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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音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
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
举措。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围
绕毫不放松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出
明确要求，强调“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
治自觉，就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时刻绷紧旗
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政

治原则问题上做到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
坚定，永远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
党奉献，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知行知止、令
行禁止，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和合力。

古人讲：“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
而必察。”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思想自觉，就要把
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自律。从焦裕

禄不让孩子“看白戏”，建议县委作出“十不
准”的规定；到谷文昌大半辈子与林业打交
道，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再到杨善洲一辈子
固守着下乡和出差自己缴伙食费、公车不私
用的习惯……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只有正心
明道、怀德自重，才能始终做到不放纵、不越
轨、不逾矩。要真正使学习党纪的过程成为增
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的过程，从思想上
固本培元，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
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增
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保持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

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把纪律规矩
转化为行动自觉，就要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
己的言行，进一步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
中工作生活的习惯。要认真学习党的纪律规
矩，原原本本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内容，坚持逐章逐条学、联系实际学，搞清楚党
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
什么，进一步明确日常言行的衡量标尺，用党
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要坚持把纪律挺在
前面，促进执纪执法贯通，切实维护纪律的刚
性、严肃性，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部
重视、警醒、知止，使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
自觉，推动党员、干部自觉把铁的纪律转化为
日常习惯和行动准绳。

讲规矩、守底线，必须有敬畏心。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温水煮青蛙，前车之鉴不可忘
却，每个人还是要好好复习一下。脑子里要有
个‘紧箍咒’。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没有敬畏感
就会迷了道。”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
所止。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为契机，自觉将纪律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敬畏党、敬畏人
民、敬畏法纪，以严明纪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
强有力、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
绩。

（原载《人民日报》2024年5月15日第1
版）

■赵 峰

绿色食品产业是我市“7+3”
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我市绿色食品产业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农产品冷
链物流依然存在明显短板。2022
年，全市农副产品中果蔬、猪牛
羊肉、水产品产量分别为 479.47
万吨、33.44 万吨、31.87 万吨，但
据测算其冷链流通率仅分别为
8%、35%、40%左右，流通腐损率
分别达 20%、6%、10%。目前，我
市农产品冷链物流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一是冷链设施投入不
足，存在结构性矛盾。产地冷库
建设相对滞后，专业化、现代化
冷库数量偏少，与绿色食品产业
配套不足；存在冷冻库同质化竞
争而冷藏库和低温加工配送中
心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低水平重
复建设现象突出；公路冷藏及保
温车数量不足，占货运汽车保有
量不足 0.5%，与需求差距较大。
二是冷链物流企业存在“小、散、
弱”现象。我市冷链物流企业普
遍存在规模小、实力弱以及服务
功能单一、经营管理粗放等问
题，整体效率与效益不高；第三
方冷链物流发展滞后，缺乏龙头
企业，服务创新能力不足，专业
化、一体化服务水平较低。三是
冷链物流体系断链现象较为突
出。缺乏上下游之间整体规划
与协调，标准化、系统化、一体化
的冷链物流体系尚未形成，大部
分生鲜农产品仍在常温下流通，
冷 链 流 通 比 例 远 低 于 先 进 地
区。四是市场发展环境有待提
升，产业融合发展有待加强。政
策支持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体
制、机制尚需改革深化；生鲜冷
链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尚未
有效解决；冷链物流专业人才缺
乏；市场管理和监督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升。

5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货物运
输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深
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铁路货
运、商贸流通等改革，推进物流
数智化发展、绿色化转型，补齐
大宗商品物流、冷链物流、农村
物流等短板，统筹推进物流成本
实质性下降。结合我市实际，补
齐冷链物流短板可在四个方面
着力。

