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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味味 人人 生生

金寨县汤家汇镇茅畈村村民张经安，是一
位不怕吃苦、勤劳本分的老人。原本，张经安
一家生活安宁，虽说不上大富大贵，但也能自
给自足。谁料，2008年，张经安的老伴突然患
脑梗塞，当时看病花去一万多元。张经安要照
料老伴，无法务工，老伴还要长年吃药，家里
经济来源全靠儿子一人务工收入，生活一下变
得拮据。

精准扶贫工作启动后，2014年张经安家成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全家吃上了低保。贫困人
口“三保障一兜底一补充”综合医疗保障政
策，尤其是“35 1、 1 8 0”健康脱贫政策的实
施，也切实减轻了张经安家的医疗负担。2017

年，张经安老伴因心脏病做搭桥手术，18万元
的医疗费用，自己只花了1400多元。

在政府的关爱下，张经安干劲十足，他苦
学新技术，利用自己家田地，发展种养业。
2018年，张经安家仅种养业就增加两万多元收
入。收入增加了，经济条件改善了，张经安主
动向村里申请脱了贫，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虽然天天很忙，但是我心里踏实，既照
顾了老伴，又靠自己劳动增加了收入。”张经
安说，“我要感谢党，是党的好政策让我觉得日
子有盼头。如今政策这么好，我更有信心靠自
己的双手劳动致富。”

金寨县建立“三保障一兜底一补充”健康
脱贫保障机制，实现贫困人口在省内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基本医保报销，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政府兜底“一站式”结算，开通贫困人口
慢性病鉴定绿色通道。截至目前，贫困人口在
省内各级医院住院10409人16610人次，总费用
12243 . 95万元，报销10401 . 02万元，报销比例
84 . 9 4%；贫困人口慢性病患者就诊7 2 1 83人
次，总费用3264 . 42万元，报销3123 . 03万元，
报销比例95 . 67%；贫困人口医疗救助22966人
次1281 . 69万元。

2016年以来，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视察金寨重要讲话精神，高度重视健

康脱贫工作，紧扣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内涵，持续加强政策保障和资
金投入，不断夯实基层医疗，全方位推进健康扶贫各项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基
本医疗有保障。

作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该县强力推进县乡一体化、乡村
一体化，打通各级医疗机构各自为政、相互竞争的堵点，推进县级医疗卫生资
源向农村延伸，不断缩小县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逐步形成“以县带乡、以乡
促县、县乡互动、协调发展”的就医新格局。

一是实行错位发展、医疗资源优势互补。针对山区库区的县情，全县设立7

个区域医疗卫生中心，提升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中医康复科等一级诊
疗科室服务能力，常规开展Ⅰ、Ⅱ类常规手术，一般乡镇卫生院加强特色专科
建设。

二是分级诊疗制度格局构建初步完成。通过开展“两节”期间县外住院病
人集中服务活动，2020年上半年县内住院率达到80 . 09%。

三是县 乡结对 帮扶工作持续推进。
2 0 2 0年以来，针对区域中心发展薄弱科
室，县人民医院、中医医院先后派专家团
队、3批次服务基层团队到7个区域医疗卫
生中心开展帮扶，专家团队固定人员、固
定时间、固定科室对口帮扶，服务基层团
队3个月一轮换长期驻点帮扶，同时服务基
层团队长期参与帮扶单位日常值班，纳入
帮扶单位统一管理考核，2020年已选派专
家团队人员2 8人、服务基层团队人员63

人，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乡镇卫
生 院 常住人 口首诊率 由 2 0 . 9 5 % 增加到
6 7 . 1 8 % ， 乡镇卫 生 院 年总出 院 人 次 由
18039增加到30794人次，出院人次占比由
10 . 43%提高到24 . 59%，乡镇卫生院医保基
金支出比例由5 . 9%增长到11 . 2%。

本报讯(任宣 记者 宋金婷 文/图)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
血表彰奖励获得者的决定》，六安市人民医院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是六安市唯一获奖
单位，该奖项是国家对无偿献血工作作出突出贡献
单位给予的最高奖。

