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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收到张兴华同志由团结
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回眸》，全书
分为“真情”“感悟”“深思”“悦读”
四辑，共 124篇。顾名思义，这本书
是对往事的一种回忆，但更多的是
对往事、对人生的回味、思考、感
悟，触景生情，袒露心扉，怀念遐
想，感慨憧憬，给人无限启迪。

兴华同志是我敬重的领导和
同事。他上过学、种过地、打过铁，
干过公社“八大员”，当过村干部，
一步步走上基层领导岗位。他爱读
书，善思考。工作之余，别人看不出
他有什么爱好，认为他属于生活单
调的人。每日，早起读书、摘记是他
的“晨练”项目。他的阅读范围十分
广泛，阅读中做了大量摘记，每年
的摘记有七八本之多。他用来做摘
记的笔记本都是我从商店买回来
的，他对笔记本有“特殊”要求：要
耐用，且用钢笔写上去不洇，因此
每次买本，我都要用钢笔试试洇不
洇。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反映了
他在学习上非凡的功力。他所呈现
给我们的学识、境界、素养和修为，
大多应该源于他的学习与思考。

兴华同志为人实在，做事扎
实。《回眸》中的一篇文章提到海兴
县第二中学教学楼启用的事情，我

印象深刻。当时，他分管“普九”工
作，二中教学楼建成后，因资金问
题，迟迟不能交付使用。出于对孩
子们就学的急迫心情，在协调会
上，他甚至动了粗口。事后，他的眼
睛毛细血管大面积充血。他写这件
事是检讨自己，而正是他关注教育
的责任和担当，以及长期以来钟情
教育的情怀，才使海兴县教育以及
其他民生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兴华同志为人忠厚，真情做
人。《回眸》中用得最多的词就是

“感恩”，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
生活、感恩每一个对他有帮助的人
和事。早年，他有一则短文《平生三
怕》，其中一“怕”是老师，这个“怕”
是敬重的意思。我曾几次随兴华同
志去天津看望他的老师汤吉夫先
生。在汤先生面前，他的表现绝对
是做学生的“样板”，一举一动，每
个细节都透着对老师发自内心的
尊重和体贴，师生间的融洽令人感
动，令人羡慕。兴华同志对同事、对
朋友都是以诚相待。对我们工作中
的迷茫、失误，甚至是不同意见，他
常常是循循善诱、耐心开导，讲事
实、摆道理，有时还讲故事，宛如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从不高高在上、
简单粗暴、强加于人，因此，每个人

在他面前都敢讲话，都能袒露心
声。正是兴华同志这种质朴、宽厚、
真诚的待人处事之道，团结、影响
和带动了一大批人一道工作，在不
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都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

兴华同志生活简朴，追求平
实。工作上，他无论对人还是对己
都追求高标准，生活上却保持了朴
素、简单的风格。他穿衣只求舒适
干净，吃饭喜欢家常便饭。当时，我
们机关有一个非常简陋的食堂，在
食堂就餐的人员中，他吃饭次数最
多，吃饭吃得最香。他每个季度都
要把饭费交给我，由我代他向会计
交费，并叮嘱我替他保管好单据。
每当周日加班，他常常告诉食堂师
傅，不要因他一人而耽误休息，他
的办公室常年备有从家里带来的
方便面。

兴 华 同 志 在《回 眸》中 写
到：“回忆是一种总结、一种积累。
品味岁月流年，留下的是装满感恩
的记忆。生命中的记忆，是一本温
暖心灵的长卷。感恩过往，把握现
在，明天是远方闪烁的明灯。”愿兴
华同志在创作中感受快乐，并快乐
创作。

感恩过往 追求平实
——读《回眸》有感

王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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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午后，和母亲一
起打开父亲的衣橱。

橱门打开，一股浓郁的
樟脑球味扑面而来，我不敢
触碰那些整齐有序、折叠方
正的、按季节码放的每一件
衣服。

往日，父亲叠衣服的情
景犹在眼前。还记得，我
休产假期间暂住娘家，他
把我们晾干的衣服叠好，
对我儿子说：“来，把你们
的衣服抱到你们屋。”后
来，儿子长大了一些，父亲
就逗他说：“来，小伙计，数
数一共多少件，数一件给你
5 角钱。”儿子一开始只会
说“谢谢姥爷”，后来就说：

“等我长大，挣钱给姥爷
花。”博得父亲开心一笑。

父亲晚年的多数衣服，
都是姐姐和我添置的，每每

看到，我眼前便浮现出当年
买回新衣，让他试穿的画
面。新衣穿上身，父亲在衣
镜前拽拽衣角，再转一个
圈，耸耸肩膀，站得笔直，自
豪地说：“跟着闺女沾光，又
有新衣服穿了。”想着想着，
我眼眶一阵温热，眼泪不自
觉地流出来。

“看，这件加绒保暖裤，
你姐买的，他还一次也没穿
过，若不要了，多可惜。”母
亲说。

衣橱还是那个衣橱，里
面的衣服却再没有人穿了，
也不知能放多久，让它带着
美好的回忆沉睡吧，给自己
留个念想。

此刻，我想说：“父亲，
想您了，愿您在天堂里也能
有衣橱，有合适的衣服。”

