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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 强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总医院
迎新街院区、尖草坪院区、烧伤院区
门诊看到，前来就诊的患者通过操
作门诊自助服务机，自助挂号、缴
费、取检验报告单。这一便民举措
避免了长时间的排队等候，缩短了
就诊时间，极大方便了患者。

挂号排队时间长、候诊与候检
时间长、交费取药时间长、医生看
病时间短，这种医院行业特有的

“三长一短”现象是目前患者反映
最突出也是各家大医院普遍存在
的问题。“三长一短”难题，通过整
合优化医院就诊流程，增加自助服
务终端设备，加强自助服务终端推
广使用等方式，在医院内建设一套
集预约挂号、自助结算、自助查询、
自助打印“四位一体”的就诊自助
服务一体化系统，可最大程度地缓
解患者看病难，看病时间短、结算、
预约来回奔波之苦。

自助机基于独立自主开发的
操作系统，用户使用界面简单、易
懂，支持省医保、市医保实时结算，
同时还具备社会保障卡服务功能，
持卡人在看病结算过程中，将个人
的社保卡通过读卡器，可以实现个
人社保信息的查询，以及就诊费用
医保部分的实时结算报销功能。

记者了解到，总医院三院区一
期共投放了39台自助机设备供患
者使用，自助服务终端作为医院窗
口的延伸，不仅为患者就医带来了
方便，而且也减轻了医院窗口的工
作量，缓解了窗口的排队压力，同
时也提高了医院的工作效率，可谓
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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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白文丽 报道

本报讯 12 月 3 日下午，太钢作协举办
了一次读书会活动，部分作协成员参加了
活动。

太钢作协长期扎根基层，通过组织研讨
会、笔会等形式加强成员间的学习交流和能
力提升，培养出一批以蒋殊、苏二花为代表
的优秀作家群。今年以来，太钢作协以丰富
业余作家文史知识量、厚积薄发、不断创作
出职工优秀作品为初衷，采用微信群抄录学
习经典、交流学习体会，征集命题文学作品，
邀请名家讲座，举办读书研讨会等多种形
式，将作协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

本次读书会，以学习经典名著《道德
经》为主。《道德经》自问世以来，即对当时
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内容荟萃
了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及之前的文化精
髓，诸多哲学流派、思想学说从中应运而
生。从文学的角度来讲，《道德经》用笔精
炼，文字优美，据不完全统计，全篇五千余
字中，出现原创成语43个，如：大家耳熟能
详的天长地久、虚怀若谷、自知之明、大器
晚成、出生入死等，经典名句更是俯拾皆
是。太钢作协希望通过学习经典，促进学
风养成和提升学养，滋养心灵，从而创作出
更多更好的文学精品。

本次读书会，受到了参会者的热烈欢
迎，大家一致认为，读书会切入点好，形式新
颖，希望活动能持续举办下去。会后，作协
负责人还向文学爱好者赠送了名家新书。

太钢作协举办读书会活动

一个初冬的上午，我走进了银小
俊的书房。房间里那优雅的环境和
书香之气扑面而来。依墙排立的书
柜里，满满当当摆放着各种书籍。窗
前写字台上放着一台电脑，太阳这时
正好探头进来，照在案头展开的书稿
上，熠熠生辉。

大家总是习惯称呼他为银老师，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平易近人，更多的
是表达了大家对于他的一份敬重。
在太钢文学圈他的确是走在前面的
那一位。他出生于1952年，山西忻
州人，1972年，他来到太钢，在太钢三
钢厂当上了一名铸锭工。从1982年
开始，他利用业余时间写起了小说。
很快他的处女作《霞霞的问号》发表
在《山西文学》杂志。这极大地鼓舞
了他的创作热情，紧接着又在省级刊
物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小说。随后，他
就被调到了《太钢文学》编辑部，走上
专职文学编辑的岗位，直到退休。

银小俊对文学艺术很有悟性，这
大概与他从小喜欢画画有关。担任
编辑后，他的这种艺术敏感得到了飞
速的发展，他的文字如同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那段时期，他在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陆续创作出大量的中短篇
小说，如《冰河残梦》、《古域》等，先后
发表在《山西文学》、《北岳风》、《广州
文艺》、《五月》等省内外众多文学刊
物上。同时，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
随笔、评论，也先后发表在《大众日
报》、《羊城晚报》、《金陵日报》、《郑州
晚报》、《海口晚报》等全国数十家报

刊上，有些作品还被《读者文摘》等转
载。

进入九十年代后，他着眼于长篇
小说和纪实文学的创作，先后创作出
长篇小说《王旗》、《玉簪记》、《裸岛》、
《金融家》，以及纪实文学《走向全球》，
还有文化专著等共计11种（部）。这
些作品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如《王旗》，2000年由长江文艺
出版社出版。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好多
名家的关注，他们在《中华读书报》、《书
与人》、《城市文学》、《太原日报》、《河南
日报》、《太原晚报》等十数家报刊上，发
表评论给予点评和肯定。《王旗》还列入
长江文艺出版社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第二名，同时获得了太原市第七届文艺
创作优秀作品奖。

