做生意的手段就像
野草，纷纷发芽，很快风长出来。
你打击，我收敛，你放松，我接着
干。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别怕生意
小，挣了一毛是一毛。

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好政
策，不仅放开搞活市场，允许鼓励
人们做生意挣钱，还提供贷款大力
支持人们经商办企业。新闻媒体也
写文章鼓励人们尽快致富，为万元
户歌功颂德。农村人纷纷发挥自己
的特长做生意，被长期压抑的心情
得到充分释放。人们买拖拉机赶集
赶庙会卖布、搞运输、办养鸡场、
养猪场、养兔场。国家解禁了人们
经商做生意的绳索，释放出人们的
聪明才智赚钱。自上世纪 80 年代
后，实行联产承包，棉花粮食大丰
收。老百姓很快手里有钱了，释放
很大的购买力，极大促进国家轻工
业发展。农民纷纷购买崭新的自行
车、缝纫机、电视机、拖拉机。一
座座老房子拆掉盖新房，甚至二层
小楼纷纷在农村出现。多年娶不上
媳妇的光棍也纷纷结婚成家。在特
殊年代里，生活贫穷、家庭成分不
好的年轻人，大多娶不上媳妇，为
了娶媳妇延续后代，农村曾出现
“换亲、甚至转亲等独特怪现象。”
人们的衣服再不是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了，人们的服装跟
着城里人赶时髦，体恤衫、牛仔
裤、喇叭裤，墨镜皮鞋人人有。农
民的日子如蒸蒸日上的旭日节节
高，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
韩双年

（二）连 翘

（三）王不留行

（一）枣 仁

李瑞芳

有这样一种人，总能找到合适
的词语去赞美别人，不酸不涩，让
人心里暖暖的！这种赞美源于真
诚，源于善良的心。

老家邻居张大婶是从小看着我

长大的，我也是看着她变老的。从
记事起，张大婶见了总是“心肝宝
贝”的叫着，“小宝贝又长高了”
“乖，真是有礼貌，你妈怎么把你
教育的”“学习这么好，长大肯定

有出息”，张婶的赞美总是让我那
么开心，我也觉得自己真的很优
秀，真的就是她的“心肝宝贝”。

慢慢我发现，张婶对谁都是这
样亲切的赞美，对调皮捣蛋的孩子

她会摸着小脑袋乐呵呵的夸着“这
孩子心眼活泛，将来能当大老板”，
对于干活邋遢的人，她会说“慢工
出细活，比马虎做出来的活道就是
要好！”众人眼中的缺点到了张婶
眼里就变成了优点，大家伙都愿意
跟她聊聊天拉拉家常。

后来调皮捣蛋的真的成了大老
板，干活邋遢的做出的活细致精

巧，大家在张婶的赞美声里追寻着
完美！张婶老了，孩子似乎更多
了，过年过节，外地回来的总要去
看看张婶，给她讲讲外面的世界，
也听听她的赞美，暖暖的！

张婶的赞美暖着人的心窝，激
人奋进，在赞美声里，透着人性的
光辉，还有朴素的善良。（石榴）

———《野步》清·赵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