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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文华春 通讯员 黎贵

本报讯 化州紧紧抓住广东
省医疗卫生人才“组团式”帮扶
的有利时机，大力推进县域医共
体建设，构建起省市镇村四级联
动分级诊疗模式，并依托县域医
共体，积极探索高血压、糖尿病、
肝炎、肿瘤等疾病三级预防先行
先试模式，做实慢病医防融合。

全面整合资源，提升服务能
力。利用南方医院等省内大医
院重点扶持，加强人才培养和重
点专科建设，提升县级医疗机构
服务能力。组建以化州市人民
医院、化州市中医院、化州市妇
幼保健院、18间乡镇卫生院、6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34 个村卫
生站为一体的县域医共体，整合
县域医疗资源，推进医共体技

术、质量、信息等统一建设。医
共体总医院选派医护业务骨干,

“组团式”帮扶24 个基层分院。
坚持四级联动，构建闭环管

理。主要依托南方医院等省级
医院的专家团队，制定筛查、治
疗、随访等方案。实现高血压、
糖尿病、肝炎、肿瘤患者在县域
内的防治管理体系建设，且可享
受省级医院治疗同质化方案。

抓好分工明确的闭环管理，通过
信息化手段和远程诊疗系统，全
面将四级医疗机构联动在一起，
构建县域医共体县镇村闭环管
理体系。

落实三级预防，创新医防协
同。落实一级预防，对于明确
患高血压、糖尿病、肝炎、肿瘤
的高危人群，通过专家背书制定
方案，对患者进行健康管理和健

康宣教。落实二级预防，在高危
患者的管理中，对目标人群实行
个 体 化 体 检 方 案 ，省 级 专 家
MDT 团队给出明确治疗方案
后，在县域医共体总医院实施。
落实三级预防，患者治疗出院
后，由省级医院专家制定随访方
案，由县域医共体总医院做首次
随访，在镇卫生院做居家随访和
康复工作。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海锋

本报讯 日前，市创文巩卫办发布 5月
份“六好”乡镇测评结果。沙琅镇、那霍
镇、金塘镇分别以 96.54分、95.65分、94.83
分的总得分排名前三，而总得分倒数后三
名的分别是小良镇、霞洞镇、黄岭镇。

此次测评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四类问
题，一是部分乡镇的基础硬件设施老旧破
损更新替换不及时，如：健康教育宣传栏、
精神文明创建宣传栏更新不及时，乡镇公
共卫生间、道路指引牌和文明提示牌有所
缺失、损毁，道路坑洼修补不及时等现象；
二是公共秩序日常管控力度不够，如：车
辆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现象，其中，大部
分的乡镇农贸市场周边车辆乱停乱放现
象较为突出；三是环境卫生保洁力度不
足，如：部分乡镇、行政村的公共卫生间保
洁不及时、有异味，部分路段雨后清扫不
及时、积水久未退去，小广告乱张贴痕迹
清理不彻底等；四是部分乡镇行政村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仍未具备文明实践活动
的设备条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

市创文巩卫办强调，各区、镇要高度
重视，把“六好”乡镇测评活动作为我市
创文巩卫的年度重点工作之一，在工作
中紧密结合形势变化，坚持主要领导亲
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强化攻坚克难的
举措，切实做出成效；各单位部门要通力
协作，充分发动各级干部、动员身边群众
齐参与，切实提升创文巩卫的覆盖面和
参与度，努力营造良好创建氛围；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对照测评标准强化问题整
改，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各
项工作。

■记者 邓海菲 通讯员 邱洪波

本报讯 为引导广大青少年学习
基本的法律知识，遵纪守法，逐步培
养法律素质，营造全民学法、禁毒反
邪、建设平安镇盛的浓厚氛围，6月 21
日上午，在“6·26”国际禁毒日即将到
来之际，由茂南区镇盛镇党委政府、
茂名市民政局、茂南区总工会、茂南
区禁毒办、茂南区人民检察院、镇盛
镇派出所、镇盛镇司法所、茂名市第
八中学等单位联合举行“6·26”国际
禁毒日宣传活动。

