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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正当这个近年来的“低速度”招来一些质疑时，7
月 31 日发布的中国制造业 PMI显示，这一重要先行指标 4月
份以来首次回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分析认为，当前受市场
需求变化拉动，生产经营活动出现恢复迹象，表明宏观政策逆周
期调节效果开始显现。

事实充分表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
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不管外部环境怎么变，我们更多聚焦于自身，促进经济稳
定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迈向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毛盛勇说。

这定力，来自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
8月 6 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启航，将打造更

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就在当天，入驻新片区的外资企业帕马(上海)机床有限

公司，享受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首批贸易便利化结算
业务。

从深化增值税改革、个税改革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集中
发力，到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大的改革合
力汇聚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从出台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做“减法”，到出台
2019 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不断做“加法”，中国开放的大
门正越开越大。

今年前 7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超 5300亿元，同比增长
7 . 3%。

不久前，辉瑞普强成为首个在中国设立全球总部的跨国药
企。全球总裁高天磊说：“市场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投资，我们
有在中国持续深耕的意愿和决心。”

这定力，来自办好自己的事带来的稳定预期———
8月 10 日，华为公司正式发布全球首款搭载鸿蒙操作系统

的终端。“全面启动鸿蒙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我们做好了全面的
准备。”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说。

为了这一夜之间，为了不依赖于别的公司，华为动用了
5000 多名科研人员，花费了近 10 年时间研发成功。
此前，中国学者开发出一款具有 2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量子

芯片，刷新了世界纪录；国产大型客机 C919完成第四架试飞机
首次试验飞行；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在更广泛地区推进 5G
应用……

这是当下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从心无旁骛攻主业到聚
精会神搞创新，从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到掌握发展主动权，只要
办好自己的事，中国人民就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为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
基础。

越经风雨越从容，今日中国以“长风破浪

会有时”的坚定信心爬坡过坎

这个夏天，受中美经贸摩擦等影响，世界金融市场不时动荡。
但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经济的发声，一次次为不确定性增

强的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
一条来自市场机构———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通过视频

网站喊话全球投资者买入中国资产，“不投资中国非常危险”，
数百名全球知名金融机构人士点赞转发。

一条来自国际权威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认

为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并称中国经济将
在中期保持强劲增长。

世界持续看好中国、看涨中国。
尽管未来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但中国经济长期向

好的趋势不会变，中国经济有坚定信心实现爬坡过坎。
信心，源自对形势的科学判断。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圆梦全面小康到

了关键的决胜阶段，识时辨势的重要意义愈发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我

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强
调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内涵，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实践是最好的答卷。海关总署 8月 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进口止跌回升，出口同比增长 10 . 3%，引发外媒一
片惊叹。路透社评论说，超预期增长折射出中国经济的韧性。

历史经验表明，风险挑战不足惧，关键是善于趋利避害、
化危为机，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努力推动发展站上新起点，
迈向新高度。

信心，源自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
8月 12 日，一场以“5G 提升平台，科创引领未来”为主题

的创业创新博览会，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开幕。
这个曾经深度贫困的地区，如今借助丰富的风光、石墨资

源，大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吸引了诸多跨国企业投资
建设大数据中心。

“一钢独大”的河北，今年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表现更
加耀眼。过去“傻大黑粗”的钢铁，正在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关键
零部件。

“现在京广、京沪等线路高铁列车上用的刹车片就是这款
产品。”河北博深轨道交通装备公司负责人拿着闪闪发光的弯
月形刹车片介绍说。

几年前，这样的刹车片还完全依赖进口，每张价格约 1 . 5
万元。如今，我国企业已经能自主生产，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
六成左右。

从企业到地方，中国经济提质增效、深挖潜力，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信心，源自强大的支撑力量。
紫薇花开满绿地，淡淡的香气充盈着夏日清晨。在武汉市

青山区青宜居小区里，刘桂华以晨练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曾是武汉规模最大的棚户区。通过棚改，刘桂华等 4

万多人从低矮潮湿、漏雨透风的临时房，搬进了现代化小区。
祖国西南边陲，素有“生命禁区”之称的西藏阿里，即将迎

来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的开工。
由于是孤立电网，阿里供电可靠性一直不高。与大电网相

