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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味味 人人 生生

7月8日，市人民医院西环路门诊部正式开诊。据了
解，该门诊部单体面积50000平方米，诊室204间，可同
时容纳5000人就诊，是六安市单体面积最大、诊室最
多、信息化最完善、最便利的智慧化的综合性门诊部。

记者发现，停车很方便，能满足上千辆车停靠需
求。当日上午8时许，宽敞的门诊部大厅内，已经有不
少就诊的病人，导医台前，医务人员、志愿者忙着给
来往市民提供便民信息，全新的自助挂号机前，市民
有序挂号，如果患者不熟悉使用方法，工作人员都会
主动上前帮助办理。在医疗自助机上使用医卡通挂
号，从刷卡到选择科室以及大夫，几十秒就能出号。

名医专家一站式诊疗

西环路门诊部主任夏大云告诉记者：“市人民医
院西环路门诊部自2020年4月8日试运行以来，各项诊

疗工作有序开展，医疗服务能力逐步完善，患者就医
体验不断提升，经过3个月的试运行，目前西环路门诊
部已具备正式开诊条件，于7月8日正式开诊。”

门诊部医技科室设置齐全，拥有磁共振、CT、检
验、数字胃肠机、奥林巴斯胃肠镜系统等一系列高端
设备。西环路门诊部与院本部实行专家统一排班，技
术统一标准，坐诊专家由江淮名医、皖西名医、科主
任、病区主任、高级职称和骨干医师组成。平时“一
号难求”的专家江淮名医徐皓、皖西名医谭守文、韦
红、叶永青、王秀芬、张世群、汤海涛、李春国、张
青、白友为……都在这里，全天开诊。

“以前小区周边没有大型医院，看个病还要开车
到市区，现在有了市人民医院西院区，走路十几分钟
就能来看病，方便多了，而且市里的专家名医这里都
能看到。”看着高大上的新院区，张女士频频点赞。

据了解，西环路门诊部将妇产科、眼科、耳鼻咽
喉科、皮肤科、口腔科、护理处置中心、老年病专病
门诊作为重点优先发展专科。医技科室设置齐全，拥
有医学影像科(MRI、CT、DR、GI、DSA)、功能检查
中心(超声医学科、功能检查科)、医学检验科、内镜
中心、病理科、输血管理科等。

智能化人性化服务

作为新建设的智能化医院，市人民医院西环路门
诊在建设中凸显了智能化和人性化。门诊大厅内有可
以通过互动提供帮助的智能导诊机器人、方便患者就
诊的自助服务机等智慧医疗设备。患者通过手机或网
络即可进行预约挂号、就诊、缴费、查看检查结果
等，智能化的医疗服务简化了就医流程，降低了就医
成本。

门诊部拥有分诊叫号和二次分诊系统，诊室外的
电子门牌号提示等候的就诊患者以及坐诊医师简介，
坚持“一室一患”，保护患者隐私，就诊效率也跟着
大大提高。患者们在宽敞明亮的大厅等待叫号，听着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的背景音乐歌曲，这里没有拥挤、
没有嘈杂，一切都安静有序，患者在西院区就诊感受
到的是一站式、人性化、智能化就诊新体验。

“这是一幅装饰山水画，但是你看，推开以后，
这后面是应急医用气体装置。”夏大云向记者介绍了
墙上看似一幅普通装饰画背后的别有洞天，“我们在

画的背后安装了应急插座和输氧专用插孔，以防止患
者在大厅 排 队 就 医时发生 突发情 况 ， 需 要紧急治
疗。”

据了解，市人民医院西院区涵盖智能化综合安
防、病房远程探视、自助发药、自助打印、公告广
播、智能停车场、无线对讲、排队叫号、病房呼叫及
护士站公告、ICU探视、时钟同步、远程会诊、药房自
动化管理、楼宇自控、能耗计量、智能照明等22个智
能化子系统，这些智能系统将为提高医院管理、提升
患者就医体验打下良好基础。