一、加大投入，补齐农产品
冷链物流短板

一是适应绿色食品产业发
展需求，加快建设一批冷藏冷冻
库，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
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重要农
产品物流节点冷藏设施建设，依
托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在城市周
边规划建设一批农产品低温配
送和处理中心，改善加工流通环
节温控设施，建设经济适用的预
冷设施；依托盱眙龙虾、洪泽湖
大闸蟹、黄集羊肉、洪泽湖野鸭
等优势农产品资源，建设肉类、
水产品等冷链物流基地。二是
依托淮安的交通区位优势，建设
一批集冷冻、冷藏、恒温、常温于
一体的多温层现代化中转冷库，
强化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三是
提高冷链物流装备水平，重点加
强高性能冷却冷冻设备、仓储智
能货架、自动化分拣、全程监控
追溯系统、冷链运输工具等冷链
物流装备推广，发展多温层冷藏
运输车、蓄冷保温箱、联运冷藏
集装箱，促进绿色安全、节能环

保技术在低温仓储及运输中的
应用。

二、加快培育，做强农产品
冷链物流企业

一是针对性招引一批知名
冷链物流企业来淮发展，结合我
市绿色食品产业特点，强化补链
式招商，补齐冷链短板。二是鼓
励通过参股控股、兼并联合、合
资合作等方式，培育一批组织化
程度高、专业服务能力强的冷链
物流龙头企业。三是支持一定
规模冷链物流企业、食品生产企
业不断完善冷链物流网络，组建
独立核算的冷链物流公司，并不
断向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发
展，可给予一定税收及政策方面
支持。四是加快培育第三方冷
链物流企业，扩大市场规模，积
极推进冷链物流服务外包。支
持大型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分
离物流资产和业务，通过差异化
竞争逐步发展成为第三方冷链
物流企业。

三、分类推进，完善农产品
冷链物流体系

结合《江苏省农产品冷链物
流规划》，尽快制定我市冷链物
流规划。一是建立全程无断链
的肉类冷链物流体系，重点发展
猪肉冷链物流，减少生猪活体跨
区域运输。积极发展牛羊肉冷
链物流，逐步完善洪泽湖野鸭、
黄集羊肉、高沟捆蹄等淮安特色
肉制品面向苏北、长三角地区乃
至全国、全世界的冷链物流体
系。二是加快推进水产品冷链
物流体系建设，培育盱眙龙虾、
洪泽湖螃蟹产区成为重点水产
品产销集中区，完善水产品超低
温储藏、运输、包装和加工体系，
打造辐射全国、海外的水产品冷
链物流体系。三是逐步推进果
蔬冷链物流发展，选择部分高价
值特色蔬菜、水果，推广产后预
冷、初加工、储存保鲜和低温运
输技术，发展一体化冷链物流，
建立跨地区长途调运冷链物流
体系，促进反季节销售。

四、强化配套，提升农产品
冷链物流水平

一是强化体制、机制配套，
由市发改委牵头，会同有关部
门，加快建立促进冷链物流发展
的协调会商机制，研究解决冷链
物流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技术应用与推广等
工作；同时，加大市场监管力度，
强化行业自律，完善市场准入和
退出机制。二是强化政策配套，
结合我市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需
要，制定鼓励农产品冷链物流发
展政策，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重点农产品冷链物流项目
合理安排用地。设立冷链物流
发展专项引导资金，对企业建设
冷库基础设施，购买冷藏车辆、
专用叉车与货架以及建立检测
中心等给予补助支持。三是强
化统筹推动，把农产品冷链物流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作为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重点工程，纳入年度
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推动农产
品冷链物流与乡村振兴、绿色食
品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冷链物
流人才培养和引进，发挥我市高
职校优势，建立冷链物流培训和
实验基地，推进冷链物流从业人
员能力提升。

（作者为民建淮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总支主委、江苏墨垚建设
有限公司总经理）

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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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自唐代起就有“天医星，落淮阴（淮安旧称）”之说。到清代，
淮安民族医学发展氛围浓厚，孕育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淮医学派。石寿棠是淮医中的佼佼者，为淮医学派的
形成与传承、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何 伟 刘奋武 田富生

