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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且议

台传媒通讯员郑梦媚文/摄

在仙居县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浙
东南院区）中医馆，有一间名医工作室，里面
装修很简单，但坐诊的专家却一点也不简单
——他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上海市
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吴焕淦。

这位从仙居大山里走出的岐黄学者，即
使长年在外工作，仍情系家乡，心怀故里，以

“医”技之长，服务家乡父老乡亲。

执着追求 传承中医

1966年，在仙居白塔，年仅 10岁的吴焕
淦经常跑到离家不远的一家医院找同学玩。
他回忆，同学的爷爷就在这家医院，“当时老
中医80多岁了，治病特别厉害。”有几次，他看
到求医的人来找老先生看病时垂头丧气，回去
时一身轻松，当时就觉得，中医真的很神奇。

吴焕淦说，除了知道“很有本事”的老先
生，堂兄也是医生，平素多有来往。15岁那年，
他还看到有支下乡医疗的部队医生用针灸治
疗耳鸣耳聋。正是从小被身边的人和事影响，
他对中医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后，他
也因此走上了学习从事中医之路。

在吴焕淦的办公室里，一直保存着一个
略显陈旧的黑色皮盒，里面是一份份保存完
好的老病历，上面标着“浙江中医学院”“杭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解放军杭州疗养院”等字
样，时间也大多定格在上世纪 80年代末期，
都是他在杭州读研期间收集的。

“那时每天骑车出门，夏天太阳很大，人
晒黑了，但身体强壮了。”吴焕淦开玩笑地说。
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对他来说，在杭州6年的
学习生涯，为他今后在中医针灸领域发展奠
定了基础。最初的梦想，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照
进现实。

吴焕淦始终坚信，想要发扬中医，除了自
身深耕，还要让更多人认识中医，了解中医。
他一直在为之努力，行医 38年，他已培养出

硕博士80余名，博士后5名，为中医领域源源
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很多人成为各省市中医
院校及附属医院的针灸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履职建言 为国为民

“多年前，一名 50多岁的硬皮病患者上
门求医。这是一种罕见病，知晓度不高，她奔
走多家医院却一直未能确诊。”吴焕淦说，“患
者的痛苦，深深地触动了我。”

罕见病是发病率低、病种繁多、症状严重
的一类疾病。一直以来，由于罕见病的特殊性
质，相关的诊疗工作主要由西医开展。在2020
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吴焕淦精心准备了一
个提案“进一步关注中医药干预罕见病”。

经过大量的调研，吴焕淦发现相较于西
医治疗，各界对中医药干预罕见病的支持和
宣传力度较低，罕见病培训工作也尚未覆盖
至中医药从业人员。吴焕淦说，“在对罕见病
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医师容易误诊。”

在走访多家医院和多位罕见病患者后，
吴焕淦发现在罕见病的诊疗过程中，患者、西
医、中医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和西医医
师对于中医治疗的知晓度较低。中医药方案
的推广程度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患者接
受治疗的机会，也减缓了中医本身在该领域
的发展速度。吴焕淦认为，在罕见病政策制定
方面，尤其在中医药已确定有疗效的病种上，
应引入中医药专家的意见。在病种付费、报销
比例等方面，进一步重视中医药对于罕见病
的干预作用。

“履职与行医，都要精益求精。”一直以
来，吴焕淦立足本职工作，积极参政议政、建
言献策，为弘扬我国传统中医事业，发挥了一

名政协委员应有的作用。

倾情奉献 回馈桑梓

“赤子从来亲故土，家乡永远最可爱。”作
为仙居走出去的乡贤，吴焕淦一直挂念家乡，
心怀故里，努力报效桑梓。

2022年8月10日，“吴焕淦岐黄学者工作
室”落户仙居县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浙
东南院区）。吴焕淦岐黄学者工作室团队成员
以不定期坐诊、门诊、学术讲座、疑难病例讨
论、接收人员进修等形式，到仙居开展帮扶活
动。吴焕淦表示，会将所学倾囊相授，加强科
室联建，发挥“传帮带”作用，致力于培养高层
次中医药人才，让仙居百姓在基层就能享受
到便捷优质的名中医服务。

