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醫院「專家號」難求
號販子自爆可輕鬆拿號 生意遍佈市級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 近期深圳市民投訴

深圳大醫院內「專家號」一號難求，

然而號販子卻表示可以輕鬆掛到專

家號，甚至自爆生意遍佈市級醫

院。據悉，有團夥通過各種手段專

門給人掛號牟利，一個專家號收取

幾十元至幾百元（人民幣，下同）

不等，號販子的出現，讓原本就掛

號難的深圳大醫院更加一號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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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關於號販子回應及措施
■全國政協常委、教科文衛體委員
會副主任、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
表示，醫院性質「該公立的就是
（辦成）公立醫院，該民營的就是
民營醫院，該慈善的就是慈善醫
院。」只有分清楚，民眾選擇變
多，醫生服務的合理價格才可在不
同的就醫環境得到公正體現。此
外，還要讓民營醫院甚至外資進入
市場。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衛計委主
任方來英表示，今年年底將實現非
急診全面預約。同時，醫衛部門將
調整內部醫療衛生服務流程。此
外，中國刑法已經將票販子入刑，
而號販子也應入刑。

■北京市醫管局負責人表示，今年
底前，同仁醫院等22家北京市屬
三級醫院全部取消現場放號，掛號
窗口不再提供掛號服務，只有急診
可現場掛號。
醫院將設置自助掛號機等設備，完
成預約掛號。此外，由醫院統一管
理加號權限和額度，取消醫生個人
手工加號條。

資料來源：文匯報資料室、《京華時報》

■市民呼籲相關部門研究出台整治號販子方案。圖為醫院設置自助掛號機等設備。 資料圖片

人大代表：勿損長白山生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全國人大代表、長白山保護開發區黨工委
書記、管委會主任謝忠岩昨日在接受本報
專訪時，表達了自己對長白山的特殊感
情，「這是東北的生態之根、萬水之源、
民族文化之寶庫，任何可能造成破壞的開
發都是不被允許的，當經濟利益與生態環
境發生衝突時，前者從未贏過。」
學習環境專業出身的謝忠岩對長白山推
崇至高。「大量的動植物都存活於此，原
始森林仍保留着當初的樣子，很多院士稱
它為『一本永遠讀不完的天書』，就是描

述其生態的厚重。」此外，長白山在他看
來，還是萬水之源，民俗、政治、民族文
化之遺產，「長白山歷練了東北人不屈不
撓、厚德載物的人文精神」。

寧年棄億元 讓森林回歸
「比如紅松子，如果將它採摘變成產

品，就能實現經濟價值；如果將其留在樹
上變成松鼠的食物或新的松苗，就是食物
鏈的過程。」他說，「為了保護紅松子，
我們已禁止人為採摘松子，而僅這一項，
每年就折減掉上億元人民幣的財政收

入。」為此，也有很多林業工人並不理
解，實施環保的過程中總有各種障礙，但
這並未影響到謝忠岩堅定不移保護生態屏
障的決心。
他稱，伐樹闢地在長白山是堅決禁止

的，「因為城區本來就是森林，為了給人
騰讓土地建城市，才開始伐樹，但現在的
土地夠用了，不應該再砍伐一棵樹來擴大
城市面積。」他強調，應該加大城市綠
地，讓原始森林重新回歸城區，讓森林重
新走入城市，真正實現「天人合一，高度
融合，共享自然的美好願景」。