本次禁毒宣传的主题为“无毒青
春，健康生活”。“禁毒是每一位公民的
责任。”在禁毒宣传教育授课环节，镇
盛镇党委书记陈晓明结合学生实际，
鼓励学生们要积极学习禁毒知识，自
觉树立“防毒拒毒，从我做起”的主人
翁意识，做个拒绝毒品的好少年。茂
南区检察院派驻镇盛检察室副主任谢
远光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

的案例向同学们讲解了毒品的性状及
危害，从日常生活、学习、社会交往等
方面深入分析了青少年涉毒的原因，
让同学们对毒品预防有了更加系统全
面的认识。

“哇，这‘糖’做得太像了，根本
看不出是毒品！”“这是冰毒！我从
电视上看到过！”在近距离观看禁毒
宣传展板、仿真毒品过程中，一个个
触目惊心的涉毒案例事例，一幅幅
形象生动的宣传画面，一个个被毒
品侵害的鲜活生命展现在大家面
前 ，让 学 生 的 心 灵 受 到 极 大 的 震
撼。同学们纷纷发出感叹，理解到
什么是毒品危害，从中体会到重视
禁毒的必要性，表示会提高警惕，拒
绝毒品侵蚀。

今年是第 29 个国际禁毒日。当
天活动通过宣传教育授课、发放宣传
资料、摆放禁毒宣传展板、展示仿真毒
品等方式，让禁毒宣传教育深入每一
位学生内心，提高了广大师生知毒、识
毒、防毒的能力，筑牢学生们的反毒、
禁毒思想防线，有力地推进了法治教
育和禁毒教育工作的开展，营造了“全
民参与禁毒斗争，携手筑牢禁毒防线”
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创建平安校园打
下了坚实基础。

构建省市镇村四级联动分级诊疗模式

化州依托县域医共体做实慢病医防融合

禁毒宣传进校园 护航青春伴成长

镇盛镇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5月份“六好”乡镇
测评结果已出炉

沙琅镇、那霍镇、金塘
镇总得分排名前三

1938年2月1日，八路军一二九
师东进纵队，在司令员陈再道、政委
李菁玉带领下，到达南宫苏村镇。
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壮
大党的力量，培养党的县、区领导干
部，开创冀南抗日根据地，东进纵队
一到苏村镇就同冀南特委联合开办
了党员训练班。

党员训练班由特委组织部长
周东光负责，到 2 月 5 日，学员已
达 二 三 十 名 ，之 后 学 员 陆 续 报
到。王蕴瑞具体管理学员工作。
学 员 多 是 南 宫 、巨 鹿 、威 县 、广
宗 、清 河 、枣 强 、冀 县 、新 河 、宁
晋、临城、内丘、沙河等县、区党
组织负责人和党员骨干。学习内
容有党的基础知识、冀南游击战
争、冀南党的历史及如何尽快恢

复建立地方党组织等。学习方
法是集中上课与自学党内文件
相结合，东进纵队和冀南特委领
导同志李菁玉、陈再道、马国瑞
等亲自给学员作报告、上课，陈
再道讲平原、山区游击战争，马
国瑞讲冀南党的历史，李菁玉讲
党的作风问题。

2月8日，东进纵队由苏村进驻
南宫县城，训练班也随同迁往南宫
旧县政府继续开办。不久，又搬到
了南宫中学。2 月中旬，党员训练
班共办两期，培训党员 80多名。两
期党员训练班的开办，在冀南冀西
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邢台各
县前来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和
参加培训的党员、干部络绎不绝，
冀南的抗日气氛益加浓厚。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东
进纵队在党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开
办了冀南抗日军政学校，这所学校
的校长是陈再道，教育长王蕴瑞，
民运科长刘铁之，冀南抗日军政学
校实为党员训练班的继续，但比训
练班规模大而正规。

学校学员多是思想进步、要求
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党员也
有非党群众，学校的教学计划每
周制订一次，安排上课日程。学
员培训主要由东进纵队和冀南特
委领导同志作专题报告，课后组
织小组学习讨论，作报告的领导
同志有宋任穷、陈再道、李菁玉、
胥光义、刘铁之、刘北斗等，李菁
玉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马国瑞、
刘铁之讲抗日救国的政策和群众