连后，将助力阿里地区实现整体脱贫目标。
近 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最大

动力。一份份温暖的民生答卷，既见证了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
子，也蕴含着国家越来越进步的密码。正是广大人民艰苦奋
斗、不懈奋斗，激荡起推动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磅礴力量。

越是艰险越向前，今日中国以“踏平坎坷

成大道”的无畏精神奋勇前进

立秋刚过，深圳依然骄阳似火。一家光通信器件生产企业
工厂内，一片忙碌景象。面对美国屡屡加征的关税，这家企业
将产品精度的误差控制在 0 . 1 微米范围内，“把产品做到极
致，才能让客户离不开你。”企业负责人说。
江苏苏州，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公司生产车间内，一长排

焊接机器人正在装机测试。结合先进的焊接技术和机器人技
术，北人的焊接机器人已经在我国大型航天工程得到应用。
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今日中国正奋力赶超，以创新加快

动能转换———
从研发经费看，我国 2018 年研发经费 19657 亿元，是

1991 年的 138 倍，2018 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升至 2 . 18%，
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

“正是不断投入的研发，让拉卡拉始终保持前进。”拉卡拉
公司董秘朱国海说。这家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长期

保持在 5%左右，今年上半年净利润预计增长 20%至 35%。
“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新动能正在快

速集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闾海琪说。2018 年
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270 . 3，比上年增长 28 . 7%。

发展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今日中国正越战越勇，打好打赢
三大攻坚战———

坚持“房住不炒”，开“前门”堵“后门”坚决遏制违法违规
举债担保，多方纾困化解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一系列
实招硬招不断出手，我国正在努力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
坚战。

从西南深处的大凉山，到西北广袤的新疆大地，再到湖南
湘西，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令人振奋的战绩从大江南北不断
传来。农村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到 2018 年的 1 . 7%；截至今
年 5月中旬，全国共有 436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占全部贫困县
已超半数……中国正在谱写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8月 11 日，上海振华集团被生态环境部点名批评。因露
天喷漆被罚 6次、因危险废物管理问题被罚 4次后，振华集团
长兴基地环境污染问题根本没有有效整改，环境违法问题仍
然突出。

“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为了每一
个中国人的全面小康，为了子孙后代的蓝天碧水净土，污染防
治攻坚战鏖战正酣，生态环境状况持续改善。
精诚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今日中国正打开大门，为世界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过去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助力于全球化；未来的

发展，还将依靠全球化、贡献全球化。
“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增长机遇所在。”麦肯锡全球管

理合伙人凯文·斯奈德认为，市场体量大，供应链效率高，资本
充足，这些都是世界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

“中国是正确的投资方向。”与中国有 40多年交集的美国波
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告诉记者，如果问中
国值不值得投资、值不值得深耕，他的回答是———“绝对值得”。

出台外商投资法，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推进金融业对外
开放 11 条措施……我国正加快开放步伐，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为世界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中国开放的大门，没有因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逆
风”而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踏平坎坷成大道。我国将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
础上，再奋斗 15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 2050 年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风雨兼程再出发。中国人民将以百折不挠精神，遇水搭
桥、逢山开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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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岁的“一线医生”走了，她“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
本报记者蔺娟、吴鸿波

2019 年 7月 26 日上午，陕西省友谊医院，95 岁的“一线
医生”吴合安静地走了。遵照她生前遗嘱，家人为她完成了眼
角膜和遗体捐献。

很多人听说过吴合，因为她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家免疫
变态反应科，在恢复免疫功能为原则的防治反复感染、过敏性
疾病的研究上取得显著成果；她退休后还坚持坐诊到 94 岁，
看病不做重复检查，开最便宜却最有效的药，几十年来先后接
诊 5万余名初诊患者。

入党 74载，吴合历经血与火的淬炼。鲜为人知的是，吴合
曾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医学院组织和领导学生爱国运
动；她曾是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负责人，在战火纷飞中救死
扶伤；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医疗工作，曾两次荣立三等功。

吴合说过：“无论时代怎么变，好医生的衡量标准不会变，
那就是有仁心懂仁术。”