新華社受權播發
《政府工作報告》
及「十三五」規劃綱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朱燁 北京報道）《習近
平用典》一書問世半年內已達百萬冊發行量，想一覽國家
主席習近平治國理政源頭活水者眾多，想從中感悟中華傳
統文化典故者亦甚多。中國國學大師、文學大儒范曾，可
謂是忠實讀者中的學以致用者，他不僅詳細研讀、仔細揣
摩，更是結合自己的深厚學養文化底蘊將習主席所用典故
轉化為「四字短語」，並揮毫寫下147幅書法作品。昨
日，他正式將此作捐贈予中國國家博物館以作收藏，而據
市場行情估算，此147幅作品約價值1億元（人民幣，下
同）。
國博是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的地方，因此最適合典藏
因《習近平用典》而書的《錦文掇英》。范曾在捐贈儀式
上慷慨激昂道，「藝術必須情動於中、而行於言，習主席
不僅對古典文明了解至深，更能將此種古典文明薈萃於演
講之中，向全世界發出巨大的正能量，這讓我既激動又感
動。」
可是為何要選擇「四字短語」？范曾稱，學習《習近平
用典》後心中激越、忽生奇想。「蓋凡中國詩性的語言
中，四言為句不僅從詩經開始，茲後詩性的睿語、格言也
往往以四言出之，」他說，「我雖自幼熟記古文典籍於胸
次，要記住如此豐富的用典實則不易，於是一念之間，決
定以四言詩、四言格言、四言睿語的方式一一寫出。」
四言之美，不僅在於「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
還在於主、謂、賓、副、動、形容等諸詞性均可包容，且
可以相互轉換、主賓易位，美不勝收，而這也為范曾創作
提供了方便，從而有了現在捐贈予國家博物館的147幅

《錦文掇英》。
范曾表示，《中庸》中

的「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闡明的「中道」可以說是
習近平主席始終不渝的信
條，所以在基層最貧窮的
地區，他謹守「尊德性而
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這是儒家精審周密的方法
論。而在實踐中，他又能
深入調查，不依耳聞，正
所謂「耳聞之不如目見
之，目見之不如足踐
之」。范曾稱，直到今天，習主席一直踐行着這種直觀深
入了解國內外情況的精神，不辭勞苦，足跡遍列全世界、
全中國。

願更多人領悟古典文化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稱讚道，「大藝術家充滿了

愛黨、愛國、愛民的創作激情，實屬難得，讓人敬佩；願
意將147幅作品捐贈國博的行為，更是可讚、可賀、可彰
之。」他稱，范先生捐贈的作品將大大豐富國博的館藏，
可以讓更多人參觀、學習，享受古典的藝術之美。
文化部前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王文章則

稱，范曾在潛心研讀後用特殊的文風書寫成147幅四言短
語，讓大家能進一步認識到習近平用典的深意、感受傳統
文化的魅力，使觀眾在得到藝術美享受的同時，深刻理解
用典的現實意義。
人民日報社社長楊振武則為《錦文掇英》一書作序稱，
文化的生命在於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倡導的 「活
化」讓中華文化成為可感、可觸、可依的 「活物」，既
使中國社會發展實踐從中獲取力量，又使中華文化在新的
實踐中不斷獲得鮮活生命，這也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責任
和使命，而范曾先生潛心研讀《習近平用典》運毫直抒胸
臆寫出的新作，正是這種責任擔當的體現。

范曾贈國家博物館147幅《錦文掇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朱燁 北
京報道）有「民間故宮」之稱、文化歷史
達300多年的老字號榮寶齋，半個世紀以
來與齊白石、徐悲鴻和范曾等人締結了深
刻的文化友誼。榮寶齋常務副總經理范存
剛稱，「近10年間，范曾的書畫作品在榮
寶齋累計銷售額達7億元，僅納稅額就累
計超1.3億元，」他稱，「今次捐贈的147
幅書法作品市場估值達1億元，范先生卻
選擇捐贈給國博收藏。」范曾不僅是藝術
家、國學家、詩人、思想家，還是慈善
家，范存剛認為，捐贈的選擇恰恰是他人
生觀與價值觀的真實體現。

捐出作品
市值過億

學者名人讚功力深厚

■全國人
大代表、
長白山保
護開發區
黨工委書
記、管委
會主任謝
忠岩接受
本 報 專
訪。

記者
朱燁 攝

■■范曾與眾多嘉賓一起觀賞范曾與眾多嘉賓一起觀賞《《錦文錦文
掇英掇英》》書法作品展書法作品展。。 記者朱燁記者朱燁 攝攝

■范曾（左）與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
（右）合影。 記者朱燁 攝

■范曾的關門弟子、全國政協委員、央視著名主持人朱
軍（左一）到場。 記者李曉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朱燁 北京報道）記者在
昨日的展覽上看到，現場參觀者眾多，除了文化部部長、
中宣部副部長、教育部副部長等多位政界人士，北京大學
黨委書記、南開大學黨委書記、山東大學原校長等多位來
自文化、藝術、教育界的著名專家、學者、名人紛紛前來
觀賞，走走停停之處均讚不絕口。
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高度讚揚《錦文掇英》稱，范曾