运动，刘北斗讲唯物论，王蕴瑞讲
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从延安来
的教员王禄同志负责教唱抗日救
亡歌曲。

学校的各项活动都是按部队要
求进行的。尽管学校的生活比较艰
苦，但学员们的情绪非常高涨，学校
课余生活也搞得生动、活泼，唱歌、
体育活动、做游戏为主要活动形式。

冀南抗日军政学校共办二期，
第一期政治和军事两个队，学员
100 多人；第二期分四个中队，每
个中队下设三个区队，100 余名学
员，两期学员共计 600 多名。这些
学员和党员培训班的学员，在组
织和领导冀南冀西各县抗日游击
队和抗日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来源：人民政协报）

清代刘开《问说》有云：
“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
矣。”成语“劝善规过”即源于
此，比喻勉励学好，规劝改正
错误。

“劝”是一个形声字，从
力，雚声。“力”表示用力、努
力之义；“雚”同“鹳”，指一种
鸟，甲骨文像睁着一双大眼
的鸟在观察，因此整个字可
以理解为看着对方努力，勉
励他人从善。《说文解字》注：

“劝，勉也。”“规”是一个会意
字，从夫、从见。“见”与“夫”
结合在一起，就是人们接受
外界监督、诉说内心准则的
外在呈现。《说文解字》注：

“规，有法度也。”有法规、准
则等义项，引申指郑重地告
诫、劝说，如“规劝”。

道义相砥，过失相规，这
样的朋友，被称为“畏友”，即
值得敬畏的朋友。韩愈与柳
宗元志同道合，在“古文运
动”中相互勉励，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韩愈在编《顺宗实
录》时，曾对自己任史官一职
心有忐忑，写信给柳宗元说：

“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
刑 ，岂 可 不 畏 惧 而 轻 为 之
哉”，表示自己畏祸惧刑不愿
为史。柳宗元很快回了一篇

《与韩愈论史官书》，一面直
言不讳地批评他“不直、不得
中道”，不敢担当；一面推心
置腹地鼓励他要忠于职守，
做一个刚直不阿的好史官。
韩愈读罢，受教而悟。

《弟 子 规》有 云 ：“ 善 相
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
亏。”不止朋友，上下级之间
都应相勉为善，共同建立起
良好的道德修养；如果看到
过失而不规谏，那么彼此的
道德都有缺陷。春秋时期，
齐景公身穿狐皮大衣，跟晏
婴说“雨雪三日而不寒”。晏
婴趁机劝谏：“古之贤君，饱
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
逸 而 知 人 之 劳 ，今 君 不 知
也。”景公顿悟其意，忙命人

发 放 皮 衣 、粮 食 给 那 些 挨
饿 受 冻 的 人 。 孔 子 听 到 后
都 称 赞 ：“ 晏 子 能 明 其 所
欲 ，景 公 能 行 其 所 善 也 。”
意 思 是 说 ，晏 子 能 阐 明 他
的 愿 望 ，景 公 能 施 行 他 认
识到的德政。

劝善规过需要智慧，规劝
的方式不仅仅是语言，还有身
范。东晋名将陶侃年轻时曾
任鱼梁吏，管理渔业。有一
次，他叫人送了一坛官府的
腌鱼给母亲吃。未料母亲如
数退还，并附信道：用公家的
东西给我，不但不能让我高
兴，反而增加了我的担忧！
这种方式颇有成效，陶侃受
母亲影响，一生清正不阿，成
为军政重臣，为稳定东晋政
权立下赫赫战功。

劝善规过，是相助，更是
相长。1918 年由毛泽东、蔡
和森等人发起成立的新民学
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
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倡导
会员之间互相视过、劝善规
过、相互砥砺、共同提高。毛
泽东在致信会友彭璜时，就
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彭有“言
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
过多而真面过少”等十个缺
点。而他在信中也自我批评
说，“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
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
一概都有”，最大的缺点是

