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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老人写诗庆“七一”

就诊“一卡通”看病更便捷

□李小将

根据《漯河市医疗健康
便民服务“一卡通”建设应
用方案》的要求，7月1日
起，我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开展推广使用“一卡通”
行动。（详见今日《漯河日
报》6版《我市二级及以上
医院 在全省率先实现“一
卡通”就诊》）

生活中，市民看病就医
离不开就诊卡。医院推行就
诊卡，既方便了医生，又方
便了病人，在优化就诊流程
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对市民来说，不可
能每次都到同一家医院看
病，拿着这家医院的就诊
卡在其他医院无法使用，
以至于患者每到一家医院
都要办一张就诊卡。有媒
体报道，有的患者手中仅
就诊卡就有十多张。医院
就诊卡“各自为政”，不仅
增加了患者持卡的不便，
而且造成了多方面资源浪
费 ， 群 众 对 就 诊 “ 一 卡
通”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早在2018年4月，国务
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促
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
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

“加快建设基础资源信息数

据库，完善全员人口、电子
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数据
库”，“三级医院要在 2020
年前实现院内医疗服务信息
互通共享，有条件的医院要
尽快实现”。因此，就诊

“一卡通”已成为医疗机构
的发展趋势。

我市出台《漯河市医疗
健康便民服务“一卡通”建
设应用方案》，从 7 月 1 日
起，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 实 现 患 者 就 诊 “ 一 卡
通”，逐步取消医院内部自
制就诊卡，用社保卡、身份
证、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
卡替代，既方便了群众看
病，也有利于推动医疗机构
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因此，
实行就诊“一卡通”，通的
不仅仅是一张卡，通的更是
民意，温暖的是民心。

最后，推广使用就诊
“一卡通”后，市民之前办
理的就诊卡该怎么处理？就
诊卡里剩余的钱怎么办？对
于以上问题，有关部门应有
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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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通到英张村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有了公交车，俺以后
出 门 方 便 多 了 ！” 6 月 30
日，郾城区淞江街道英张村
村民高兴地说。

当天，市科协派驻英张
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晓宇和英
张村村民一起来到市公交集
团有限公司，向工作人员送
上一面写着“公交新线进乡
村 竭诚服务助脱贫”的锦
旗，以感谢市公交集团倾听
民意，优化公交线路，解决了
英张村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英张村位于太白山路以
东，107国道以西，龙江路
以南，淞江路以北。全村共
有427户2173人，该村虽然
离市区不远，但常年不通公
交车，村民出行极不方便。

张晓宇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及时向市科协领导进行
汇报。在 112路新线路开通
前，市科协积极与市公交集
团进行对接。经过多次沟通
协调，市公交集团对原 112
线路微调，将线路延伸到英
张村，彻底解决了英张村常
年不通公交车的难题。

残疾人发明假肢获专利

6月29日，郾城区市场发展服务中心综合股组织志愿者，对淞江
路市食品批发市场的垃圾和杂草进行清理。 本报记者 齐 放 摄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七月一日是一座厚重的里
程碑，寄托着亿万人民的求索和
梦想；七月一日是一首气势磅礴
的交响乐，演绎着中国人民胜利
的乐章；七月一日是一艘沉稳的
航母，满载着丰收的成果乘风破
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之际，我市 74 岁老人马文
创作了一首 《“七一”颂歌》，

表达对党的热爱和忠诚。
马文家住市区黄河路一小

区，年轻时喜欢写作，退休后致
力于文学创作，写出了《台北知
府陈星聚传奇》等四部长篇小说
和大量诗歌、散文。1985年，马
文加入中国共产党。30多年的党
员生活，让他对党有着无限的热
爱和深厚的情感。

谈起《“七一”颂歌》，马文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幸亏

有各级党委和政府把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组织各
方力量投入抗疫，有力保护了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 如 今 ，我 们 生 活 基 本 回 归 正
常。但经历这次疫情，让我更加
爱国、爱党了。99 年来，党走过
的艰苦岁月和光辉历程，时时回
荡在心间，所以就在‘七一’前
夕，创作了这首诗歌，表达自己
的心情。”马文说。

□本报记者 王艳彬

“我发明的假肢走路很灵
活！”6月 29日，在郾城区孟庙
镇文明路路边修鞋的 70 岁残疾
人赵景山，一边拿着他获得的国
家专利证书，一边向记者演示他
发明的假肢。

32年前，赵景山在山西太原
遭遇交通事故，左腿从大腿处截
肢。

出院后，赵景山回到老家阴
阳赵镇阴西村。失去了劳动能
力，没有收入来源，妻子和他离
了婚。

打击之下，赵景山觉得不能
颓废下去。“闺女儿子还要靠我
养活呢！”赵景山擦干眼泪，靠
修鞋贴补家用。

赵景山第一个假肢的小腿部
位是木头做的。“当时我戴上非
常沉，膝盖那不能打弯。”于
是，赵景山每天晚上修鞋回来

后，就开始研究假肢。他把假肢
小腿木头部分换成了铁片，虽然
比木头稍微轻了一点，但是膝盖
同样不能打弯。

因为生活窘迫，市残联先后
免费给赵景山适配了两个假肢。
两个假肢用坏后，赵景山决定自
己制作假肢。

“通过这么多年戴假肢的经
历，我非常了解假肢需要解决大
腿不透气、膝盖不能打弯和减轻
假肢重量等问题。”赵景山购买
了切割机、打磨机等机器。每当
修鞋空闲时，他就慢慢研究如何
攻克这些难题。

为解决假肢大腿处不透气问
题，他将大腿处改成 4根钢管；
为解决假肢太重问题，他将钢管
在能够承受身体重量的前提下，
改成细钢管。

“当膝盖不能打弯时，如果
脚碰到一个东西，或者上坡、下
坡的时候都容易摔倒。”这个问

题一直困扰着赵景山。
有一天，他看到一把折叠的

水果刀，就反复地把水果刀折
叠、伸直，并从中获得启发。

“我利用这个原理，可以
让膝盖弯曲、伸直！”他立即
改进假肢膝盖，加装了锁扣部
分。当假肢伸直时，锁扣就会
自动上锁，将大腿、小腿连城
一 条 直 线 。 当 膝 盖 需 要 弯 曲
时，只需把小腿向上提一点，
锁扣自动解锁，膝盖就可以弯
曲了。“解决了这些问题，我
的假肢走起路来很稳，还很方
便。”赵景山决定将他的发明
申请专利。

去年 6月，经过国家知识产
权局审查，给赵景山颁发了实用
新型专利证书。

“下一步，我想让我发明的
假肢能够得到推广，让更多的残
疾人用上假肢，安安稳稳地走
路。”赵景山说。

6月30日，市区湘江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南300米路西两棵行道
树倒伏，影响行人正常通行。截至当天下午5点20分记者发稿时，一
直没人清理。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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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从来不是居高临下
的，而是平等的、温暖的、
体贴的。有时它是一个举
动，有时也是化解尴尬和窘
迫的一句话。有时候，生活
中的善良，并不是一定要做
点什么大事，就是多为别人
着想一点，多在行动上照顾
别人一点。真正的善良，是

让身边的人感到一切如常，
不张扬，但又恰好温暖。

——人生感悟

很多人喜欢回忆以往的
成绩，总说当年的自己如何
如何。可是，过去的辉煌只
能代表过去，如果一味沉浸
其中，只会荒废了现在。人
生没有彩排，利用好当下的
时间潜心努力，才会拥有更
好的将来。

——生活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