腰膝无法下楼，她就改在家里出诊

1984 年，60 岁的吴合光荣退休。
闲下来的日子，吴合也曾去老年大学学过国画，但她很快

就主动要求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医院对吴合进行返聘，这一
干又是 30 多年。医院也曾劝说吴合在家安享晚年，但都被她
拒绝了。2015 年初吴合开始义务坐诊，不拿任何津贴和补助。
后来因为不慎伤到腰膝无法下楼，她就改在家里出诊。

吴合的家就在医院隔壁的家属区。家里陈设简单朴素，数
量最多的就是椅子和凳子，方便来看病的患者候诊。

每天早晨，吴合起床吃过早餐，在电脑上查阅邮件后，便
会坐到客厅的沙发上等候病人上门，唯一的变化就是不穿白
大褂了，而是一身居家打扮。茶几旁边，是一捆捆病例，那是吴
合多年的习惯，对每一位患者，她都会详细询问、记录病情，并
将病历进行编号造册、建立详细的病程记录，以便跟踪随访。

病人去医院挂号后，再到吴合家看病。看完病，吴合的“助
手”、已经退休的二女儿朱建平会带着病人回医院拿药，每天
如此。

对前来就诊的每一位患者，吴合都有一套标准的诊疗程
序。她从不让患者做重复检查，当患者来电咨询时，她都要告
诉患者把现存病历和检查结果带来参考。

“哪里不舒服？”“在哪家医院看过病？开的什么药？”“你知
道这是激素吗？”“平日爱感冒吗？出汗多吗？”……吴合一连串
干脆而仔细的提问，让一位专程从甘肃陇南慕名而来的病人
有些诧异。“吴大夫问得太细了，患病两年来，我头一次与医生
这么深入交流。”

不仅如此，触诊后，吴合还会让病人读书，那是她根据多
年临床经验为患者编写的《过敏性疾病及复发感染疾病的免
疫治疗》。然后给病人介绍治疗思路，讲解服药方法，并留下自
己的电话号码。“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来电。”

“病人来了都要念书的。念书是要让病人了解病因、治疗
方法。不是说给开了药就完事儿了。这对病人自觉治疗很有帮
助。”吴合的二女儿朱建平说。

“朋友介绍说吴大夫好，我才大老远赶来，没想到她问得细
看得细讲得更细。”一位患者告诉记者，吴合给他开了 1个月用
量的药才不到一百块钱，其中最便宜的每盒只要八毛五分。

陕西省友谊医院内科主任医师马晋秋回忆：“吴主任对每
个病人都是这样，我尽量给你把病治好，尽量少花钱。她常常
跟我们说，病人得病本身是灾难，家里有一个病人，这个家负
担就够重的了，千万不要让他多花钱。”

“人的价值在于奉献”

熟悉吴合的人都知道，她生活极为简朴。“我和她几十年
一直打交道，很少见她穿新衣裳，老是一身白衬衣、蓝裤子。”
马晋秋回忆，吴合一件灰色毛衣穿了十几年，袖口都磨出了毛
球。

但面对因贫困辍学的孩子，吴合总是格外“大方”。吴合家
有本厚厚的杂志，里面夹满了她从 1993 年至今给希望工程、
盲童金钥匙行动、春蕾工程及贫困地区学生的捐款证书，那一
沓厚厚的汇款单上囊括了许多的城市和乡镇。20 多年来，她

共捐助贫困学生 81 人，累计金额 76400元。
从小在吴合身边长大的外孙女孙雅楠，至今难忘姥姥送

给自己的结婚礼物。
“在婚礼上，我想让姥姥讲几句话。她站在桌前，说借

此场合希望大家都能够救助贫困儿童。我觉得很突然，姥姥
做这些好事从来都不说的。”孙雅楠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一
个个信封，抽出里面的汇款单、成绩单、信件、图画，铺了
满满一地。

“我给雅楠夫妇俩送了一个礼物。从今往后我会以他们
两个的名义来捐助两个孩子，捐助款还是由我来出。”吴合
在婚礼上的话，引来全场掌声雷动。“我能感觉到那种由衷
的钦佩，真的好自豪呀。”孙雅楠说。