无偿献血是一项需要全社会“人人参与、奉献
爱心”的公益性活动，是实现“健康中国，全民健
康”的重要保障。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市人
民医院共有1718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达
528500毫升。多年的努力不但挽救了无数生命,还得
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充分肯定。市人民医院2016年
度获得“六安市无偿献血先进单位”、2018-2019年
度获得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等荣誉。

长期以来，市人民医院医务工作者一直是六安
市无偿献血的“急先锋”。医院高度重视无偿献血
工作，积极组织全院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服务，每年
春节前后采供血淡季在院区内举行无偿献血活动，
缓解血液库存量紧缺的状态，满足患者的输血需
求。医院职工自觉自愿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定期捐
献全血和血小板，并发动家人、朋友参与其中，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精神，也
充分展现医院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社会责任担当。

5年来，市人民医院每年都会组织符合条件的几
百名员工参与无偿献血活动，每年献血量达10万单
位以上，还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进行捐献血小板、
造血干细胞、捐献骨髓……仅2018年六安市人民医
院组织的无偿献血总人次占到符合献血条件的员工
人数的50%以上，献血量超过160000单位，无偿献
血宣传20余次；在2019年开展的“敬佑生命 救死
扶伤 奉献热血 大爱无疆”爱心献血活动中，来
自医院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行政后勤员工400余人现
场献出热血134000毫升。

同时，近年来，市人民医院严格贯彻落实临床
用血相关管理办法，规范临床输血和用血管理工

作，从输血管理科的建设和管理、临床科学合理用
血、输血质量考核等方面严抓严管，加大输血相关
法律法规和合理用血知识培训，促进临床输血和用
血管理水平的提升，切实保障临床用血安全、合理
和有效。

在2020年安徽省血液安全专项核查中，省卫生
健康委对全省27家三级综合性医院，其中省属三级
医院11所，16个市三级综合性医院各1所，血液安全
进行专项核查，六安市人民医院以总分96分位列全

省第一，获得2020年度全省血液安全专项核查第一
名。其中“依法执业”、“设置与建设”、“实验室
管理”、“输血科管理”位列全省第一名。这是该院
2020年临床用血工作继前几年取得好成效后，取得
的又一佳绩。在安徽省临床用血专项督查中，六安
市人民医院临床用血管理工作在2015年度获得全省
第一名，2016年度被评为免检单位，2017年度荣获
全省第一，2018年度综合排名全省第二，2019年度
获得全省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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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方燕)去年以来，全省
教育系统广大家庭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家庭战
“疫”故事。为彰显广大家庭和家
庭成员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传统
美德和高尚情怀，进一步弘扬社会
主义文明新风尚，省妇联按照全国
妇联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寻找在疫
情防控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最美家
庭。经层层推选，99户家庭当选
安徽省抗疫最美家庭，20户家庭
当选全国抗疫最美家庭。其中，皖
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唐德亮家
庭荣获“全省教育系统抗疫最美家
庭”称号。

唐德亮家庭在新冠肺炎发生
后，勇敢逆行，积极坚守疫情防控
一线，日夜奋战，同时间赛跑，同
疾病较量，以铁肩担重任，用血肉
之躯扛起生命的大旗，展现了舍小
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弘扬了相亲
相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是广
大家庭学习的优秀榜样。

市人民医院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

本报讯(王薇)为落实好疫情常态化精准防控
责任，进一步做好全区医疗废弃物规范化处置工
作，近日，叶集区卫健委与区生态环境分局联合
在区人民医院组织举办全区医疗机构医疗废弃物
规范化处置工作培训会。

会上，区生态环境分局分管负责人领学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文件，通
过案例，讲解了医疗废弃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
境的危害性，要求参加培训人员，加强学习，提
高认识，强化责任，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六
安市洁康环保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责任公司专
家，对如何规范落实好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暂
存、转运、交接和医疗废物转移电子联单的填报
进行了培训；针对疫情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如何处
置做了详细的说明；现场对医疗机构提出的问题