“意弱”。正是这种自省、他
评，相互建言、坦诚相见的学
习方式，大大提升了会员的
能力和素质。他们中很多人
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古语言：“士有诤友，则身
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
不陷于不义；夫有诤妻，则身
不入于非道。”党员干部应当
树立正确的人际观，与人以诚
相交、坦诚相见，相互砥砺品
德、取长补短，在批评中互相
促进，在交流中共同成长。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

李清泉，原名李全回，1888 年
出生于有着“十户人家九户侨”之
称的侨乡福建晋江，祖上几辈人
都“过番”到菲律宾谋生，他的父
亲还创办了自己的木材公司。

李清泉童年时在家乡生活学
习 ，14 岁 跟 随 父 亲 到 菲 律 宾 经
商。1907 年，19 岁的李清泉正式
接管了父亲的木材公司。李清泉
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抓住菲律
宾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契
机，大刀阔斧地扩展公司业务：购
买林地，投入大量资金购买机器，
组建多个木材公司，成立远洋运
输公司，打造完整的产业链。他
的生意蒸蒸日上，巅峰时期掌控
了菲律宾 80%的木材出口。因此，
李清泉被誉为菲律宾的“木材大
王”。此外，李清泉还创办了菲律
宾第一家华侨金融机构——中兴
银行，并创办在马尼拉极富声望

的华文报纸《华侨商报》和《新闽
日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
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
日的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的 旗 帜 下 ，无 数 中 华 儿 女 积
极投入抗日战争。李清泉也挺
身 而 出 ，号 召 菲 律 宾 华 侨 奋 起
抗敌，为东北义勇军筹款，随后
又 组 织 成 立“ 菲 律 宾 华 侨 援 助
抗敌委员会”，这是抗战全面爆
发 后 ，东 南 亚 最 早 出 现 的 华 侨
抗日救国团体。李清泉担任主
席，并在各地成立分会，募捐筹
款支援祖国。在李清泉的影响
下，他的夫人颜敕把华侨妇女组
织起来，进行抗战宣传、募捐等
活动。1938 年，颜敕还致函八路
军总司令朱德，给八路军汇去部
分募捐款。对此，朱德和彭德怀
联名复函，对海外华侨的爱国精

神大加赞扬。
在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伪满

洲国”、妄图分裂中国东北三省
之时，李清泉领导的马尼拉中华
商会当即表明立场，反对溥仪称
帝。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协议
之后，马尼拉中华商会更是直接
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出兵讨伐、
收复东北。

1932 年 11 月，在名将翁照垣
的呼吁下，李清泉决定发起航空
救国运动，筹组“中国航空建设
协 会 马 尼 拉 分 会 ”。 他 率 先 垂
范，出资捐助一架战斗侦察机。
在他的带领下，菲律宾华侨捐资
购机 15 架。

抗 战 全 面 爆 发 之 后 ，李 清
泉 两 次 致 函 陈 嘉 庚 先 生 ，建 议
在 东 南 亚 组 织 筹 赈 总 机 关 。
1938 年 10 月 ，“ 南 洋 华 侨 筹 赈
祖 国 难 民 总 会 ”（简 称“ 南 侨 总

会 ”）在 新 加 坡 成 立 ，李 清 泉 被
推选为副主席。在他的积极领
导 和 发 动 下 ，菲 律 宾 华 侨 筹 集
了 大 量 资 金 和 物 资 ，寄 回 祖 国
支援抗战。

由于为支援抗战四处奔波，
患有糖尿病的李清泉病情加重，
不幸于 1940 年 10 月 27 日病逝于
美国，年仅 52 岁。弥留之际，他
特别留下遗嘱，将 10 万美元资产
捐给祖国抚养难童，被后人称颂

“至死不忘救国”。在李清泉遗
嘱的影响下，“祖国救助难童基
金”成立。

1940 年，李清泉的遗体运回
菲 律 宾 之 际 ，5000 名 菲 律 宾 华
侨集体到码头接灵。《菲律宾百
科 全 书》也 将 李 清 泉 的 事 迹 收
录其中。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
外版）

劝 善 规 过东进纵队——

创办冀南抗日军政学校

李清泉——

领导菲律宾华侨支援祖国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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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近距离观看禁毒宣传展板和仿真毒品，认清毒
品的危害。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云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