“很多人去上海挂吴老师的专家号要300
块，还不一定能挂到。”仙居县人民医院（浙江
省人民医院浙东南院区）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应一说，现在，仙居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名医服务，而且挂号费只是上海的三分
之一。此外，吴焕淦还在全县招募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提供全免费治疗，目前已有15人接受
治疗。

吴焕淦不但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仙居
百姓，多年来，他还以自己的名望凝聚了在上
海的仙居人。2021年6月16日，在沪仙居籍人
才联谊会成立，吴焕淦担任会长，承担起联谊
会烦琐的组织协调工作，带领联谊会成员积
极反哺桑梓，助力家乡更好更快地发展。

“是医者，德技双馨，仁术济世；是师者，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学者，孜孜以求，精勤
不倦；是贤者，心系家乡，惠泽乡民。”这应该
是对吴焕淦最贴切的形容吧。

吴焕淦：“医”技之长哺乡亲
·台州最美乡贤““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人物名片

吴焕淦，仙居白塔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
医药大学首席教授、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
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国家中医药领军人才——岐黄学者、第五届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获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首届上海医学发
展杰出贡献奖、中医药国际贡献奖、“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等荣誉；擅长针灸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易激综合征等。

叶金福

点外卖，是如今不少人懒于做
饭时的选择。不过，现在有了更多
新的选择。有关上门做饭的 APP
层出不穷，还有社交媒体上的人
上门做饭。但由于失去平台监
管，存在一定隐患。（2 月 9 日《宁
波晚报》）

“上门做饭”服务的出现，不仅
解决了部分人或部分家庭没时间
做饭或不会做饭等困境，而且也解
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可以
说，于雇主也好，于代厨者也罢，

“上门做饭”都是一种双赢。
虽然“上门做饭”也是一项上

门服务，但它与其他上门服务不
一样。比如上门保洁、上门搬家、
上门护理等，这些上门服务只要
双方谈妥价格，一方完成任务，一
方交钱即可。而“上门做饭”则不
一样，它不仅要求“烧好菜”，更要
求“保安全”。比如，即使代厨者能
够烧得一手好菜，但如果代厨者
自身有传染病等健康问题，那菜
烧得再好，也难保雇主舌尖安全。
再如，如果代厨者恶意在饭菜中
动手脚，那雇主的饮食安全岂能
得以保障？可见，“上门做饭”亟须
行业规范。

首先，相关职能部门应尽快制
定“上门做饭”行业规范标准，包括

健康证办理、职业道德规范、个人
卫生习惯、服务质量和水平、统一
收费标准等，让代厨者有“标”可
依，对“标”服务，切忌各人各“标”，
无序入行，给后续矛盾和纠纷的解
决带来一定的难度。

其次，相关监管部门应积极
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既要对

“上门做饭”进行全方位、全链条
的严监管、严督查，又要对不合
乎规范的“上门做饭”行为进行
严规制、严处罚，不妨通过“黑名
单”“停业整顿”，甚至“从业禁
止”等多种处罚手段，倒逼其规范

“上门做饭”服务，绝不能“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任凭“上门做饭”
野蛮生长。

其三，雇主应对“上门做饭”人
员进行严格把关，既要深入了解其
个人卫生习惯、职业道德行为，又
要全面查验其健康证，切忌不闻不
问不查就引“厨”入室，而给自身的
饮食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带来一定
的风险隐患。

此外，“上门做饭”作为一种新
兴职业，亟需“公司化”“团队化”管
理，通过统一培训、统一调配、统一
收费，既让“上门做饭”服务规范
化、标准化，又给雇主提供放心、安
心的“上门做饭”服务。如此，“上门
做饭”这一新兴职业才能走得好、
走得远。

“上门做饭”亟须行业规范

岐黄学者吴焕淦岐黄学者吴焕淦。。

本报讯（通讯员张鲜红）“小彩、雪兰，恭喜
你们再次被评为‘最美’婆婆……”2月5日，温岭
市太平街道老街文化礼堂举行“最美”颁奖仪
式。当天，与“最美”婆婆一起颁奖的共有 8 项

“最美”。
“最美”包含“最美”邻居、“最美”婆婆、“最

美”媳妇、“最美”家庭等 8项。评选“最美”，太平
街道老街文化礼堂已坚持了7年。

今年，居民郑佩群被评为“最美”媳妇，她既
激动又有点不好意思，不断地说：“孝敬公婆，操
持好家庭是每一个女人的责任，我做的只是自
己该做的事。”居民陈玲凤除了和邻里之间关系