一一进行解答。区卫健委分管负责人对各医疗卫
生单位提出了相应要求，对医疗废物进行分类收
集,做好登记，谨防流失，要责任到人，所有资
料至少保存3年，以便追踪。

通过培训，提升了全区医务人员对医疗废
物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医务工作者规范
处置医疗废物的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区
生态环境分局与区卫健委将继续加大对辖区
医疗机构的指导和监督力度，结合“双随机、
一公开”开展执法监督检查，推进医疗卫生
机构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
制度和措施，规范收集、暂存医疗废物，如
实填报医疗废物产生数据和转移处置信息，
从源头上杜绝医疗废物流向社会，造成人体健
康和环境损害。

叶集区

举办医疗废弃物规范化处置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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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快进入腊月了，离春节愈来愈近，各
家各户开始忙年了。杀年猪在农村是准备年货
的重头戏，马虎不得。这两年的黑毛笨猪肉异
常紧俏且价格高，而且有钱难买到这种农家熟
食喂养的正宗笨黑毛猪肉。这不，有朋友邀我
去农村杀年猪，打“猪衁”，我欣然应约。

这是雪后的早上，小雨淅淅沥沥，积雪尚
未全部融化，远山的雪景如同雪白的墙壁上星
星点点地泼洒上墨汁，树木裸露，地面覆雪，
黑白参差，活脱脱地一幅黑白照片。朋友带着
酒从街上又买了一些蔬菜和豆品，我们乘车来
到了农户家里。我们到了后，打电话请屠宰师
傅。同时抓紧时间用大锅烧开水。老东家请我
们到猪圈里选择要哪一头猪，猪圈旁边立着一
个蒸气锅炉用来蒸煮猪食的。猪圈里还有五头
猪，其中一头是角(种)猪，一头已有身孕的老
母猪，另外三头猪随便我们挑选。看了一遍
后，我问是什么品种？朋友答是黑毛小香猪。
我们觉得一头牙(公)猪小耳、矮腿、短尾巴、
精神抖擞，毛发整洁，体态匀称，大小合适。

猪选好了，开水在烧着，东家也在锅屋边
烧好火盆，火盆里架上劈柴和毛竹瓣子，不时
有火焰和黑烟冒起来，我们坐在火盆边和东家
边烤火边拉家常边等师傅到来。老东家高挑的
个子，不多言不多语，问一句答一句，憨厚的
笑着，十个手指粗大，关节鼓突，犹如十根竹
节棍一样，粗糙硕大的一双手布满老茧，显示
出勤劳能干农家人的特征。瘦小的女主人在大
锅灶前添柴忙碌着，偶尔过来烤一会火和我们
叙谈着。老夫妻俩眼睛里流出平淡朴实的目
光，丝毫没有街上生意人的狡黠眼神。他俩都

七十多岁了，两个女儿已嫁人，一个儿子成家
在街上住。只有老俩口住在这山坡上一排五间
平房，没有其他事可做，就在家养养猪、看看
鸡。今年养了几十只鸡，喂了十几头猪，打猪
草、红薯藤子烀猪食，很累，明年不想养这么
多了。老母猪看样子要在腊月二十几就要过小
猪仔了，我问要不要请兽医接生，老人家说不
用，自己弄，到生的时候晚上要到猪圈陪着看
着，两天就行了。

说着说着，传来一阵马达轰鸣声，请的师
傅骑着摩托车带着杀猪的法器来了。师傅看模
样五十多岁，我上前一问方知六十七岁了，一
米七多的个头，宽厚的身板，国字脸，五官斯
文，穿着暗格子毛呢短外套，整整齐齐，一点
都不像是干杀猪这个行当的，到像个山村老秀
才。我打趣地说道老师傅你这个手艺也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呢，可不能失传了，要找个接班人
呀。他唉了一声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人愿意

干这个了。杀头猪才200元，又累又脏，我两
个儿子看不上。我说那你让你女婿学，他说更
不干。

说话间，大锅里的水沸腾了。于是，几个
人把一个钢筋焊的笼子抬到猪圈里，将选好的
猪赶进笼子里，把笼子推出来，搬到场院的电
子磅秤上，过磅428斤，把猪拉出来拴住，铁
笼子称重161斤，活猪重267斤。

