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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清风吕梁”开栏。

以 清 风 文 韵 涵 养 廉 洁 之

境，是用好用活我市丰富的红

色文化和廉政文化资源，扎实

推进“清廉吕梁”建设的创新之

举，本栏以“清风吕梁”为名，通

过持续深化家风家教专题报

道，深入挖掘“红色家书”等好

家风故事，让广大党员干部、家

庭在历史镜鉴与时代新篇中共

筑“不想腐”的精神堤坝，让清

廉之韵浸润心田，化作风清气

正的时代弦音。

栏目首篇推出关于于成龙

的故事，诚盼读者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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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通讯员 高
宏） 近年来，方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坚持

“以退役军人为中心”服务理念，创新实施

“四维发力”工作法，在全县建成标准化乡

镇服务站 6个、村（社区）级服务站 93个，实

现服务阵地全域覆盖。

高位统筹抓推进，构建“三级联动”责

任体系。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周

调度、月通报、季观摩”推进机制，明确“五

有标准”建设路线图。召开局党组专题会、

现场推进会，形成“县委统筹、部门主抓、镇

村落实”的三级联动格局。探索“兵支书+
服务站”模式，力求实现退役军人服务与基

层治理深度融合。

精准服务提质效，创新“四必访”工作

机制。推行“建档立卡、精准画像”服务模

式，建立退役军人电子档案一千余份。创

新“入伍必贺、退役必迎、困难必帮、节日必

访”四必访制度。设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基地，帮助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对创业项目

给予税收政策讲解。

示范引领创特色，实施“一镇一品”提

升工程。按照“基础规范+特色创新”建设

思路，打造“一站一品牌”服务矩阵。大武镇

设立“老兵调解室”，选聘优秀退役军人担任

调解员，化解矛盾纠纷 10余起；峪口镇组建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开展红色宣讲、应急

救援等志愿服务；峪口镇组建北川舞林双拥

宣传队，促进了军民融合，社会各界对双拥

工作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形成了“关心

国防、尊崇军人”的社会氛围。下一步，方山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充分发挥服务站桥梁