石寿棠，又名湛棠，字芾南，斋名“留
耕书屋”，安东（今涟水）人，清代名医。石
寿棠出身于医学世家，传至他时，石家已
行医七世。在父亲石映东的严格教诲下，
石寿棠自幼儒医并举，学习十分刻苦，母
亲端木氏常年生病更促使其发愤学医，成

年后文武双全、德才兼备。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石寿棠中举，被举淮北名孝廉，
步入仕途后仍穷邃医学，遂成晚清著名医
家。石寿棠精擅温病、内科、妇科、儿科
等，且医德高尚、声名远扬，对后世颇有影
响。

咸丰年间，石寿棠在家乡操办团练击
退捻军，护一方平安，曾任淮安府候选同
知，后被江苏巡抚李鸿章招为苏州幕僚。
同治年间，石寿棠病逝于苏州，由家人安
葬于今涟水县涟城街道北小李集的盐河
岸边。

石寿棠的学术思想除了有传承背景
外，在温病学方面学宗同乡吴鞠通，私淑苏
州吴有性、叶天士等名医，在燥湿论方面师
承婺源余国佩。此外，明代温补学派代表
人物张景岳对其也有较大影响。据传，石
寿棠平生有多种医学著作，刊行在大陆的
有《医原》《温病合编》，刊行在台湾的有《温
热学讲义》印本。

一、撰《医原》
《医原》共2卷、20篇，9万字，刊于1861

年，是一部探索病之原、医之原之书。石寿
棠首创“燥湿二气为百病纲领”之观点，将
燥湿上升到与寒热同等的纲领性地位，是
一部理论性较强且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学
著作。

燥湿辨证理论以阴阳、五行、八卦等理
论为基础，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天地，以燥湿
二气统天地阴阳之气，提出以燥湿为纲论
治百病的思想，认为无论外感还是内伤，总
由燥湿所化，都是以外解为要，即给邪以出
路，治法总以轻开肺气为主。石寿棠还对
203 种药物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指出药物
分润药、燥药，每种又细分五种。

石寿棠的燥湿论详尽完备，既集前贤
之长，更有己之独见，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
的中医辨证思路，对后世医家具有深远的
影响。其创制的藿朴夏苓汤功效宣通气
机、渗湿利水，为临床常用治湿之良方。在
防控新冠疫情过程中，一些医家将藿朴夏
苓汤用于诊疗，取得较好疗效。

二、著《温病合编》
《温病合编》共 4 卷、6.6 万余字，对温

病理论阐述简明易懂，被誉为集温病诸家
之精华，为温病学入门之正阶，现北京中医
药大学珍藏其手抄本，该书与清代王士雄
的《温热经纬》、民国陈光淞的《温热论笺
正》并称为温病学进阶三书。

石寿棠对温病理论穷流溯源，所遵循
的温病辨证及理、法、方、药，多宗吴有性、
叶天士等名家之学，特别是对本乡吴鞠通
的学说极其推崇，在《温病合编》书中多次
援引吴鞠通对温病的见解。石寿棠虽博采
众家之说，但富有创新精神，做到集成、继
承，另有发挥，加入个人精辟见解。

石寿棠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出版项目的
“医药卫生”类项目，共收载民国及以前
102位医家，其中包括吴鞠通、石寿棠二位
名医，这是淮安的荣耀。2022年6月，中国
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中医历代名家学术
研究丛书·石寿棠》一书。

晚清重臣、湖广总督李鸿章惊悉石寿
棠离世，撰写了《祭石芾南先生寿棠文》，
称石寿棠“间出余技以济人”“大才之卓
卓”。

清末民初名医、曾任中国医学会副会
长的何廉臣在其编辑的《重订广温热论·
医方妙用》中，标明援引《医原》方剂9次、
计8条。

著名中医学家、北京中医学院中医教
育家任应秋在其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
中，用专门章节评介石寿棠的学术思想，
认为石寿棠的燥湿论“分析燥湿二气，极
为精审”，多发古人所未发，对许多问题有
独到见解。