先把猪头用绳子扣上拽着，有人把猪尾巴
拉住，再来两个人把腿逮住，大家一起用力把
猪抬上木桶上的大门板，高大威武的东家少爷
蹲在门板上用力紧紧地把猪侧着身子按住，两
个朋友抓住猪的尾巴和后腿。这时，是见证奇
迹的时候到了，也是最关键的时刻，但见师傅
一手揪住猪耳朵压住猪头，一手拿着约七十公
分长的锋利铁钎对着猪头的颈部很轻松地往前
一推送，猪“嗡嗡”地叫唤几声后，几乎没有
听到“噗哧”声，整个铁钎全插进去了，真正

的是“四两拨千斤”，妙手要了“八戒”的性
命。此时，猪血随着铁钎的抽出汩汩地往大脸
盆里淌，等定型漂好划成方块后就是正宗的
“猪衁子”。

接着，师傅用小刀将猪后腿蹄皮层处割开
一个小口子，将一根橡胶管插进去，开动电动
气泵，慢慢地整条猪在气压的作用下鼓胀起来
(传统方法是人用嘴抱着猪腿吹气)。这时，抬
起猪抽掉门板，把猪放进大木桶里，将大锅里
的开水倒进去，用一根绳索勒在猪身中部，不
停地拉动绳索翻转猪身子，并用木瓢舀水往猪
身上浇，使开水均匀地烫着猪毛。

一会儿，刮刀能很轻松地刮掉坚硬的猪
毛。于是，把猪起起来横担在木桶上进行刮猪
毛的工作。刮猪毛虽然简单，但要认真细致，
刮得干净彻底，特别是猪头部位。一头黑毛猪
在两人的刮刀下像变戏法似的变成了雪白的大
白猪，老老实实地横躺在木桶沿上。

两人把猪后腿拴上绳子把猪头朝下悬挂在
木梯上，师傅用利刃剖开猪腹开始做分门别类
的细活。

下午一点钟，东家割下来一块前胛肉开始
烧菜，有人自告奋勇到厨房帮厨。我们这边请
师傅继续帮我们分肉，一头猪几个人分，后座
子、肋条肉、前胛肉、猪腿、猪头等等，都要
割成小块，分别装袋称重，记账付款。

一会儿功夫，碗筷摆好，佳酿斟满，众
人围坐，桌上的一锅红烧黑毛土猪肉、一锅
红烧“猪衁子”，在熊熊炉火的燃烧下，热气
腾腾，四溢弥漫着久违的喷香，让我们垂涎
欲滴。

我的外婆，有一把好看的锁，那是锁首饰
盒的锁，她好像锁了大半辈子，可是没有人
懂。

外公在世的时候，外婆可以不锁东西，可
以不带钥匙，外公走了七年，外婆的锁匙在裤
子里也装了七年。外婆今年八十三岁了，她一
共有两串钥匙，一把开门的大钥匙，她小心地
挂在裤腰上，钥匙连着钥匙扣和一小股麻绳，
在外婆的腰上反倒不是那么显眼。另一把发亮
的小钥匙，那是锁首饰盒的钥匙，外婆把锁匙
藏到一个棉袜子里，再把棉袜好好地藏起来。
首饰盒如同现在的鞋盒大小，放在床头的柜子
里，一打开就能看到金晃晃的小锁挂在上面，
仿佛里面锁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外婆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摸索着带上她的
锁匙。外婆走路不快，时常慢慢吞吞，进进出
出房间多了，有时候会不记得是把小袜子放在
了口袋里，还是枕头下面。我们在家的时候，
总能看到外婆在房间里寻找着什么，等找到的
时候，外婆的眼睛都闪烁着一丝泪光。由于经
常换位置，袜子都被锁匙摩擦得很旧，有些地
方甚至破了洞，外婆就用针线把袜子缝得像一
个钱包，时间长了，又把厚一点的袜子加在之
前的袜子里，好像一个堆堆袜。

外婆喜欢洗澡，每天洗澡之前她都会把锁
匙小心地摸出来，放在枕头底下，枕着小钥
匙，外婆每天睡得香，从来不会失眠。第二天
醒来的时候，把锁匙再放进堆堆袜里，装进口
袋。有一天，外婆的高血压犯了，住进了医
院，她躺在病床上，皱着眉头，急得直哭。她
用缠纱布的手指一直摸着裤子口袋，着急自己
的锁匙是否还在。

