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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谈相世
形式主义又出新闻。前不久，辽

宁省锦州市古塔区的一个视频成了

网民关注的热点。视频中，一位女性

领导正在指导下属扫地。她说：“都

要顺着这个缝，所有的缝都扫到，确

保缝里面没有任何的尘土和沙粒，每

一块砖都要这样。先洒水，大扫帚扫

面上再用小扫帚扣缝……反正咱们

最终就是要求没有沙子没有尘土，干

净到无以复加。”扫地时需要保证地

面所有的缝隙里都没有尘土和沙粒，

这个要求直接把网民们雷倒了。于

是，一波汹涌的舆情因此而起。据有

关媒体追踪报道，当天是古塔区机关

干部组织的一场公益性活动，“机关

工委组织利用周末时间去帮助区里

的一些老旧小区清扫路面”，视频内

容是在古塔区宝安街道天安社区一

老旧小区内。

关于“高标准”扫地之事，相信并

非个案。笔者也曾经有过被某部门

要求如何如何搞卫生的经历。上门

检查的人员，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

不嫌麻烦不怕脏，特地把手伸向一般人的身体难以抵达

的某个旮旯或桌椅底下，不抹出灰尘绝不罢休，其敬业

精神令人叹为观止。讲究卫生当然是生活中的基本要

求，但笔者就没弄明白，旮旯或桌椅底下有灰尘，也不见

得碍了什么大事呀？如果大家成天把精力全用来对付

这事了，那还要不要干正经活？

媒体把锦州这名女干部的言论归为形式主义的表

现。这个定位大致没错。本末倒置，过于追求外在而忽

略了内涵，这当然是形式主义。别说这个要求未必做得

到，就算能做到，砖缝间或地上一尘不染，又能说明什么

问题，体现什么价值？更何况，为了达到这个境界，花费

的人力物力是否值得，这笔账，恐怕也得算一算吧？

做事追求极致，这种精神没有错。但我们在为之努

力的时候，一定得想清楚：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价值

取向有没有出现偏差？

很多时候，有些人还真容易忘了自己是为什么而出

发。每一次出发，也许有不同的情况，但总归是有个目

标的。如果这事没整明白，就可能走着走着迷失了方

向，让人越走越茫然，越走越远离目的，拼命奔跑还不如

原地不动。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捣鼓一些令人生厌的形式主

义？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笔者觉得，都是因为他们把

出发的目的弄丢了或搞混了。仍以打扫卫生为例，其目

的不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更舒心吗？如果设

定的是这个目标，那么，地面干净整洁就行了，何必用显

微镜寻找尘土，把扫地的人折腾得那么辛苦？换言之，

如果什么时候用显微镜来检测户外地板砖了，那定然不

是为了干净整洁的环境而来，应当是另有研究方面的意

义。如果方法、路径与目标不一致，那么，就得反思是不

是某个环节出现了错位。

不管做什么事情，形式都应服务于内容。当形式喧

宾夺主、妨碍内容时，我们便应警惕是否进入了形式主

义的误区。避免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常想想这

样做的价值何在，对广大群众是否有益；多听听别人的

意见，看看多数人对此持什么态度。如果对群众谈不上

什么好处，多数人坚决反对，行事就得审慎，防止一时意

气用事而导致严重后果。

现实中，形式主义的表现常见常新，而人们又似乎

颇感无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令人无语的花

招背后，往往有官僚主义在撑腰，也就是某些滥权行为

在兴风作浪。倘若有人为了保持厕所的清洁，要求人们

不得使用厕所，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荒唐？按这个做法，

厕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提此要求者是清洁工，如

厕者多半是不买账的，甚至还要直言批评他的形式主

义；但如果下达命令者是掌握了权力的人，人们就可能

没辙了，顶多在心里嘀咕几句而已。道理就这么简单，

因为清洁工说了不算，所以他即使想搞形式主义，也未

必搞得起来。而一旦权力介入其中，情况就大不一样

了。由此可见，防止形式主义，还得警惕官僚主义作

怪。否则，就可能治标不治本。

对行使公权力的机关来说，无论何时何地，“出发”

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如果“出发”是

为了让大家越过越辛苦，那么，这就是劳民伤财的形式

主义、政绩工程，不要也罢。别小看了形式主义，它正是

发展路上一块块巨大的绊脚石，由此造成的内耗，甚至

不亚于贪腐问题。很多时候，工作质效上不去，大家怎

么干都是白搭，就是因为某些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人热

衷于此道，忘了为什么而出发，于是冠冕堂皇地在路上

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浪费社会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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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寨面村岭坑组耄耋老人王玉英左

腿不慎摔伤，因未得到及时医治，导致足背大面积

溃烂发炎。了解到老人身边无子女照护、行动不便

的特殊情况，肖斌主动承担起了上门换药的工作。

为提高效率，他备好药水、敷料、棉球等物品，

每天挎着出诊箱入户给王玉英老人换药，连续两

个多月甚至春节都未间断。“后来，老人的伤口终

于愈合，我觉得所有的坚持和付出都值了。”看着

老奶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肖斌身为医生的成就

感满满。

96岁的肖招喜是一名五保户、超高龄独居老

人，身患慢性支气管炎，腿脚不便。每次老人生

病，肖斌都安排医务人员用轮椅接送，一日三餐，

悉心照料。他和妻子谢冬梅还经常包饺子、煮面

条送到老人家里。这些年，在他和同事们的关怀

和照料下，老人病情稳定，身体硬朗，老人逢人便

说，这都是肖医生他们的功劳。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他对病人有时比对家

人更上心。”谢冬梅说，遇上工作与家庭相冲突的

时候，肖斌总是把工作放在前面，但说归说，她还

是一如既往地理解并支持丈夫的工作，默默地当

好贤内助。

肖斌心中满是乡亲，却忽略了自身的健康。

2022年 5月，他突发脑炎，在赣州市人民医院住院

治疗时仍放心不下分院的工作，病情稍一稳定就

开视频连线，关注医院的情况。出院后，医生叮嘱

肖斌多休息，可四肢麻木无力的他每天都要拄着

拐杖去查看住院的病人，忘了自己也是一名需要

休养的康复期病人，他说自己是劳碌命：“每天工

作心里才踏实。”