纽带作用，推动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

提质增效，切实为退役军人保驾护航，不断

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

方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必访”让服务更精准更有力

巩固提升全国双拥模范城

高考期间，离石区人武部紧抓有利时机开展征兵宣传，通过在各个考点外设立征兵咨询点，讲解征兵政策及报名流程等，向高考学

子发出投身军营邀请函。 臧媛慧 摄

早晨辅班护士 7:30提前到岗，备战手术

日换装变身：换上刷手服、手术帽、口罩，彻

底清洁双手。

晨会交班：听值班护士交代急诊手术总

数及特殊事宜，择期手术总数及术中是否顺

利等；听护士长布置当天手术安排（比如：

“今天有 2台专家手术，3台特殊体位病人注

意事项！”）。

检查手术间：查看温湿度、清点物品数

量，清洁手术间物体表面，核对器械包、开

机、调设备……像特工一样确保万无一失。

手术室护士的“强迫症”，清点纱布必须精确

到片，少一块？全体停台“地毯式搜索”!
上午 8:30三方核查信息正确协助麻醉，

9:00手术开始，化身为“无影灯的指挥官”。

如果你是器械护士（洗手护士）:“器械交

响乐”：快速递出手术刀、止血钳、剪刀，医生

一 个 眼 神 就 知 道 他（她）要 什 么 的（默 契

感）。“人形计数器”：心里默念“4把弯钳、2块

纱布……”，关闭腹腔前必须数字吻合，否则

不能关闭！

如果你是巡回护士：“如同全场最忙的救火

队员”医生喊：“再来一包 3-0缝线！”→你秒速

拆包传递；麻醉师说：“患者血压掉了！”→你立

刻推来抢救药；突然停电？你 3秒启动备用电

源！平常（预案演练过100遍）真实场景：遇到

大出血时，你可能要一边输血，一边提供台上纱

垫用量并记录，同时帮医生擦汗，调节无影灯

……

中午 12:30 争分夺秒的午餐时间“饿着

肚子上台”：如果手术没结束，巡回和麻醉医

生只能轮流扒两口饭，器械护士结束后（常

常吃冷盒饭）。“膀胱挑战”: 不敢多喝水，因

为一旦穿上无菌衣，就不能随意离开手术

间！

下午 3:00突发急诊，切换战斗模式。电

话骤响：“车祸脾破裂，10分钟后到！”→全员

瞬间进入“加速状态”，3分钟铺好手术台，2分

钟备齐剖腹探查器械，麻醉师插管的同时你

已绑好患者四肢固定带。“与死神抢时间”这

类手术中，护士的动作每快一秒，患者存活率

就高一截。

晚上 6:00 下班？不，可能是加班…“最

后一台”的魔咒：明明排了 5 台手术，同时呼

叫二线是常态（外科医生：“这个手术现在必

须做，呼叫你们二线吧！”）。术后收尾：处理

带血的器械，送消毒供应中心，擦干地上的

血迹（是的，手术室真的会“血流成河”）。进

行每天的终末大保洁，为明天的手术做准

备。

高光与阴影最开心时刻：患者推出手术

室时家属的一句“谢谢”，或听到：“辛苦你们

了”!
最崩溃的瞬间：遇到器械遗失、医生暴

脾气，或站了 8小时腿肿成“大象腿”。

护士心声“别人以为我们只是递刀子，其

实我们是手术团队的‘隐形大脑’要懂解剖、

会操作设备、能预判风险，还得是个细节控！”

手术室护士是外科团队的“隐形守护

者”，既要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又需冷静、

细致、体力充沛。如果你对急救、外科感兴

趣，这个岗位会带来极大的职业满足感！

（作者单位：吕梁市人民医院）

零距离体验手术室护士日常
□ 高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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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出来做官的时候，已经 44岁了。