《玉簪记》于 1998 年由山西古
籍出版社出版，得到好多读者的青
睐和喜欢。购买量不断增大，出版
社于2010年又重新再版，同时还入
选国家“农村书屋”重点项目作品。
至今，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已经有四
部作品被中国现当代文学馆收藏，
成为馆藏书目。

进入新世纪后，从2002年开始，
他又开始涉足电视剧的创作。电视
剧创作，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也需要
有自由的身子，否则就难以采访和
静下心来创作。以前，他在《太钢文
学》编辑部担任编辑时，每天需要阅
稿，还要帮助作者修改稿子，根本抽
不出太多的时间采访和写作。2002
年内退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影
视剧本的写作。

这些年，他参与撰写了六集文化
专题片——《傅山》的剧本创作。此
片2003年拍摄完成后，在山西电视
台黄金时段播出，立刻引起了好评和
共鸣，也得到了省市有关领导的肯
定。还荣获了“山西省五个一工程”
奖和太原市“五个一工程”奖。

接着，他又与人合作创作出电视
剧本《财雄天下》、《杨家城》、《矿山人
家》等，还参与了《红军东征》剧本的策

划和审稿，以及《西口情歌》的改编工
作。《矿山人家》拍摄成电视剧后，在中
央电视台第八套节目播出，《红军东
征》拍成电视剧后，在中央电视台第一
套节目播出，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文学创作，是一条无止境的道
路。银小俊在这条路上已经坚持了
三十余年。已经出版的有400余万
字，其中，有不少作品获得过各类奖
项。我在他的书房里看到，他在翻找
材料中，掉出许多的获奖证书。我拿
起来翻看时，他告诉我说：“这些证书
只代表过去。再说了，在文学这个领
域里，大家很多，咱这些获奖证书没
分量。”我看见他的那些获奖证书，有
获得中国13省市建设者联合征文优
秀作品奖的，中短篇小说《铁流文学》
一、二等奖的，还有太原市文艺创作
优秀作品奖的……

银小俊对获奖证书不以为然，
看得很轻，我却是为他创作出了那
么多的优秀作品感到由衷钦佩。他
在太钢工作，一面当编辑，一面坚持
业余创作，出版了那么多的作品，他
还被收入了《中华人物辞典》，被中
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在太钢，他
是第一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
职工。

银小俊尽管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但是他做人非常低调，从来不愿意展
示自己，也不愿意向人讲说自己的成
绩。他勤奋耕耘，默默创作，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实现着文学梦。对于山
西文学院编剧、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副
主席这些名号，银小俊也很少谈起，
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虚名，他真正看
重的是文学作品有没有留在人们心
里的力量。

银小俊是太钢这块土地上培养
和成长起来的作家。他是太钢人，他
有太钢人的那种不怕吃苦、不向困难
低头、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正因如
此，他才于不断进取中，收获了自己
的一个又一个果实。同时，也赢得了
人们的尊敬。

在文学田野勤奋耕耘
——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副主席银小俊

■文/图/杨眉官

银小俊 近影

■通讯员 成 石

一天中午，尖东柏
桦苑老龄委书记赵泛
苗接到了柏桦苑小区
片 长 陈 恭 玉 打 来 的
电话。陈恭玉说，12栋4单元七十多
岁的李师傅买菜时不慎摔伤，现已送
到太钢医院急诊科救治。

赵泛苗一听，马上撂下饭碗匆匆
忙忙来到医院急诊科。受伤的李师傅
因老伴过世，儿女都在外地工作，长期
独自一人居住，平时还有脑梗后遗症，
走路需拄着拐杖。他这次摔得头上鲜
血直流，医生给他进行清创缝合，共缝
了六针。李师傅清醒过来，就给自己

的老朋友苗安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
他自己摔伤的事。于是，苗安乐就赶
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区里几个经
常见面的“老伙计”。当时，苗安乐联
系了老党员陈恭玉、赵泛苗，还有朱汉
民老师傅，一同去了医院。陈恭玉担
心李师傅带的钱不够，还从家里带来
4000元现金交给李师傅。

他们看到李师傅在医生的及时救
治下已无大碍，就打电话通知李师傅

在阳泉工作的儿子，
叫他赶紧来太原照
看父亲。

之后，四人顾不
上吃饭，推着李师傅
做了各项检查。最

后，他们打了一辆车，把李师傅送到家
里，留下一个人照顾李师傅，轮流回家
吃午饭，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晚上，李师傅的儿子终于回来
了。他看到老父亲没有什么大碍，家
里还有几位老师傅陪护，非常感激，

“太谢谢你们了，如果没有你们这些好
心人帮助，我父亲就很危险了。”赵泛
苗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父亲平
平安安的就好。”

老老相助 温暖人心
——尖东柏桦苑老党员帮助独居老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