和睦外，还长期照顾周边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
的残疾人。今年，陈玲凤再次被评选为“最美”邻
居，这已是她第六次获此荣誉。林阿姨和陈玲
凤做了几十年邻居，说起陈玲凤，林阿姨直竖
大拇指。

太平街道老街文化礼堂评选“最美”始于
2015年，当时，老街文化礼堂建成不久，在日常
举办活动时，管理员发现一些居民、婆媳之间不
太和睦，所以希望通过“最美”评选，树立榜样，
形成人人学“最美”、争“最美”的良好氛围。

“最美”评选采用各社区推荐、邻里参与打
分的形式。2015年年底，15名居民被评为首届

“最美”。虽然除了一本证书外，奖品只有一包桂
圆荔枝礼盒和一包米面礼盒。“当着这么多熟人
的面上台领奖，感觉挺自豪的。”被评为首届“最
美”邻居的陈阿姨说。

至今，太平街道老街文化礼堂已评选出近
200位“最美”。在老街文化礼堂的荣誉墙上，展
示着“最美”代表的先进事迹，争当“最美”也逐
渐成为太平街道居民的文明新风尚。居民邵阿
姨和儿媳关系不太和睦，看到和自己要好的姐
妹家庭被评上“最美”家庭，就经常向姐妹讨教，
并逐渐改正自己的不足。去年，邵阿姨家庭被邻
居们推荐为“最美”家庭。

7年“选美”近200人

太平:“最美”引领文明新风尚

台传媒通讯员杨日龙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
责任心。在多年的基层工作磨炼中，他坚守为民
初心，暖心服务群众，在平凡岗位发光发热。他
就是天台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徐宁。

今年30岁的徐宁，2016年参加公安工作，现
为城西派出所打击组民警，曾荣获优秀民警和
优秀公务员荣誉称号，多次获得个人嘉奖。

铁拳出击不停歇

群众再小的事，都是大事，只有及时解决
了，群众才会满意。徐宁始终把群众的满意作为
追求目标。

2019年 12月下旬，城西派出所接到群众举
报，称服用的某某牌减肥药似乎有问题。所领导
安排徐宁开展调查。当事人描述，这是一款网红
减肥药，她通过徐某某购得，当时对方承诺服用
药品后效果好，无不良反应而且不反弹，但是其
服用后身体出现了不良反应。徐宁查看了该减
肥药，其外包装上没有国家批准的药品批号，极
有可能是“三无”产品。通过调查，徐宁发现涉案

嫌疑人徐某某不知去向。
后经有关部门鉴定，该减肥药含有违禁物

质。尽管第一次办理此类案件，但徐宁迎难而
上，虚心向书本和同事请教，加班加点对数据进
行细致分析，摸清了徐某某的去向，并将其抓获。

随着对案件的深入调查，徐宁发现这是一
起涉案人员众多，而且嫌疑人遍布全国各地的
案件。徐宁放弃休息时间，走南闯北转战各地，
先后将徐某某的上家以及下线共 18人抓获归
案，并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起诉，有
效维护了广大群众的用药安全。

真情为民显忠诚

从警 7年来，每次接到求助电话，徐宁总是
给予热心回应，想方设法为群众解难题。

去年 7月 10日下午，穆女士打来电话，称她
早上卖掉的废品中夹带着1万元现金。当时已是
下午2时，室外温度接近40摄氏度。徐宁立即带
领两名辅警出警。原来穆女士将1万元现金藏在
一个纸盒中，卖废品时，把纸盒与其他纸箱一同
打包，卖给了上门收废品的老太太。

得知原委后，徐宁立即调取周边居民和路

面监控视频查看，查到了收废品老太的身份等
信息。联系上老太太，被告知已将穆女士家收来
的纸盒卖到了废品回收站。徐宁立即赶到废品
回收站，不顾热浪袭人，满身大汗地在废品堆中
翻找。经过近 1个小时的仔细查找，终于将装有
现金的纸盒找到，并第一时间送到穆女士手中。

去年 7月 22日晚上，一位医生急匆匆来到
派出所，称下午有个女孩情绪低落，到医院就诊
买药，从言谈举止分析，感觉女孩有厌世倾向，
晚上下班后，越想越感到不放心，便赶到派出所
向民警反映。