于成龙做官，并不是为了自己求富贵，而

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他接受朝廷的任命

后，对好友说：我这次出来做官，是想为老百

姓做点事，誓不违背“天理良心”。好友并没

有认为于成龙是在标榜自己，他非常了解自

己的这位有点书呆子脾气的同窗。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于成龙用行动践行

了这句誓言。

事实上，于成龙当时要做的官并不是什么

香饽饽。当他出发赴任的时候，家里愁云惨淡，

亲人们就好像要生离死别一样，没有一点喜

气。原因是，于成龙要去罗城当县令。罗城在

广西，离家万里暂且不说，只看看罗城地处南方，

气候炎热，瘴气盛行，北方人去了，往往因为不习

惯而九死一生。而且罗城遭受了二十多年战

乱，归顺清政府不到两年，局势未稳，非常混乱，

两年间，两任县令，一死一逃。去这样一个地方

当县令，无异于流放，实在是风险极大。但于成

龙安之若素，临走之际对大儿子说：“我出去是为

老百姓做点事情，你不用惦记我；你把家里的事

情管好，我也不会顾及你的。”从此以后，于成龙

宦游各地，再也没有回家，结发妻子再见到他时，

已经是二十年之后了。

于成龙心存百姓，要为老百姓做事，官做

得非常廉洁，生活比一般的人都要艰苦。在

罗城任县令六年多，不到三年，满目疮痍、人

烟稀少的罗城就恢复了生机，又用了三年，罗

城百姓安居乐业，政绩显著，被誉为广西省为

政的楷模。可于成龙离任的时候却穷得连路

费都没有；于成龙在黄州任职八年，离开时只

带被褥一床，朝衣一袭，没有多余的钱买饭

吃，就买了一袋萝卜做沿途的干粮；在直隶

（明清时候，京师周围地区称为畿辅地区，因

直隶于中央，所以称直隶，大致相当于今河北

省）任巡抚的时候，和仆人吃同样的饭，粥里

夹杂有糠皮；在江南任两江总督，常常以青菜

就稀粥果腹，一年也吃不上一次肉。在灾荒

年月，他自己以糠代粮，用节余的口粮和薪俸

救济灾民。江南的老百姓因而亲切地称他为

“于青菜”。老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

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他因病去世以后，

居室里留下的只是几件破衣服，其他什么值

钱的东西都没有。要知道，他当时可是两江

总督，清朝最富庶之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啊！

于成龙自身清廉自守，自然对贪污腐化避

之如蛇蝎，恨之如寇仇。在他的眼里，只有朝廷

和老百姓，其余官场潜规则什么的，都视若无

物。他曾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要求在政治改

革中以整顿吏治为首要的任务，对那些贪官污

吏要一个个清除掉，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在四

川合州（今四川合州市）做知府的时候，上级要求

合州送鱼，于成龙不但不送，反而写信给上级，诉

说合州百姓穷困的现状，拒绝上级提出的送鱼

要求。当他做了督抚之后，很反感贿赂公行、请

客送礼之风，就拿借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

刀，惩一儆百。当时的人们说，凡是于公做官的

地方，官吏们都跟着廉洁起来，不敢大肆欺压百

姓、贪污腐化，想着为百姓做事。

于成龙心中只有朝廷和老百姓的福祉，

没有自己的私利，而且能力出众、严谨公正、

克己奉公，这样的人做官，自然受到朝廷的表

彰和老百姓的爱戴。于成龙离开罗城时，老

百姓舍不得让他走，恋恋不舍，跟着他走了几

十里；1684 年，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

噩耗传出，南京全城百姓罢市，家家绘像祭

奠。康熙皇帝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称他为“天

下廉吏第一”。

当真是实至名归！

于成龙始终不忘“出来做官，是想为老百

姓做点事，誓不违背‘天理良心’”的誓言，并

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离世的时候，他一定是

坦坦荡荡、光明磊落。1617年，于成龙出生在

方山县来堡村，清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属于永

宁州，算是如今离石的地界。离石西南方有

座乌崖山，山中有莲花峰，莲花峰下，有寺曰

“安国寺”。于成龙未做官以前，曾隐居在此，

躬耕读书。安国寺是个幽静的地方，侧柏四

方拱卫，潺潺清泉石上流。白云苍狗，不变是

清廉。他在公务之余，不知会不会怀念在这

里读书练剑的清静时光！

“于青菜”
——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

□ 李牧

在网络迅速发展

的大背景下，直播助

农通过构建“田间地

头直达消费者”的短

链模式，实现了供需

两端的高效对接。不

管怎么去评价，这都

是好事。

然而深入观察直

播助农的实际运作，

其 成 功 绝 非 简 单 的

“架起手机卖货”。优

质农产品的标准化生

产是基础保障，冷链

物流等基础设施是支

撑骨架，而农民数字

素 养 的 提 升 才 是 关

键。

热潮之下也需冷

思考。当下看，一些

地区的直播助农存在

盲目跟风现象，有的

农户投入大量成本购

置设备却效果不佳；

有的地方追求短期流

量而忽视产品品质，

导 致 消 费 者 体 验 下

降。值得注意的是，

当大量资本和机构涌入农村直播市场，

可能出现挤压小农户生存空间的情况。

再者，直播助农代表着数字经济与乡村

振兴的战略交汇。它不仅是销售渠道的

创新，更是乡村产业体系的重构。当手

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

据成为“新农资”，农民正迎来千年来最

深刻的生产方式变革。这种变革需要政

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发力——既要

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完善

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既要培育本土电

商人才，也要规范平台运营秩序。

直播助农别只站在屏幕前吆喝，而

是应该站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通

过城乡数字互动，既尊重农业生产的客

观规律，又能做到让数字赋能每一寸乡

土，真正绘就更具韧性与魅力的农村经

济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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