“人等药”变“药等人”

在市人民医院西环路门诊取药的市民欣喜地发
现，医院采用的是便民智能设备——— 自动发药机，从
缴费到取药，全程只要十几秒。

“以前是‘人等药’，现在是‘药等人’，更方
便。”西院区药房主任王涛说。市人民医院为打造智
慧医疗，优化服务流程，推出多项便民惠民服务，
“自动发药机”便是该院打造智慧医院的一部分。

从外形来看，这台自动发药机就像是一台大型自
动售货机，通过玻璃橱窗可以看到自动配药的全过
程。患者在缴费后，药师收到信息就马上输入门诊发
药机系统，“自动发药机”便开始自动为患者寻找相
对应的药品，然后通过传送带自动传输至发药窗口，
待药师复核后，患者便可以拿到药品。一些特殊的药
种 ， 如 圆 柱 形 药
品 、 超 规 格 药 品
等，则需要药师手
动调配。

据了解，“自动
发药机”除了可以自
动配药、发药，还可
以智能补充药品。在
补药区域，药师只需
扫描药盒上的条形
码，系统就能自动识
别归类，通过一个特
殊的滑道将药品分
门别类地自动放入
发药机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原生态食品越
来越被人重视。色香味形俱佳的生态美食与红色美
食文化的有机结合，深受消费者喜爱。

为开拓市场，进一步服务金寨旅游产品开发，
促进企业发展，安徽金寨黑毛猪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在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带领下，经过深入考
察和反复论证，确认竹筒饭项目。

金寨有极为广阔的竹林资源，取之不竭，作为
可再生的林业资源，科学间伐，循环利用，有利于
生态环境的保护。刚砍下来的竹子用清水洗净，糯
米拌红豆、玉米、枸杞、大枣、腊肉、香肠等配料
装进竹筒中，竹叶封口，蒸出来的糯米饭颗粒晶
莹、软糯弹劲。“惜乡季”竹筒饭含丰富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竹黄酮具有抗衰老、美容养颜等保健功
效，乳白色内膜将米饭的香味紧紧包住，柔软清香
在劈开竹子之后的刹那释放，乡野的味道伴着竹子
的清香，香软可口，味道极佳。

金寨竹筒饭食材采用金寨农产品，保证原料的
新鲜和道地性，对餐饮实行订单供应，随时送货上
门，全程密封运输，冷藏保鲜，保证竹筒饭原汁原
味不受影响，2019年7月，研发取得成功，产品上
市销售，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据介绍，安徽金寨黑毛猪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位于有着“红色摇篮，将军故里”之称的大别山腹
地鄂豫皖三省结合地——— 安徽金寨，是一家定位并
致力于以黑毛猪深加工及研发的专业生产企业，成
立于2016年。公司立足于当地优越
的自然生态资源，紧跟新科
技、新零售、大健康的消
费升级新时代，引进
建设了国际先进的
肉 食 品 加 工 设
备，从排酸、分
割、 冷 冻 、速
冻 、 冷 链 物
流 、 生 产 制
作、GMP高等
级食品包装车
间及全套生产
线。严格按照
食品 卫 生 标 准
和要求，与江南
大学食品 学院强
强联合开发。金寨
黑毛猪和老班长红烧
肉成为金寨农产品的品
牌，备受消费者青睐。

从学校到铁坳子是一条弯弯曲曲
有点坡度的水泥路，大概有2里路那
么长。我走过许多次，但印象比较
深的是季节变换里的几次步行。

第一次是冬天。晴朗的午后，色
调是冬日的苍茫，因为有阳光便泛
出温暖的黄色。第二次是4月11日到
村部扶贫。仲春时节，草木微绿，
淡淡斑驳，不甚均匀，午后微雨，
一片水雾迷蒙。第三次，是今日放
学后。清风拂面，阳光洒在山腰，家长接走
了最后一个学生，我决定去铁坳子寄(取)快
递。