坚守山村“口袋医院”十四载
——于都县宽田乡卫生院肖斌服务村民的故事

□记者刘庆元 通讯员郭洪福 文/图

他，放弃更好的工作机会，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边远卫生院，一干就是14年；他推行的家庭式医疗服务模式，让百姓享受到更便捷、更人性化的

医卫服务，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他除了参加工作的那年，每年春节都自愿留守卫生院，只为应对乡亲们的不时之需……他就是于都县宽田乡卫生院

副院长、寨面分院负责人肖斌。因分院医务人员仅有12人，占地面积不过一两亩，故被人戏称为山村的“口袋医院、麻雀医院”。

14年来，肖斌胸怀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针对农村特点构建有温度的新型服务模式，矢志当好百姓健康守门员。他甘于寂寞、“医”心为民的事迹

感动着乡邻，先后获得了“赣州市优秀医务工作者”“赣州市优秀基层医师”“于都县优秀医务工作者”“于都县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近日，

记者慕名前往宽田乡，倾听其十余载坚守山村“口袋医院”的故事。

2009 年，因人手不足，于都县宽

田乡卫生院计划抽调医生到分院常

驻。分院地处边远的寨面村，与段屋、

车溪等乡镇毗邻，往返宽田乡要几十

公里，且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很多同

事都有顾虑。

肖斌却从村民的角度来思考问

题，他认为，宽田总院医疗资源丰富，

不缺医生，但寨面分院资源少，百姓更

需要医生。“再说我是一名入党积极分

子，理应吃苦在前、冲锋在先。”他告诉

记者，就这样，他打定主意，主动报名

到分院当了一名驻院医师，这一待就

是14年。

当时去寨面的路还没有修好，交

通极为不便，遇上雨雪天，更是泥泞

难行，非常危险；寨面分院也没有配

备彩超、DR，仅有一台黑白B超，化验

室也仅能做简单的血、尿等三大常规

检查项目；而食宿条件也差，职工宿

舍连热水器都没有……回忆起当年

奔赴寨面分院的艰苦情形，肖斌感慨

万千，但凭着一腔热血，他毫无怨言地

坚持了下来。

与肖斌同年考编分配到宽田乡卫

生院的同事曾令宇告诉记者，人往高处

走，水往低处流，当年寨面分院医师紧

缺，各方面条件都较差，但肖斌主动请

缨去分院，这一“逆行”之举令人敬佩，

也令其他观望的同事汗颜，深受教育。

“分院坐落在百姓家门口，各项医

疗服务应当更加亲民便民。”这是肖斌

常说的一句话。

工作中，肖斌特别注意收集百姓

的医疗诉求，推行以热心温暖病人、以

仁心体贴病人、以匠心服务病人、以耐

心对待病人的“小而精、小而优”家庭

式服务模式，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推出了一系列人性化暖心服务举措，

如延伸医疗服务时间、空间优化值班

制度等。他备好早餐给空腹前来抽血

化验做体检的乡亲们，安排车辆接送

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入户诊治一律

免收出诊费，还对不会使用智能设备

的老人开辟绿色通道，亲情回访出院

的病人……他认为，病人的需求就是

医者的努力方向，他是这么想，也是这

么做的。

家住寨面村高陂头组的村民管西

斗,年过八十，患有高血压，2017年因

脑溢血落下了左侧肢体偏瘫，需长期

做针灸康复治疗。开始的时候，他由

家属每天接送到卫生院，时间一长便

难以为继。病人一家的难处，肖斌看

在眼里。为了让病人少跑腿，他选择

自己多跑路，利用工作之外的空余时

间主动上门给老人扎针。经过数月不

间断的治疗，老人的身体康复得很快，

病情得以好转。肖斌这才改每天上门

为数天上门一次，直至老人不再需要

针灸治疗。

寨面分院片区包括杨公、石马等三

四个村，辐射人口 8000余人。在农村长

大的肖斌早已习惯了乡村的环境、村民

的脾性，多年的所学与实践使他治疗起

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来得心应手。因

此，他坦言：“只要老百姓有需求，认可

我，我愿坚守山村‘口袋医院’，与这里的

乡亲长相守。”

近年来，为解思念之苦，肖斌将妻儿

接到身边，把家搬到了这里。妻子在卫

生院周边百姓的自留地上种上了蔬菜、

花生、瓜果，工作之余，他也帮着浇水松

土，一家人平平淡淡，其乐融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日前，为打

造勤廉模范，宽田乡卫生院的负责人发

出了以肖斌为身边学习榜样的倡议：“他

甘于奉献、廉洁奉公，对百姓热忱、对工

作勤勉敬业的精神值得全院职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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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斌对慢性病村民进行随访，康复指导。

肖斌夫妇空余时间在卫生院旁边的菜地里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