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意无意的， 如果工作上有
事需要加班， 总是想办法避开周
二周四， 因为实在不想错过 “伽
人”之约。

自从公司“职工之家”建成，
开辟瑜伽教室以来，“伽友” 是越
聚越多，人气呈逐年上升趋势。下
班了， 大家相约着换上轻松舒适
的瑜伽服，在美女教练的指导下，
调整呼吸， 放下一天的烦恼与忧
愁， 被八小时以内的事务填满的
头脑，在这里一点点变得空灵。从
关注身体的细微开始， 浮躁的心
情重新得以安静。一堂课下来，酸
痛的是身体，充盈的是内心。这些
也正是让“伽友”们欲罢不能的吸
引力所在。

“伽友”中有位姐姐正处于癌
症康复期，从简单的动作开始，每
天的练习让她的脸色一点点红
润， 她也在进步中获得了更多的
信心， 言谈话语里都是对工会职
工之家的感谢， 生病了更能体会
“娘家人”才有的贴心。

“伽友”中也不乏男同胞，有
的还练得相当出色呢。据这位“伽
友”讲，从小到大，自己的体育都

是“及格”水平，跑跳成绩从来都
是拖后腿的， 运动会没敢报过任
何项目。 没想到无意中接触的瑜
伽是这样的适合自己， 伸展不在
话下，力量成了优势，“我能行”让
他的小宇宙爆发了， 工作上干劲
足不说，就是在孩子面前讲起“发
现自我”也有了实例。

公司年会上，一众“伽友”表
演了自己排练的瑜伽韵舞。

悠扬的乐声中， 台上的表演
者倾心出演， 台下的观看者醉心
凝神。 爱美是人的天性， 同事们
热烈的掌声又一次证明了这一
点。 这些插曲不仅增加了同事间
的话题， 更成了工作衔接中的润
滑剂。

作为“伽人”的坚强后盾，公
司工会一直为我们操持着一切细
节。 不仅按照瑜伽练习的要求建
设了专门的瑜伽室， 配备了瑜伽
球、瑜伽垫、音响等器材，还努力
寻找好的瑜伽老师为大家指导。
不知不觉中， 有瑜伽相伴已经成
为一种习惯， 每周走进职工之家
“伽人”有约的日子，都像回家一
样轻松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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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她是是矿矿工工明明亮亮的的眼眼睛睛

那年， 我到一座小煤矿上工
的第二天早晨。

“小周 ， 你站住———矿灯 ！
矿灯———” 我跟着大师兄等几位
矿 工 说 说 笑 笑 走 到 底 盘 道 ，
隐 隐 约约听到身后有个女人在
喊我。

我回头一看， 只见从井口门
沿着主巷道斜坡一个 “小黑点
儿” 在飞快地往下移动。 “小黑
点儿” 慢慢变成一只萤火虫， 继
而变成一轮皎洁的月亮。 月亮很
快来到我们面前， 原来是放灯工
薛姐， 她现在是矿灯房的组长。

“小周啊 ， 你咋走那么快
呀？ 快把你的那盏矿灯给我， 给
你这盏。 你那盏矿灯昨晚没有充
电。” 薛姐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看
着我， 气喘吁吁， 借着众人雪亮
的灯光可以看到， 她的额头冒着
涔涔的汗珠， 脸涨得通红， “昨
天你下班告诉我 ， 你的灯头坏
了。 我临下班时给你修好灯后，
吩咐接班的小王充上电， 我就回

家了。 可是小王竟然忘了， 今早
我来到灯房后， 看到你的矿灯还
放在那里。 我就立刻拿到充电架
上充电 ， 谁成想你刚才领矿灯
时 ， 小王就稀里糊涂发给你了
……矿灯充电时间达不到很快就
会没电的。 矿灯不亮， 在掌子面
多危险呀……”

说着， 薛姐把那盏雪亮的矿
灯递给我 ， 接过我解下来的矿
灯， 沿着主巷道向井口门走去。
薛姐不一会儿就变成了萤火虫。
又过一会儿， 薛姐的身影在井口
门形成一个小黑点儿……

“没影了 ， 还傻看啥啊 ？”
这时候矿工们早已经都走了， 大
师兄对我催促着， “这个薛姐也
是咱们老采的媳妇。 唉， 就是命
不好……”

“咋啦？ 她丈夫没了？” 我
问道。

“哼， 要是没了她的命就不
苦了……既要上班， 还要照料孩
子， 还得伺候瘫痪在床的老爷儿

们……” 大师兄一边和我一起
往 掌 子 面 走 ， 一 边 讲 起 了 薛
姐的故事。

十年前， 薛姐从农村来到矿
区， 经人介绍认识了我们掌子面
的矿工老严。 老严人老实， 又能
盯班。 两个人很快就结了婚， 有
了孩子。

那时候， 薛姐没有工作， 一
个人在家带孩子。 有时候趁老严
晚上没班， 在家看着孩子， 薛姐
就半夜三更去家属房东面的矸石
山上捡煤。 晚上捡煤需要灯光，
薛姐经常让老严把自己的矿灯带
回家， 她拿着矿灯去矸石山上捡
煤。 可是第二天老严还要带着矿
灯去掌子面采煤。 因为矿灯充电
不足， 老严的矿灯经常是干了不
到半个班就不亮了。 三年前的一
天， 老严在掌子面刚刚干了不到
五个小时， 矿灯就不亮了。 往掌
子面捞铁腿时， 看不清路， 踩在
了溜子上， 被刮板溜子槽挤碎了
骨盆， 从此以后瘫痪在床， 再也
站不起来了。 薛姐知道是自己害
了老严以后， 后悔莫及， 肠子都
悔青了。