走出小街，居民房屋减少，绿意多了起
来。我一眼便发现了与上次走过这条路时的
不同。绿像被水洗过似的变均匀了，又好像
晕染了胭脂泛着明晃晃的光，一片绿油油
的，是褪去了鹅黄的嫩绿，初来乍到，稍染
风尘。

我有点怀疑，便努力回忆上次走过时的
日期。是的，只不过是短短的13天，眼前的
天地还是那片天地，但是风物已然不同。

去时，因有事在身，虽有感慨，也只顾
穿行，无暇赏景。回时一身轻松，便慢下脚
步一寻暮春的真容。

桃李盛开不见叶，当你看到它们变得枝
繁叶茂时，已经在偷偷地孕育果实了。这应
该是大自然的本真——— 热热闹闹地绽放，像
极了轰轰烈烈的青春。然后，开始低调、内
敛、成长，直到成熟，开始奉献。只是花有
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一棵桃树在它的一生
中一年一个轮回，一世一个永恒；一个人一
生一次轮回，人间便是永恒。由此，我们不
应该跟树比，而应该跟每一朵花、每一片叶
子比。如此，也是花开一次，叶落一生。所
以，你看春天来的时候没有一片叶子、一朵
花会犹豫，它们要尽情地生长、尽情地绽
放。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
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
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

这首《长歌行》怕是自然界与人生最真
切的比拟了。

月初遍地金黄的油菜花，月末全都羽化
成了一串串的果实。你仿佛以为这都不是真
的，秋冬那么漫长，成长却似乎瞬间就完成
了。这让我想起昨晚晚自习的一幕。

一个学生给了我几个海棠果，告诉我能
吃。另外几个学生告诉我是涩的不要吃。见
我犹豫了，给我果子的孩子一口吃了一个，
用实际行动告诉我确实能吃。我还是犹豫
了，因为我虽见过海棠花，但未见过海棠
果，更没有吃过。而且我一个月前刚观赏过
海棠花，这么短的时间，即便海棠果真的能
吃，现在也没熟吧。于是反问他们：“春天
刚开花结的果实，最起码到夏天才成熟才能
吃吧？”谁知孩子们立马反驳我：“那老师
你告诉我，为什么樱桃春天开花春天就能吃
了？”我虽然有跟他们说樱桃花在初春就开
了，所以暮春果实成熟。但是，还是感叹于
生命在春天的生长速度，好像要用完秋冬积
攒的所有力气，也好像在证明某种原始生命
力。只是这哪里需要证明呢，认为需要证明
的大概是人类吧，而自然本就如此；人生哪
里需要拿自然来比拟呢，人本来就属于自
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遵循所有的自然规
律。

蚕豆花、豌豆花同时谢幕，豆角挂满他
们柔弱但足够结实的藤蔓。空气中浓郁的花
香开始变得丝丝香甜。没错，槐花已经笑立
枝头，一簇簇、一串串、一树树的雪白。人
间四月天，花中看世间美好，果实中体会生
命的厚重，将灵魂的颜色皈依自然，愿所有

的努力都能朝向花开以及花开以后的方向。
桑葚、枇杷、榆钱以及许多我叫不出名

字的植物都纷纷在枝头挂上了果实，翠绿、
七巧的小小样儿惹人怜爱。但我也知道，比
如洋葱、大蒜，他们看起来老态龙钟、叶子
渐渐枯萎，但是它们的果实已在地下成熟。
而脚边荠菜的果实，每一瓣的形状都是爱你
的“心形”。风一吹，无数墨绿色的小心心

在你脚下、 眼 前飞舞 ， 以 无 意传善
意。2020，如此多的艰难险阻，大自
然 却 一 如既往 地 敞 开 心 扉 ， 包 容 一
切，没有一丝丝改变。

回到宿舍，看到门前的栀子花含苞
待 放 ， 低 头 闻 一 闻 ， 是 熟 悉 的 气
味——— 芳香与初夏的味道。时间的脚
步走到今天，这一年的春天即将结束
了，虽然许多事情取消或者推迟了，
但是时间呵，未曾有片刻的停留。
大概，只有时间与我们形影不离、无法