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医教育

家路志正在其所著《中医湿病证治学》中
评价道：“《医原》辨证详明、议论精辟，是
一篇理论紧密结合的临证典范，给人以胸
襟开阔、思维活跃之感。”

英国皇家联盟科学院荣誉院士、湖南
中医学院教授郭振球评价道：“石氏治学
推崇叶天士、吴鞠通、戴麟郊，主张博采诸
家、穷流溯源，特别对温毒证治、疫痧源流
症状鉴别论述尤详，发人深思。”

生平概述

加强石寿棠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

中医药学不仅是科学，而且凝聚着深
邃的哲学智慧、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需
要大力保护、传承和创新。中医名家石寿
棠是山阳医派重要传承、创新医家，为吴鞠
通学术第一代传人。石寿棠中医药文化是
淮安宝贵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可以“一馆一
会一室一奖一牌”为抓手，推动石寿棠中医
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建设石寿棠纪念馆
目前，涟水县尚没有发现石寿棠的后

人，也没有发现其故居，其坟茔位于小李
集的盐河岸边，20 世纪被盗，具体方位尚
不清楚，全市也没有发现有关石寿棠的遗
物。建议进一步重视保护和利用石寿棠
名人文化资源，合理选址、科学规划，建设
具有一定规格的石寿棠纪念馆，募集石寿
棠史料、历史图片、文物遗存，建造石寿棠
雕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展示形式，
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石寿棠纪念馆
还可作为研究石寿棠和涟水县中医药文
化的基地，吸引中医药文化、文史专家进
馆研究。同时，加强“中医药文化+文旅”
融合，打造中医药文化旅游景点。

二、成立石寿棠学术思想研究会
中医发展至明清渐趋成熟，但像《医

原》这样短而精悍却又能够把握医学精髓
的论著，实属不多。建议市中医药管理部
门、涟水县积极推动成立淮安市石寿棠学
术思想研究会（或类似名称），广集学术资
源、广聚学术人才，定期举办学术会议研
究石寿棠学术思想，加强石寿棠中医药文
化的保护、整理与利用，将石寿棠学术思
想发扬光大，为“健康淮安”建设作出贡
献。

三、设立石寿棠学术传承工作室
石寿棠将医术传给其孙石抚生，石抚

生再传给连云港的印庚生。印氏一家人
对石寿棠有关妇科配方进行整理和研究，
其妇科疗法于 2012 年被列入连云港市第
四批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作为石寿棠
的家乡，涟水县虽然有一些医生以石寿棠
的学术思想为指导，但是这项工作尚没有
以政府行为开展，传承规模和质量受限。
2023年8月17日，涟水县中医院举办首届

“石寿棠杯”中医药知识竞赛，这是一个好
的开端。建议涟水县中医药管理部门支

持涟水县中医院设立石寿棠学术传承工
作室，系统学习和借鉴石寿棠学术思想和
临床经验，不仅有利于培养更多优秀中医
师，而且有利于涟水县中医院“名医、名
科、名院”建设，早日建成三级中医院。

四、设立石寿棠医师奖
为表彰、激励在科研和临床实践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医师代表，展示医师救死扶
伤、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精神
风貌，建议在涟水县设立石寿棠医师奖。

五、涟水县中医院增挂“石寿棠中医
院”牌子

增挂“石寿棠中医院”牌子，有利于进
一步擦亮石寿棠中医药文化品牌，提升涟
水县中医院中医药服务能力，打造具有影
响力的中医院，还有利于推动涟水县中医
养老、健康旅游、养生保健等产业深度融
合，加快康养产业发展。

（作者何伟为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淮
安市大运河保护与利用研究基地主任，刘
奋武为涟水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田富生
为淮安区板闸医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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