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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没水了。从早上开始，打开住院部

唯一的水龙头里，水流断断续续，后来就彻

底停了，只剩下水珠挂在口子上摇摇欲

坠。停水的时候，梁仙英正在病房里用筷

子搅拌着面粉和玉米粉，这将是她和老伴

的晚餐，正准备往面粉里加水时，却停了

水。梁仙英习以为常地走到门口，从大大

小小的锅碗瓢盆中挑取了一个，摆在水龙

头下面。“别看水珠一滴一滴的，半天时间

也能滴出几大盆水来。”她说。

梁仙英是陪老伴房坑儿住在这里的。

今年3月初，83岁的房坑儿因为尘肺病而

感到胸闷气急，在这里一住就是半年。

这里是位于武义的杨家医院，始建于

1962年，曾是中国最大萤石矿企——东风

萤石公司的职工医院。如今，这家公司的

最后一批尘肺病人选择在这里生活。

今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

联合制定《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多

项举措剑指尘肺病诊断难、保障难、落实难

等突出问题，并提出，到2020年底，尘肺病

防治目标要与脱贫攻坚任务同步完成。本

报曾于7月31日刊登《活在“尘”世里》，关

注了章友法等一批温岭市新河镇的尘肺病

患者。1个多月时间，章友法身边又有4名

尘肺病患者去世了。

这一次，记者走进杨家医院，记录这仿

佛被时光遗忘的一隅。

医院的X光机40岁了

循着满是砂石的山路往上走，两边树

木野蛮生长，不见修剪的痕迹。杨家医院

坐落在半山腰的位置，如果不是门口两块

灰白色牌匾，过路人或许会以为这里是一

座废弃厂房。

这也是一家没有门诊的医院。放射科

算是人气最旺的地方了，登记处被“米”字

形的胶布贴着，中间那一横条胶布耷拉了

下来。这里有一台进口X光机，已经快40

岁了，由于无数体检者的胸口与仪器铝板

发生摩擦，在铝板上形成两瓣白色的环状

印记，像是被时间熨烫过一样。机器太过

老旧，上一次出现问题时，医院只能从北京

找来维修师傅，“缝缝补补”继续用。

手术室所在的大楼已经被疯长的野生

树木遮挡，仅能看见几扇斑驳的窗户。不

过，沿着狭窄的台阶往上走，拨开遮挡视

线的枝叶，一个宽阔的大院出现在眼前，

景象豁然开朗之时，生活气息也变得浓郁

了起来。

徐金土正坐在院子中央，他刚吸完氧

气，和几个病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老伴李友香就坐在他边上，时不时关切地

拍拍他的后背，然后又转过身子继续择菜。

杨家医院设有食堂，但病人一般都不会

选择在食堂吃饭。山脚下就有菜场，李友香

常常和几个病友家属一起，下山买些新鲜蔬

菜回来，然后在低矮的伙房里烧些家常菜。

医院的伙食清淡，生活设施也不完

善。由于山势高水压小，杨家医院时常断

水。病房里没有厕所，医院走出去约几十

米才有一个公共卫生间，许多病人只能自

备痰盂。没有空调的闷热天气里，房坑儿

常常摇着扇子躲在房檐下，但还是满头密

密的汗珠。

这里曾经“一床难求”

这不是房坑儿第一次住进杨家医院

了。

1993年前后，房坑儿就因为尘肺病来

这里住院。那会儿，杨家医院的名字还是

东风萤石公司职工医院，专门收治公司内

的尘肺病职工。

包括房坑儿在内的这群尘肺病职工，

大多是在1958年至1965年间开采萤石矿

时得了尘肺病。在当时“大干快上”的环境

下，东风萤石公司的矿区采用干式作业，矿

井内既没有机械通风，又没有降尘措施，空

气内粉尘含量极高。当时几乎没人意识

到，萤石这种漂亮的石头最终会给工人们

带来尘肺病这样的痛苦。

上世纪80年代，东风萤石公司的经营

状况达到顶峰，成为中国最大的萤石生产

经营企业。那时，医院拥有150多张床位，

120多名工作人员。许多病人慕名而来，

甚至出现了一床难求的“盛况”。

“我们医院用的X光机是从日本进口

的，当时本地的人民医院都还没有。那是

我们最辉煌的时候。”杨家医院院长傅江华

讲起当年的场景，眼中流淌过一丝骄傲。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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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医院大门 一位病患正在病房里吸氧

老旧的X光机

本报记者 李洁 王志浩

本报讯 9月4日，第31届全国副省级

城市法治论坛暨2019杭州国际友城论坛

在杭开幕，论坛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全国15个副省级城

市的200余名法学法律专家学者和杭州国

际友城代表参加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张苏军出席并讲话，省委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省法学会党组书记朱晨，杭州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仲灿出席并致

辞。中央党校、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有

关专家围绕论坛主题作了交流发言。

张苏军在讲话中指出，浙江是“枫桥经

验”的发源地，杭州是全国率先提出平安建

设的城市。近年来，杭州积极探索推进市

域治理现代化，努力构建市域治理“六和

塔”工作体系，为全国提供了有力借鉴。

希望广大法学和社会治理工作者、法学理

论研究者进一步坚定政治性、体现时代

性、突出实践性，把市域社会治理和乡村

治理、区域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贯通起

来，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前进。

朱晨在致辞中指出，浙江始终以“两张

报表”一起抓的格局来谋划推进社会治理，

始终把“枫桥经验”作为重要法宝不断夯实

社会治理根基，始终把平安浙江建设作为

总抓手不断健全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市域

社会治理的探索创新已初见成效。今后，

浙江将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科学谋

划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举措，围绕“两个

高水平”建设，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和平安浙江建设经验，建立健全“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社会治理机制，着力打造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努力为社会治

理现代化提供更多更好的浙江素材。

张仲灿对论坛举行表示热烈祝贺。他

说，实现市域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基

本要求，也是各大城市应当肩负的使命与

责任。近年来，杭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以

党建统领为塔尖、“四化支撑”为塔身、“三

治融合”和文化引领为塔基，突出市级抓统

筹主导、区县抓组织落实、乡村（街社）抓执

行到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六和塔”

工作体系，市域社会治理能级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明显提升。

在“后峰会、亚运会、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

期，杭州将以本次论坛为起点，开拓创新、

砥砺前行，以更加完善的治理体系、更加强

大的治理能力、更加扎实的治理成效为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

多鲜活经验。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论坛获奖论文作者

和优秀组织奖单位颁奖仪式。本届论坛从

9月3日至6日将持续4天，除了主论坛

外，还设“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市域社会

治理法治化”“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市域

社会治理社会化”4个分论坛。

第三十一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开幕
聚焦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活在“尘”世里》后续

被时光遗忘的杨家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