父亲的衣橱
红豆

我对邮票的喜爱近乎痴狂，那
小小的票面上有我情感的寄托。有
时，感觉自己就像宋代那个喜欢收
藏奇石砚台的“石痴”米芾。

记得有个朋友有一张票面 2
分的风景邮票，我十分喜欢，每次
看到都不忍释手。为了得到它，我
颇费心思。两天一个电话，三天一
次拜访，生怕那邮票“飞”了。几经
交涉，我用自己心爱的一枚寿山石
闲章换到了那枚邮票。我如获至
宝，把它夹在册子里，经常拿出来
观看。

前几年，烈士赵博生的纪念邮
票出版发行。得到消息时，天正下

着大雨，我冒着雨跑出 20多公里
买了一套，唯恐邮票售罄。当时，工
作人员一脸惊讶，他们哪里知道集
邮迷此时的心情。北京办奥运会，
我提前把钱给了工作人员，让他们
给我留一册。

也有伤心的时候。记得有一册
我收藏了好几年的邮票，不慎放在
旧书堆里，当废纸卖了。我为此伤
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现在，我已经收藏了 10 大本
子邮票，有首日封、小型张、纪念
张、连环套票，里面的邮票有山水、
花鸟、人物等，包罗万象，让人看得
眼花缭乱。“步辇图”呈现的是唐太

宗接见吐蕃使者的故事；“鞠躬尽
瘁”是诸葛亮出师北伐前在油灯下
写下千古名篇《出师表》的故事；

“龙宫夺宝”讲述的是孙悟空闯龙
宫喜得金箍棒的故事……

每一张小小的邮票背后都有
一段动人的故事，都有一段难忘
的回忆。每每翻看，乐满心房。每
当朋友提及我收藏的邮票时，我
总是很骄傲地如数家珍般向他
们一一介绍。方寸之间，奥妙无
边。邮票真不愧是微型百科全书。
集邮增长了我的知识，陶冶了我的
情操，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

集邮乐
王之俊

牧羊老人
泊头市齐桥镇东

毛三庄村村民贾希
友，今年 76 岁。他老
了也不闲着，养了几
只山羊。他说：“老了，
光闲着不行，放放羊，
不但能挣个零花钱，
而且锻炼了身体。”

毛长林 摄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
健委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
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推动
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重要指引。

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
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
的重要举措，是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增强老年人获得
感和满意度的重要途径。

“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老
龄 化 进 一 步 加 速 。截 至
2021 年年底，我国 65 岁及
以 上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14.2%。据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预测，到2025年，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达
到2.21亿。医养结合跨越了
传统养老观念中只强调单
一“养”的服务内涵，更加注
重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的
融合。医养结合的优势在于
整合医疗和养老两方面的
资源，在提供养老服务的基
础上，利用医疗技术为老年
人提供预防保健、疾病诊
疗、康复、护理等专业化医
疗服务。

近年来，我国医养结合
政策不断完善，取得积极进
展，但仍存在居家社区医养
结合服务能力不强、机构医
养结合资源供给不足、医养
结合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
短板和弱项。因此，推动医
养结合高质量发展，必须着
力破解难点、堵点问题，不
断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
服务需求。

一要解决“有养老、无
医疗”问题。医养结合，“养”
是基础，“医”是核心。在提
供居家医疗服务方面，要聚
焦失能、失智、慢病、高龄、
残疾等重点老年人，以家庭
病床和上门巡诊等为手段，
确保这些人群在家中能够
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推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
网+护理服务”，创新方式，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便
利的居家医疗服务。在增强
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方
面，要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等利用现有资
源，内部改扩建一批社区医
养结合服务设施，重点为有
困难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发
挥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在
养生保健、慢性病防治等方
面的优势，推动中医药进家
庭、进社区、进机构。

二要解决“有签约、无
服务”问题。针对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不到位、上门医疗
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需要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价
格、医保等支持政策，充分
调动有关机构和人员的积
极性。要在做实老年人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的基础上，稳
步提高重点老年人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在提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础上，
基于老年人差异化健康需
求，设计个性化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包，做细做实老年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为老年人等人
群提供上门医疗服务，采取

“医药服务价格+上门服务
费”的方式收费。上门服务
费可由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综合考虑服务半径、人力成
本、交通成本、供求关系等
因素，自主确定。

三要解决“有机构、无
人才”问题。人才资源是医
养结合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针对医养结合人才不足等
问题，需要多渠道引才育
才，引导医务人员从事医养
结合服务，壮大失能照护服
务队伍。要加快推进医疗卫
生与养老服务紧缺人才培
养。鼓励普通高校、职业院
校增设健康和养老相关专
业和课程，扩大招生规模。
鼓励医务人员特别是退休
医务人员到相关机构从事
医养结合服务，并建立相关
激励机制。加强对以护理失
能老年人为主的医疗护理
员、养老护理员的培训。鼓
励志愿服务人员为照护居
家失能老年人的家属提供
喘息服务。

据《人民日报》

破解医养结合
的难点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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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环境优美 ★护理服务细心
★饮食科学营养 ★文化活动丰富 招收自理、不自理老人 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社区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沧州市民政事业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