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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柳 情
——记自 学成 才 的主任 中 医师刘长天

随着全 省先进
职工报告团 在各地
的巡 回汇报，刘长
天，这位仅上过一
年初中 、三年县办
卫校的塞外 中 医大
夫，顿时 成为 引人
注目 的新 闻人物 。

他，二十余年奔 波于长
城外 的 陕北 山 乡 ，为数 以千
计的患 者解除 了病痛；他 ，
历经坎坷，锲而 不舍 ，坚持
刻苦 自 学 ，先后 在 《中 医杂
志》等二十多种医学刊物上
发表专文四十四篇，被评为
省、地、县 先 进 科 技工作
者；他 ，与 另一位医生合著
的《女 科 临 证 集要 》，被
医学专 家们誉为 “女科临床
必备之书”、“中 医妇科瑰
宝”，中 医古籍 出版社将于
年内 出版此书：他的名 字 ，
已被 国 家 出版的 《千家 妙
方》一书 列 入 医 学 名 家之
列。

听着这位 四 十三岁 的中
年医生对他学 习 和 生活经历
的回顾，我眼前顿时 闪现 出
塞外大漠上那一丛丛 沙柳 。
狂风挟着流 沙，一次又一次
将它掩埋 ，它却一次又一次
顽强地冒 出地面 ，抽 出 新的

枝条……

工读 生 涯
古长城线上 的 神木县刘

家坡 ，寒风呼啸 ，冰封雪盖 。
一个 衣 着 褴褛的少年，肩
挑沉甸甸的豆腐担子，穿行
在沟沟岔岔的 山村。他瘦小
的身影和颤抖着 的叫卖声，
引起了 多少乡 邻们的叹 息 ：

“这苦命的孩子 ，可惜没有
得到刘家的真传啊！”

刘长天 出生于一个中 医
世家 ，祖传七、八代都以行
医为业 ，他父亲的医术更是
闻名 塞外。不幸的是 ，父亲
早年任晋绥边 区参议会议员
时，在一次政治运动中 受到
错误 的斗争和 打击 ，含冤而
死。母亲累死累 活将儿女们
拉扯大 ，一九五四年又供长
天上了 中 学 。就在这年又一
次祸从天降，刘长天那位从
小参军的胞兄又受到 “胡风
集团 ”案的牵连 ，戴着 “莫

须有 ”的罪名 饮恨身 亡。从
此十 四 岁 的刘长天失学 了 。
白天，他一面种 田 ，一面帮
母亲喂猪、磨豆腐，挑 着豆
腐走村串户 叫卖；夜里 ，便
在油灯下 自 学借来的 《汤头
歌诀 》等 医学书籍 。

一九五九年，神木县办
起一所中 医卫校 ，十七岁 的
刘长天以 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了。当 时 正 是 三年 困难时
期，他常是饥肠辘辘地坚持
学习 。为了 解决学 习和 生活
费用 ，长天便利用 课余和节
假日 ，为 工 地 和 私人打零
工。一次学校建房运砖时 ，
刘长天 拉 着 车 子边走边背
《 伤寒论 》，不注意连人带
车跌下三米多深的沟里，摔
得口 吐鲜血，浑身疼痛。伤
痛稍好后 ，他又赶到工地拉
起了 车子……

三年的工读生活 ，使他
掌握 了一些医学 基础知识 ，
也磨炼 出他那沙柳般不屈服
于厄运的个性。毕业后 ，他
被安排到 本县常家沟公社卫
生所工 作。

绝处逢生
一九六四 年 ，社教 运动

开始了 。刘长天家 的贫农成
份突然变 成 了 “地主”，他
那六十岁 的老母亲 ，被戴上
了“地主分子”的帽 子受批
斗。昔 日 相敬如宾的妻子也
闹着和 他离 了 婚，并带走 了
三岁 的孩子。在这愁与 苦煎
熬的 日 子里 ，刘 长天始终没
有忘 记一个医生的天职。平
日，一但有重病患者 ，他不
分白天黑夜 ，雨雪风霜 ，总
是随叫 随到 ，就连节假 日 也