后来， 矿领导为了照顾老严
一家， 让薛姐在矿灯房当了放灯
工。 自从薛姐当了放灯工， 对每
一盏矿灯都严格把关 。 及时灌
水、 维修、 擦洗。 薛姐多次被评
为优秀放灯工， 大家背后都称薛
姐为 “矿工的眼睛”。

不一会儿， 我和大师兄到掌
子面了 。 我站在掌子面门口 ，
望 着 里 面 一 束 束 雪 亮 如 柱 的
灯 光 ， 感 觉 很 像 薛 姐 那 明 亮
的眼睛……

□周脉明 文/图

与与职职工工之之家家““伽伽人人””有有约约
□荷夏 文/图

一所60多岁的中医院蕴藏着怎样的“民族自信”

北京秘密

李斌 主编

距天安门不到6公里， 广安
门桥畔———两个多世纪前 ， 这
里曾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楼：
广安门。 广安门明代又称 “广
宁门”， 取 “广为安宁” 之意。

如今 ， 在这片底蕴深厚 、
曾诞生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土地
上， 广安门医院继承和发扬中
医药宝藏， 继续守护着人民群
众的健康与安宁 ， 彰显着中国
传统文化的 “民族自信”。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
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
宝库的钥匙。 当前 ， 中医药振
兴发展迎来天时 、 地利 、 人和
的大好时机， 希望广大中医药
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 ， 勇攀医
学高峰， 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
中的精华， 充分发挥中医药的
独特优势，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 切实把
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
贵财富继承好、 发展好 、 利用

好， 在建设健康中国 、 实现中
国梦的伟大 征 程 中 谱 写 新 的
章。” 2015年12月 ， 习近平总
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贺信中这样说。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两周年
之际， 我们走进广安门医院这
所中医院 ， 走近国医大师 、 中
医名家、 医院院长 、 科室负责
人， 一探蕴藏在这所医院里的
奥秘。

传承发展中坚定 “文
化自信”

2017年12月2日， 国医大师
薛伯寿第二届学术思想研讨会
在京举行 。 一整天 ， 来自各地
的近400名专家学者代表济济一
堂， 交流、 分享、 互动。

面对众多弟子 、 友人和同
事， 81岁的国医大师薛伯寿特
地穿上红色唐装 ， 走上讲台 ，

讲起继承恩师蒲辅周学术与医
术的经验、 启示、 感悟。

连国医大师都要继承他的
经验， 蒲辅周是何许人也？

翻开一部厚厚的 《广安门
医院院史》， 多幅照片上， 一位
面容清瘦 、 须 发 飘 飘 的 老 者
或在会诊 ， 或在临床带教———
这就是1888年出生 、 1955年从
四川奉调进京 的 一 代 名 医 蒲
辅周。

60多年前 ， 1955年12月19
日， “卫生部中医研究院 ” 在
广安门内北线阁成立 ， 周恩来
总理题词 “发扬祖国医药遗产，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央从
各地选调名老中医来京 ， 在广
安门组建了内科研究所 、 外科
研究所， 以及内科 、 外科 、 骨
科、 儿科等临床科室 。 以蒲辅
周、 冉雪峰、 杜自明、 叶心清、
刘志明等为代表的20多位知名
专家云集广安门。

60多年来 ， 一代代 “广安
人 ” 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 ，
广安门医院在治疗传染病 、 心
血管病、 肿瘤 、 糖尿病和针灸
等方面独树一帜。

1956年 ， 北京地区暴发流
行性乙型脑炎， 北京儿童医院、
传染病医院住 满 了 患 者 ， 病
魔来势汹汹， 一开始死亡率非
常高。

“之前石家庄乙脑流行时
用的白虎汤在北京不仅无效 ，
病人病情反而加重 。 ” 薛伯寿
说， “后来卫生部点将 ， 蒲老
任专家组组长 ， 老师研究后提
出， 用温病治疗原则治疗乙脑，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石家庄
的乙脑是暑温’， 而当年北京正
值立秋前后 ， 雨水较多 、 天气
湿热， 患者证属 ‘湿温’， 于是
采用三仁汤通阳利湿 ， 芳香化
浊， 再加上杏仁滑石汤 ， 湿去
热退， 一场可怕的瘟疫得以迅

速遏制， 蒲老诊治的患者中无
人死亡。”

“运用中医治温病原则治
乙型脑炎 北京市不少危重脑炎
病人转危为安 ” ——— 1956年 9
月4日出版、 如今纸张已发黄的
《健康报》 在头版头条位置如是
记录。

（十）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
同过眼云烟，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
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
个日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工友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