“人的价值在于他向世界给予了多少，而不在于索取多
少。我是一名医者，我的一生都是想要在这个社会的角角落
落发挥自己的作用。”早在 2001 年，吴合就亲自填写了遗
体捐献申请，之后又签署了无偿捐献角膜志愿书。她立下遗
嘱：“自愿捐献遗体、眼角膜，不要送花圈，可将准备买花
圈的费用捐助失学儿童上学用。不要买寿衣，一切从简。”
吴合去世后，家人遵从她的遗愿，不设灵堂、不摆花圈，不开

追悼会。家人、朋友、同事聚在一起，分享她传承给家庭的敬业精
神、对医学事业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善良、正直的人生态度。
在吴合为患者答疑解惑的微信群里，患者们纷纷表达不

舍：“吴合医生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她对病人更像长者关
心家人一般，永生难忘”“百姓的好医生，一路走好”“愿她在天
堂里依然幸福快乐”……

天台山上的白衣战士

吴合家的客厅里，她曾经为病人看病写病历的桌子上，如
今摆放着一幅吴合的画像，画里的吴合神情慈爱、眼神坚定。
那是吴合的大儿子朱建军通过画笔表达对母亲的哀思，“我就
是想把母亲那种共产党员的底气画出来”。

1945 年 6月，还是上海医学院三年级学生的吴合正式加
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任上海医学院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同学，组织
读书会，请进步人士讲演，参加和组织学生爱国运动。”吴合在
回忆文章中写道。其间，吴合参与组织了“五二〇”反饥饿、反

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
1948 年 8 月，刚刚毕业的吴合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搜

捕，组织上考虑到她的人身安全，安排她到江苏金坛工作。同
年 9月，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天台山麓的宁海山
洋地区建立后方医院。吴合随后被派往天台山，任浙东游击纵
队后方医院院长。

1949 年 3月 2 日清晨，第二次进攻天台城的战斗打响。
3 日深夜，一批伤员送到外湖村。“当时伤员近 40 人，我连夜
走山路去了，掌灯笼换药包扎。”吴合后来回忆，伤员的伤口刚
刚处理好，山下的“交通”送来情报，说有“情况”，于是大家又
抬起重伤员往深山转移。几经周折，伤员们在下深坑竹林里的
两间茅屋暂时安顿下来。后来为安全考虑，后方医院又搬迁到
人迹罕至的上深坑龙潭背。

“在山中竹林里用毛竹搭了‘公馆’，里面是竹片编的‘钢丝
床’，通铺及单铺是给伤员睡的，工作人员睡地铺。”吴合写道。
医院条件十分简陋，从房顶、围墙、病床，到镊子、换药碗、夹板
都是竹子制成的。当时收治的多是伤情严重、生活无法自理的
伤员，吴合总将自己的竹席铺在病情最重的病床中间，便于观
察伤员病情变化。她还不怕脏不怕累，用竹筒为伤员接尿，甚
至将竹叶衬在手上为伤员接取大便。

“我当时忙得不可开交，两个小腿和腰上长了不少脓疮，
但是我不舍得吃一片药。”吴合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一双到膝
盖的袜子一直没工夫脱，里面的疮流脓到结痂都没有动过。”

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童曼林曾向吴合提意见：“你平时全
心全意为伤员服务，可自己的双腿化脓成这样子，也不好好治
一次。”吴合当即说：“那好，你就在我身上学换药吧。”并不懂
得医药知识的童曼林就这样笨手笨脚地在吴合身上练习换
药。此后，吴合每天都抽出一小时，对后方医院的年轻人进行
培训，内容有微生物、人体解剖、战地救护、伤口处理、药理、配
药、换药、消毒等。讲到打针，吴合就让学员在自己身上练习静
脉注射、肌肉注射。

曾在后方医院工作过的方山撰文回忆：“有个刚解放过来
的伤员创口痛得熬不住了，抄起床前小便用的竹筒给了吴合
当头一敲。伤员中的几个党员批评他，反复讲道理。他后来向
吴合公开道歉，还主动要求‘关禁闭’。吴合却连连摇手，说当时
自己换药时手劲可能重了些，加重了他的伤痛，请他原谅。”