分割，仿佛时间成了我们最亲密的爱人。但
残酷的是：生命在、你在、时间在；生命
无、你无、时间还在。所以我们又无法与时
间较真，多数时候又爱又恨，但也只能顺其
自然，好好珍惜。

春去夏来，终千山暮雪，但海棠依旧；
唯愿你在，我在，都在，看春暖花开。

庚子春日，我从大别山北麓的一座小城，回到“明
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孩提村庄。

走进村野，草木葳蕤的清香，瓜果飘香的甘甜，六
安瓜片的醇厚，自然农耕的绵长。似轻轻然、嚯嚯然、
缕缕然地涌泻而来。

这里，没有车队排出的尾气，没有工厂释放的废
气，没有噪音带来的烦气，没有垃圾透发的臭气，没有
楼居陌路的冷气。山坡的老宅，村畔400年之久的古柏
树，替村庄保存着过往的岁月。

村庄的味道在田野里。春满人间，草长莺飞。小草
葱绿，清溪潺潺。山丘的梨花开了，田畴的油菜花也开
了。沿着阡陌，心闲气静地走走，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清清的、淡淡的，仿佛把五脏六腑浸透了。你会情不自
禁地俯下身来，捋捋路边的小草，抚抚可人的小花，恨
不得把这股清香装在瓶子里储存起来，这时，什么烦
恼，什么忧愁，早已飞到九霄云外。追赶花季的养蜂人
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蜂箱里飘出甜甜的味道，与
花草的清香相互交融，清香中裹着一丝丝甜蜜。初夏时
节，菜园里挤满了味道的诱惑。瓜园里圆溜溜的西瓜，
随便摘下一个切开、咬一口，浑身顿感清凉惬意。秋天
是成熟的季节，田地五谷杂粮的味道，村野果品的味
道，让你闻味生津。

村庄的味道在餐桌上。村民的餐室不像城里的餐厅
那样讲究，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精致的餐具，没有繁
多的佐料，没有花哨的品相。他们用简易灶台，用粗瓷
大碗，用零污染食材，用口口相传的制作方式，烧出的
饭菜味道令大馆厨师也刮目相看。每道菜有每道菜的味
道，每户人家有每个家庭的味道，每个村庄有每个村庄
的特肴，不像流水线下来的千菜一味。到山区村寨做
客，主人会选在依山傍涧“茶宴阁”，让你品尝“清泉
瓜片宴”的美味。江淮分水岭的村庄，则是炒河鱼河
虾，原汁原味，味道鲜美。春天的蒿子饼、虾米糊、野
菜羹，顿觉浓香四溢。

村庄的味道在茶肆里。村庄里不一定有名家大师，
但不乏能工巧匠。不光有木匠、蔑匠、瓦匠，还有制茗
的行家里手。他们自己开辟茶园，自己制作器具，祖上
传承的工艺，手工制作新茶，不仅自己制茶自己喝，村
上年轻人，还开设网店，六安瓜片远销他乡。

村庄的味道在民风里。村庄是社会的缩影。有文化
传统，有民俗传承，有家长里短。村民秉性纯朴，古道
热肠。平日里有了新鲜东西或民间珍馐，自己宁可少吃
一口，也要送给东邻西友分享。谁家遇到红白喜事或建
房，不用招呼，都会热心帮忙。村庄的院门都是敞开
的，不用担心东西丢了少了，逢年过节，一个村庄像一
个大家庭，把各自的拿手酒菜端出来，凑在一起，大碗
喝酒，大口吃肉，其乐融融，其情浓浓。