被锁住的首饰盒是外公生前留下来的，除
了外公留下的抚恤金，还有每个月儿女给外婆
的生活费。七年了，加起来也没有几万元，外
婆不记得有多少钱，也从来不会去数多少。外
婆把这个锁匙当作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而首饰
盒里的钱好像也没有被人整理过，那是外婆大
半生的家当。

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外婆找钥匙的画
面，不知怎的，有点心疼，很想哭，锁匙很平
凡，也不值钱，却是外婆最大的寄托，充满着
对外公的念想，对儿女的念想，还有对生活的
念想。

老爸年近八十，腰板还算硬朗。
老人家一辈子都很要强，年轻时考上
安徽省劳动技工学校，打一手好算
盘。上世纪六十年代响应党的号召，
从合肥市蔬菜公司会计岗位下放回到
家乡，自然成了当地一个文化人。我
小时候左邻右舍的春节对联都是老爸
的作品。

我从小就对威严的老爸十分敬
佩 .老爸当过村长、区公所农技员，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主动辞去职
务，在镇上经商，是镇上首批“万元
户”。为此，刘铭传的后代、毕业于
黄埔军校的当地乡绅刘文清题写一副
楹联送老爸：布衣乐身轻千载良机师
子贡，挂冠谋富国十年骏业步陶朱。
老爸很是喜欢，视为珍宝。

但是老爸的志向却不在此，在镇
上同龄人纷纷弃学经商的大环境下，
我们兄妹三人必须读书，还好兄妹比
较争气，现在都是公职人员。每当有
人夸赞镇上某某经商已是亿万富翁，

他一脸不屑。今年小孙女通过国考成
为中直机关公务员，他更是逢人便
夸。老爸 6 0岁那年准时退出生意
场，并成功戒烟。之后，徜徉于山水
之间，钓鱼捕鱼乐此不疲。时常送些
小干鱼，我每次都大夸好吃，有小时
候的味道。老爸很开心，劳动成果得
到了尊重，存在的价值充分展现！

今年元旦恰逢下雪，我突发奇
想：邀请老爸去浴场洗澡吃饭。我工
作 3 0 年，期间曾多次邀请都被拒
绝。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想找回儿时
春节老爸带我去镇上澡堂的感觉：热
气腾腾的昏暗的小池子里挤满了老老
少少，老爸使劲为我搓着背。没有想
到，这次老爸爽快答应了。

开车陪老爸回老家办了点事，
顺便取了换洗衣服，直奔市区一家
浴场。现在的浴场和过去的澡堂变
化之大，老爸进门就很惊讶！由于
来得较晚，换了浴衣直接上楼吃自
助餐。饭后稍作休息，去了敞亮的

大浴池。老爸泡在干净的热水里，
似乎很享受。

良久，我试探地问道：“爸，我约好
了搓背的，搓个背，舒服。”没想到他
一口回绝：“不干，那是腐朽的享乐思
想。”我赶紧补正：“您搓背了，才能增
加他们收入。”“不干，你想搓，我不反
对。”他斩钉截铁地说道。确实我是有
搓背的想法，但年近八十的老爸上
楼、下楼的脚步明显有些老态，肯定
要寸步不离地陪同。

上了浴池，我调好淋浴的水温，拿
着毛巾要帮老爸搓背，还是不同意。
我说：“小时候不都是您帮我搓背的
嘛。”他竟然生气了：“那是过去，我不
需要。”老爸的倔脾气，我从小就了解
也就不再坚持。

淋浴结束，老爸用毛巾擦拭身
体，显然不是很到位。这次我用干毛
巾帮他擦拭后背和头发，他没反对。
凝望老爸干瘦的后背，我不由得想起
老爸年轻时那伟岸的身板、一个猛子
能冲到水库底部打捞物品的勇猛。我
内心酸楚，老爸却显得有些感动。

上了楼，我担心老爸头发潮湿，
风吹易感冒，用电吹风帮他吹头发。
这可能是老爸第一次用电吹风，但肯
定是我第一次用电吹风帮老爸吹干头
发。

洗浴结束，老爸坚持自己乘公交
回家。望着老爸远去的背影，我猛然
想起那句老歌：“常回家看看……”

外婆的锁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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