《浙江天台县妇女革命运动史概况》中记载：“吴合任后方

医院书记、院长，白求恩式忘我工作精神深得伤病员、指战员和
当地群众的爱戴和好评”。当时的一名伤员陈渭富班长解放后写
信称赞吴合：“每当我学习《纪念白求恩》时，眼前就浮起了她的
身影。”

1949 年 6月浙江天台解放，浙东游击纵队编入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吴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台州军分区
医疗队队长，后又调任宁波军分区医疗队队长、萧山 35军 104
师建工 6师医疗队队长，其间两次荣立三等功。

来年，我还给你们看病；来世，我将祝人类康健

1954 年，吴合转业至陕西省友谊医院(原陕西省建筑中心
医院)任内科主任。她组织医疗队为分布在陕南陕北崇山峻岭中
的“三线”建筑工人进行普查、普防、普治工作。

即使只有一名工人所在的山中工地，吴合也要求走到。地
处偏僻的病人需要输血，没有血源，她是 O 型血能配上，就主动
无偿把血输给病人。“1977 年，我是赴城固县天明公社医院的农
村医疗队队长，上山要走 70 里路。有一次没赶上公共汽车，我
从下午一点走了六个小时，在傍晚七点才走到。”吴合曾回忆道。
一次一个小孩阑尾炎穿孔腹膜炎，患者没钱，她就打电报叫爱
人急汇 300元，从血站买血输给患儿。

马晋秋 1977 年刚毕业时，在吴合带领的内科工作。“当时我
对吴主任特别敬畏。无论是病例书写还是查体问诊，她对业务
要求都特别严格。”马晋秋说，“我们也怕跟吴主任一起下乡，她
一下去常常连轴转，没个休息时间。年轻人都受不了，吴主任却
还干劲十足。”

在马晋秋眼里，吴合一直是这样，把为人民服务放在首要
位置，不谋私利、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地治疗病人。

“有一回，我遇到一位河南的患者，问诊时发现他的地址有
些熟悉。一问之下，才发现我曾经帮吴主任去邮局给他寄过药。”
马晋秋说，吴合不但会用自己的钱给病人买药，有时遇到病人
没地方待、没地方吃饭，她都会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1980 年，吴合赴美进修一年，后在陕西省友谊医院创立了
西北地区第一家免疫变态反应科。“她长期从事临床医学工作，
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通过对大量病例的总结分
析，形成了一套系统、有效的诊疗方法，尤其是在恢复免疫功能
治疗复发感染及过敏疾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陕西省友谊医
院业务副院长张宏鸣说。

吴合研究的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愈过敏性哮喘、过敏性
紫癜等疑难病症，被许多医院广泛应用。她带领科室采集、培养
配制抗原，查致敏原及脱敏治疗，亲自参与制作“中药脱敏糖浆”
“中药粉剂剂型改良”“点刺法查致敏原及口服脱敏液”等。几十
年来，她先后接诊 5万余名初诊患者。

吴合的小女儿朱建华以母亲的口吻写下一篇文字，作为对
母亲一生的总结和对后人的祝愿：

我今生九十五岁，
生命止步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 10 时 28 分。

今日的天很蓝，太阳好温暖。

我愿，手扶墙，挪到窗台，举首望青天，感觉白云翩翩。

我愿，乘轮椅，行至巷道，抚指树干，感受东风纤纤。

若能倒退三年，我还在上班，给患者诊断，疾与病不返。

若再退二十年，往返母校的讲台，抒发对上海医学院的情
怀。

且当再退三十年，忙碌在医疗队乡间，为他们送药，还为他
们亲身输血。

可能的话，退还在游击队医院，医生护士一人担，救护伤
者，兼顾培训护理人员。

当然更想退至医学院课桌前，再聆听教授们的详细指点，拥
抱一下闹学潮被国民党搜捕时，护在我前面的那些、那些同学。

倘若再退几岁，那是我的童年，游泳跳水，嬉戏在黄浦江
边……

心愿，足以实现，何必往返回当年。

人，要想取得自己具有最大的成功，就是把喜欢的事做到
极致。

我将继续用眼角膜详视人间，
用亲身遗体给空军军医大学学生们做教学指南。

来年，我还给你们看病，
来世，我将祝人类康健。

▲ 2015 年，吴合在门诊为病人看病。 （照片由陕西省友谊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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