不例外。乡 亲们满
怀深情地给他送来
锦旗 ，上 面 写 着

“红 色 医 生 ”、
“救 命 恩 人”的

金字 。每 当 夜 阑人
静，他便刻苦攻读
中医 理 论，《黄

帝内经 》和 《金 匮要略 》等
中医名 著，竟 能背诵如 流 。
就在妻 离 子散的这一年，他
的第一篇 中 医 文稿在 《浙江
中医 》杂志上发表了 。

正当 刘长天潜心钻研医
学知识时 ，文化革命的动乱
如同 流 沙般席卷而来。一九
六六年九月 ，县上给公社打
来电 话，要 求 把 “地主家
庭”出 身 的 刘长天清退 回
家。还是群众们赶来说情 ，
他的 “社办人员 ”名 额才侥
幸保留 了下来。为了报答人
民的厚爱，刘长天没有卷入
人整人的 “运动”，而是一
个心眼为群众治病。看到 山
区妇女劳累 ，发病频繁，多
年他便把心血倾注在中 医妇
科的治疗与研究上。对于崩
漏、滑胎、不孕等病症 ，他
都自 拟了经验处方，反复验
证，对比疗效 ，每种病症的
详细 治疗记录都不下百例 。
出诊 之 余，他总是 手不释
卷，漫游在中 医学 这个古老
而神奇的王国 。

说来也怪 ！连逆境中 的
刘长天 自 己也不大理解，他
这样一个随时 都 会 被 打破

“饭碗”的社办医 生 ，被妻子
抛弃后 ，却赢得一 位苗条 、
聪颖的农 家姑娘真挚 的爱 。
结婚时没有住处 ，当 地一 位
农民热心地腾 出自 家的房子
给他们做新房；没有生活用
具，乡 亲 们 就 帮他样样凑
齐。一九七一年 ，附近十 多
个村的近百 名 农 民 赶 来帮
忙，仅用 了 七天时 间就为长
天建起三间新房 ，使他们一
家四 口 安下 了 家。

对于刘长天来说 ，他植

根的 ：“大地”就是这山 区的
人民 ，塞外的故乡 。他终生
铭记着 “大地”的深情 。

雨露 春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

精神 ，象春风雨露一样洒 向
祖国 的 大 地。刘长天家的

“地主”成份被否定 了；父
亲和胞兄三、四十年前的冤
案，得到平反昭雪；他本人
由社办人员 转为 国 家公职人
员，并 先 后 被 提升为中 医
师、主任中 医师 ，工资连续
晋级；妻 子和儿女 ，也从农
村转为城镇户 口 。为 了使刘
长天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上
级部门 又特意调 他到 本县中
医学会办公室 ，从事医学 资
料的收集 、整理和研究 。

安定的环境 ，党和 政府
的支持，使刘长天更加集中
精力 ，潜心治学 。就靠这种
刻苦钻研的精神 ，他一篇又
一篇医学 文稿问世 了 。本县
的老中 医贺升效先生是长天

先父的弟 子，长于中 医理论
和妇科，刘长天就去登门求
教。他们互相切磋 ，密切合
作，终于写成了十七万字的
《 女科临证集要 》。此书由
神木县卫生局 内 部 印刷后 ，
引起了全 国 中 医学术界的关
注。北京、上海、广州、西
安等 地的八十多 位教授、专
家为其题字作序，卫生部中
医司副司长傅世垣也对此书
极为 赞赏。现在，刘长天与
另一 位中 医合著的三十万字
的《医海一滴 》，也将在年
底完稿 。

在告别刘长天的时侯，
我们又一次谈到沙机。他深
有感触地说：“沙柳不索要
优越的水肥条件，但他需要
阳光、雨 露 和 春 风！”此
刻，我又情不 自 禁地想到：
迎着改革的春风雨露，在来
年的大 上 ，
将有更多的沙
柳连片成林 ，
绿染千里……

延长 油 矿 永 坪 区 自 一 九
八四年 以 来 办 起 了 “老年 文
化窒”。该 区 离 退 休干部 坚特

每周 一 三五 集 休 学 习 ，从 未
间断 。

秦宜　黑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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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学 成 才”，
是时 代 对 我们 提 出
的任务 ，也是 广 大
职工 的 迫切 要 求 。

然而 ，学 习 的
目的 是 什 么 呢？这
可就五 花 八 门 了 。
大多 数 同 志 是真 心
实意 地 为 了 对祖 国
的四 化 建 设作 出 更
大的 贡献 ，但 也 有
一些 人心 里 想 的 只
是提 干、升 资 、调
动工作 等 等 ，眼 睛
盯的 是 那 一 张 文