是大師級的著名書畫家，同時又是《習近平用典》的積極
而忠實的讀者，「他傳統文化功力深厚，詩書畫、文史哲
全能，對《習近平用典》的研讀和理解，比一般讀者更為
深刻。他結合自己的體會，用時代語言概括成了147幅四

字短語，並創作出書法作品，這種謙虛好學的精神，讓人
敬佩。」
全國政協委員、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李家祥則認

為，一個民族歷史的傳承要有代表人物和英雄人物，就如
魯迅先生講的「脊樑」，在多元化的今天，也不應忘記堅
守在傳統文化陣地的、像范曾先生這樣的「大家」，要給
予堅持傳承中國文化的「脊樑們」更多尊敬。
范曾的關門弟子、全國政協委員、央視著名主持人朱軍

亦來到現場，並對本報表示，「先生花費了很多時間，對
《習近平用典》反覆研讀，才凝練成現在的像成語一般的
『四字』作品，以中國人最好記憶的形式展現出來。」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受權於17日
全文播發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在十
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
府工作報告》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
劃綱要》。
全文詳見香港文匯報網址 http://

www.wenweipo.com

據《深圳商報》報道，「我一大早跑到北大深圳醫
院，結果還是掛不到好的專家號，這些號哪去

了？」市民葉先生投訴稱，他早晨6點半起床，帶父親去
北大深圳醫院看腸胃病，等7點多趕到醫院時，窗口掛號
人員說他們想掛的主任醫師號已滿了，無奈之下，葉先生
只好隨機掛了一位醫師的號，但就診時間要等到當天16
時，這意味着葉先生和父親要在醫院等候一整天。
「我看到醫院廁所裡有很多掛號廣告，說找他們可以輕
鬆掛到專家號，無需起早排隊，就診也不用等候，我想知
道這些到底是什麼人，我們掛個號這麼難，他們為什麼可
以掛到專家號？」葉先生對此疑問重重。

加價即可掛到號
記者撥通小廣告上的手機號碼，有接聽者稱「已經不幹
了」，有接聽者一聽要掛號便熱情招攬生意。一位自稱姓
蕭的接聽者介紹說，他對深圳各大醫院的專家號、出診信
息都很熟悉，記者稱希望在消化內科掛一個好的專家號，
蕭先生立刻推薦了王、李兩位正高主任醫師，「王是醫學
博士，李是留日專家，我覺得王醫生比較全面……」
蕭先生如數家珍式地推介說，只要提前一天將個人姓

名、出生年月告訴他，第二天他保證可以輕鬆掛到專家
號，記者於是謊報了一個姓名和出生信息，並表示希望第
二天能在上午早點就診，蕭先生回覆說「沒問題」。
第二天上午7時15分，蕭先生發來短信稱已掛到號，就
診時間是上午9點半，記者9時15分與一位40歲左右的中
年男子見面，男子迅速遞上北大深圳醫院「收費收據」，
「總共是83元，這裡面有22元的診金，1元的掛號費，我
個人收你60元的代理掛號費。」
據深圳一位號販子自曝，深圳包括他在內「一些專門做

這個的」，有些已經公開做了推廣生意的微信和微店，
「我們成員可多了，我一個人哪忙得過來？」該號販子
稱，像北大深圳醫院、深圳市中醫院、市兒童醫院、市眼
科醫院等市直屬三甲及專科醫院，成員都能掛到「專家
號」。

市民籲盡快整治
市民葉先生建議，深圳相關部門應盡快研究出台整治方
案，阻止原本就掛號難的深圳大醫院更加「一號難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