徐宁立即根据医生提供的女孩姓名和手机
号码进行分析调查，从网上查到女孩入住一家
酒店。

事不宜迟。徐宁在前往酒店的同时，不停地
给女孩拨打电话，在连续多次拨打后电话才接
通。从电话里的话语判断，女孩意识已模糊不清。
为防止女孩陷入昏迷，徐宁一直与她保持通话。

火速赶到酒店后，徐宁看到床头柜上放着
两板空了的安眠药包装和一个高度白酒空瓶。
徐宁一边联系医院做好抢救准备，一边在酒店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女孩背下楼，驾车送往人
民医院救治。所幸抢救及时，女孩转危为安。

徐宁：不忘初心护安宁

台传媒通讯员何文斌 刘 霞

1月 30日下午，椒江公安分局洪
家派出所民警带上电脑、照相机、指
纹采集器等，来到辖区杨家陇村，为
一位行动不便、身份证丢失的83岁老
人采集指纹，拍摄照片，办理身份证。

办理身份证对于一般人来说，可
能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拍张满意的
照片，提交一些资料就能轻松办结。
可对于行动不便的群众来说，想要办
理一张身份证却并不简单。

1月 17日，甘先生来到椒江公安
分局海门派出所求助：76岁的奶奶因
病住院，已卧床不起，现在医疗报销
等事均需用到身份证，可是却怎么也
找不到身份证了。户籍民警安慰甘先
生，会为其奶奶开设“移动窗口”，上
门办证。

伴着阵阵寒风，户籍民警带着照
相机、指纹采集器等移动办证设备，
来到了甘先生的奶奶的病床前。“奶
奶，看前面，头不要动，给您拍个照
片。”民警一边调整相机角度，一边温
柔地说。由于老人精神状态较差，耳
朵也听不清，民警只好用手势动作吸

引老人看着相机拍照，一连拍了数十
张，才采集到符合标准的照片。

办证过程中，民警始终耐心细致
地为老人采集所需信息，经过几番操
作，终于在护工的帮助下完成了系统
信息录入。一旁的家属对民警的暖心
之举连声道谢。

而这样温暖的画面，在椒江总会
重复上演。

日前，海门派出所户籍民警又带
着移动办证设备，来到了金奶奶家。
原来，90 多岁的金奶奶想从银行取
钱，但取钱必须用到的身份证却不见
了踪影。

民警一边与金奶奶聊天，一边为
她整理衣服、调整坐姿，耐心引导她
做好每一步程序。在采集照片时，由
于房间灯光不够亮，民警们相互配
合，举着手电筒补光，努力为金奶奶
拍出一张最好看的照片。金奶奶高兴
地说：“真是谢谢你们呀！”

多年来，椒江警方积极开展上门
服务，为长年卧床的患者、精神病人、
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竭尽
所能为他们办证提供方便，赢得了群
众对公安工作的支持和肯定。

椒江警方有个
“移动”户籍窗口

近日，路桥区路北街道人武部干部将辖区所有立功受奖的喜报、奖状和证
书，一一送到现役军人家属手中，感谢他们为军队输送优秀、能干的孩子，希望
他们在部队继续努力，再立新功，为家乡人民增光。

台传媒通讯员王保初摄

喜报送上门喜报送上门

（上接第一版）新荣记、外滩·林家一、
顺记（东临观海、浦江名汇）、台乡
缘、隆台、厨官、鼎琪、台州府、樾鲜
等高端餐饮在黄浦江两岸落地生
根，成为上海餐饮消费新贵。本次推
介会推出的“台州菜在上海”美食地
图 1.0版正式发布后，台州菜将更加
风靡上海滩。

烹山煮海，至鲜至美。近年来，我
市大力开展“百县千碗 鲜在台州”建

设工程，共创建93家市级百县千碗体
验店、示范店、旗舰店，推荐认定 1家
省级“百县千碗”旗舰店、53 家省级

“百县千碗”体验店，认定临海紫阳街
为百县千碗“美食街区”，擦亮“百县千
碗·鲜在台州”金名片。去年，携程还公
布“2022年度新晋美食目的地”，台州
作为全国十大城市名列其中。

鲜甜台州，一直在创造舌尖上的
幸福，并向着创建世界美食之都迈进。

十大“台州名菜”亮相上海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