凭。为 了 文 凭 ，甚
至不 惜弄虚 作假。
这样 的 人 能说是

“ 成 才 ”了 吗？当
然不 能。文 凭 不等
于水平。那 种 重 文 凭 轻 实
才的 倾 向 是 错误 的 。

“ 人 才 ”是一个 有社
会意 义 的概 念 ，不 只 要看
文化科 学 知 识 的 水平 ，还
要看 实 际 的 工作 能 力 和解
决生 产 实 践 问 题 的 能 力 ，

要看 对 社 会 的 贡
献。一个 人，即 使
有了 某 些 知 识 ，若
不能 为 人 民 服务 ，
为社 会 创 造财 富 ，
那也 算 不 上 “人
才”，而 只 是一 个
知识 的 占 有者 。

所以 ，我们提
倡把理论 与 实 践结
合起 来 ，把 学 习 与
工作 生 产 统一起
来，最好是 专业 对
口，带 着 生 产 和工
作存在 的 问 题，有
针对性地学 ，学 以
致用 。这样 ，学 习
的目 标 明 确 、具
体，就能 避 免理论
脱离 实标 的 倾 向 。

期望 有 更 多 的 职工在
本职岗 位上成 才 发 光 ，
用自 已 的 知 识 为 人民 做
出切 切 实 实 的 奉献 ，
把“论文”刻 画 在 祖 国
四化 建 设 的 高 楼 大 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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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 息　国 家教育委员
会、财政部最近联合发 出文件 ，对
今年各类成人高等 学校 实行全国 统
一招 生做 出具体规定。

《 规定 》指 出 ，一九八六年各
类成人高等 学校实行统一招生，由
国家教育委员 会组织 统一命题 、统
一考试时 间 、统 一 评 分 标准；各
省、自 治 区 、直 辖 市 组 织统一考
试；统一评卷、制定最低控制分数
线；各招生学校进行录取。

《 规定 》说 ，凡按有关规定 ，
经省、自 治 区 、直辖市、计划 单列
市人 民政府 或 国 务 院有关部委批
准，并报经原教育 部或国 家教育委
员会审定备案的学制为脱产学 习 两
年以上 、业余学 习三年 以上 ，培养大
学专科和本 科毕业生的各类成人高

等学 校 ，都应参加全国统一招 生
生，并按隶属关系和有关规定将
招生计 划报经国 家教育委员会正
式纳 入国 家成人高等 教育招生计
划。凡 自 行招生的 ，国 家不承认
其颁发的文凭 。

报考脱产 或半脱产学 习的 考
生，年龄应在 四 十岁 以下；在职
职工应专业对 口 ，并经本单位审
查同意 。报考业余学 习 的考生 ，
年龄、工龄可不限，但也需经本
单位签署审查意见 。

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的
脱产 、半脱产班，招收具有 两年
以上工龄的在职职工 。

今年 成 人高 校招生考试的
日期 定 于 五 月 十 日 、十一 日 两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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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电 大

已发展成初具规模 的

新型高校

本报讯　陕西广播 电
视大学 自 一九七九年创办
以来 ，已发展成为一所初
具规模的新型高等 院校 。

七年来 ，陕 西 电大共
招收六届学生四万六千余
人，现已 毕业的 全科生一
万一千 四 百余人 ，单科一
万零八十人 ，为振兴陕西
经济增 添了 一批专业技术
人才。目 前陕西 电大在校
注册 全科生和 自 学 生共
计三万 四千六百人，开设
的专业 由开办初期 的两个
增加 到 二 十三个。全省

已有八十二个县设有 电
大管理机构 ，共有八百
四十 四个教学班。陕西
电大在新的一年要将各
电大 分 校 办成教学实
体，使其有 自 己的教学
队伍 ，有 自 己的办公、
教学、实验场所 ，真正
成为 学 员 们的学 习 中
心、实验中心和辅导中
心。年内各地市 电大工
作站将全部改为分校并
建立县一级的 电大管理
站。

（ 春泥 ）

风县 防疲站 汽 车 司 机李 金生 ，近年来
在做好 本职工作 的 前提下 ，利 用 业 余 时间
搜集 树根 ，创 作 出 三百 多 件根 雕 艺 术作
品。　　胡志仁

丰子 恺 的 读 书 法
丰子恺是 我 国著名 的画家、文学 家、美术和

音乐教育家。他学外语时 ，要 求 自 己 对每篇课
文都读二十二遍。第一天读第一课十遍；第二天
读第二课十遍，第一课五遍；第三天读第三课十
遍，第一、二课各五遍；第四天读第四课十遍 ，
温习 第二、三课各五追，再读第一课两遍，几个
月后就能看外文的长篇小说了。　（秋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