村庄，是伴随人类告别荒野的“初始驿站”，是人
与自然原始的本真。她就那么纯秀地站在芳香馥郁的田
野间。等谁，又不似在等谁。

千山暮雪 海棠依旧
甄体婷

村庄里的味道
戚业胜

本报记者 袁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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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全家
七口人，靠父亲一人工资，家里贫穷，生活也
很艰难。父母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有
朝一日能捧上“铁饭碗”，吃穿不愁。在我上高
三那年，爷爷突然患了重病，需要一大笔医药
费，生活愈加雪上加霜。高三那年，我高考失
利，没有考上大学，父亲整天眉头紧锁。

一个周末，我从县一中高考复读班放学
回到家，父亲把我叫住：“儿啊，铁四局来县
城招工，你去不？”突然要我放弃高考复读参
加招工考试，我毫无思想准备，望着父亲不
知所措。“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吧……”父
亲欲言又止。

但我知道，父亲虽然嘴里这样说，其实心
里还是希望我去的，如果我考上招工，家里
负担就能减轻一些。看着病倒在床上的爷爷
和一脸愁容的父亲，我别无选择。

“爸，我去。”我对父亲说。
1983年11月份，我放弃了高考复读，报名

参加铁四局招工考试。1984年1月，来到安徽省
淮南市铁四局第三工程处参加了铁路工作。
工作岗位就是在淮南工地上修建阜淮铁路。

八十年代，工地的条件差，劳动强度大，

从工地回来都是精疲力尽，但我心中有过的
那个大学梦，一直就没有放弃过。每年高考
来临，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时候，工人
要参加高考，条件是必须在工地上工作两年
以上，还要经过单位同意。两年后，我先找到
工程段教育室申请报名，又找到工程段长请
求批准。后来，我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考上了
上海铁道学院函授大专，每年两次到学校学
习。虽然读的也算努力与辛苦，但不是全日
制的，心里还是有点小遗憾。

女儿出生后，我便把全日制大学梦寄托
在她身上，希望她努力学习，考上一所好学
校，将来能找到好工作。女儿上小学时，学习
很用功，性格活泼开朗，学习成绩一直排名
靠前，我们很少操心。上初中时，学校离家里

稍微远些，女儿和同学们，每天骑自行车上
学，学习还算过得去。上高中后，女儿进入青
春叛逆期，读书没有以前用功，学习成绩也
在下降，给她讲道理她却不屑一顾，根本听
不进去。我性子急躁，有时多教训她几句，女
儿就极不耐烦，甚至和我顶嘴。那段时间，家
里气氛十分紧张。

高考临近，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天寝食
难安，逼着女儿看书做题，但收效甚微。高考
那几天，我特地从工地请假回家，和她妈妈
一起买菜做饭，陪着她一起去考场。女儿却
极不情愿，把我气得够呛。

高考录取分数线下来后，女儿只能录取
大专学校，我失望至极，大学梦就此夭折。她
也和我赌气，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和我们说

话。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我慢慢冷静下来反省自己，女儿虽然叛

逆，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需要耐心引导，自
己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我主动找女儿谈
心，承认了自己由于工作性质夫妻两地分
居，对女儿的学习关心不够，方法不当。经过
漫长的沟通，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女儿决
定复读二战。

复读那年，我不再唠叨干涉女儿，也不再
给她施加任何压力。我吃惊地发现，女儿像
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学习自觉刻苦，我倍感
欣慰。

经过一年的煎熬，又一次面临高考，尽管
我心里忐忑不安，但却发自内心地对女儿
说：“不要紧张，结果并不重要，因为爸爸看
见你努力了。”女儿笑着挥挥手。那一年，我
没有陪女儿去考场，目送着她的身影走在高
考路上……

女儿考上了她喜欢的师范学院，接到通
知书的时候，我比女儿还激动，捧着女儿的
通知书百看不厌。十几年寒窗苦读，女儿经
过她的努力拼搏，终于实现了她的大学梦，
也算圆了我的大学梦。

我和女儿大学梦
张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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