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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安的旅游星空上，缺少月亮。”在
不同的场合，磐普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
林森总会这样比喻说。

磐安群山环绕、湖泊纵横，当地旅游
项目不少，可对全域旅游的带动作用却
不明显。在林森看来，遍地的“星星”项
目，需要月亮般的龙头项目来牵引。

2018年磐普产业园成立后，环白云
山康养旅居综合体项目、“云海方舟”旅
游康养基地项目、云山华兴·悠度花溪项
目等5个投资亿元以上的文旅大项目相
继开工。这片 7.5 平方公里的土地，成
为山区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也让林
森有了干事的空间。

开动脑筋，只为百姓
腰包鼓

即便还不熟络，也不必担心冷场。
见到林森后，记者挑起话题，他就开始滔
滔不绝地介绍产业园已有的项目，聊将
迎来的巨大发展空间。

当天下午，林森要到环白云山项目查
看进展情况，记者随之前往，想看看这个磐
安当地有史以来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文旅
项目，是如何成为林森心中的“月亮”，照亮
白云山，也照亮村民们的致富路。

“这里是3万平方米的冰雪世界；这
里将建一个直径 120 米的摩天轮，上面
印有‘浙江之心’字样⋯⋯”项目沙盘前，

林森激情澎湃地向记者解说，“尽管这个
项目我讲过无数次，可每次都很激动，似
乎每讲解一次，就离愿景更近一点。”

大项目固然让人心动，不过林森更
在意的，是这一项目对周边村庄的带动
作用。“大项目的真正使命是带来人气和
流量，拉动地方 GDP、让百姓的钱袋子
鼓起来。”林森拿身边的花溪村举例说，
随着花溪风景名胜区的开发，身处景区
的村民们通过开农家乐、卖土特产，年收
入可以达到上百万元。

这一景村融合的致富模式，也被运
用到环白云山项目。在人们的印象中，
曾经的白云山是横亘在新老城区之间的

“庞然大物”，山上遍布着十几个村庄，无
论是交通、基础设施，还是创业能力都处
于劣势，但有了景区加持，这些村庄反而
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景区通向村庄的路口已经留出
来了。”这是林森颇为满意的设计。为
了提高村子的接待能力，林森挨个到
村里做调研，制定“一村一方案”，让村
子根据各自的地理位置和发展优势，
或主攻民宿或售卖特色小吃，形成多
种业态，和景区形成联动。“待到 2025
年项目建成，景村融合中，村民们的致
富路将越来越宽。”谈到未来，林森满
怀憧憬。

千方百计，只为项目
落地顺

“整天围着项目转，大事小事都要

抓，真累！”这是林森；“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项目签了约，我就要千方百计让
它们落地。”这也是林森。

在外人眼里，林森这个位置很风光，
“每年过手的资金就上亿”“招引的都是
大项目”，可在林森看来，每个项目的落

地都不容易。
一天下来，不论是听人汇报，还是讲

解项目，林森永远是那个提出问题、给出
解决方案的“主讲者”，脸上也始终挂着
严肃的表情。被问到“为啥不会笑”时，
他略显无奈：项目多，操心的事就多，时

间久了人也严肃起来了，“比如，项目要
落地，就要有空间，摆在我面前的第一关
便是拆迁。在这方面，我就操了不少心，
费了不少力。”

白云山村是通往“云海方舟”项目的
必经之路，密集的房屋让山道格外逼
仄。项目负责人葛晓明就吃过其中的
苦。从小在白云山村长大的他，在外面
赚到钱后想回家乡投资，由于路太窄，往
山上运木材的卡车转不了身，只能中途
卸货、人工运出一段距离后再装车，多花
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不下两倍。

山顶开发，有点难。多次沟通下来，
村民们仍不愿意拆迁。但林森却把这一
问题解决了。“我这人快人快语，不喜欢
拐弯抹角。”林森会把村民关系搞清楚，
也能把拆迁利弊讲清楚，“同样一句话，
不同的人讲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

在林森的带领下，2018 年至 2022
年，磐普产业园开展了“沉一线、破难题”
等一系列攻坚行动，完成中田、上马石
村、安头区块遗留房屋的拆除，为项目的
引进和开发开辟了空间。

找准时机，道路就是
出路

磐安，自然环境优越、旅游资源丰
富，为何没有火起来？

“旅游项目要长线投资，也要抓住机
遇。”在林森看来，发展文旅事业绝不仅仅
是引进几个项目，或是做成几个景区，而
要在时代的浪潮下寻找最恰当的时机。

属于磐安的风口要来了——2024
年，磐安将迎来自己的高铁站。道路就
是出路，进入高铁时代，磐安的好山水能
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磐安的发展通道也
将越走越宽阔。

白云山作为高铁站前的第一道风
景，至关重要。这也是林森每周都要到
环白云山项目现场三四次的原因。“项目
是看未来的，眼光要拉远，基础要打牢。”
也因此，在施工现场，林森和项目负责人
沟通的多是细节：车站到景区之间的道
路基建和景观方案设计得如何，排污管
网等基础设施的饱和程度有多大，应急
承受力强不强⋯⋯

在白云山顶的“云海方舟”项目上，
林森的想法也跑到了别人前面。“山下通
往这里的路，我们会想办法修好。”听到
林森的这句话，葛晓明心头一暖。好项
目离不开完善的配套，没有一条便捷的
上山道，这个投资15亿元的项目体验感
就会大打折扣。

“之所以抓这么细，是为了明天更
好的磐安。”林森知道，正是因为当地给
予全方位的保障，这些大项目才有了立
足磐安的决心，而这些大项目也给了磐
安“打造长三角地区知名康养旅居目的
地”的底气。未来的白云山将成为真正
的城市花园，连接起老城和新区，加快
城市一体化发展，大步提升磐安的城市
流畅度。

磐普产业园中，“月亮”般的项目正
冉冉升起，和众多“星星”项目交相辉映，
照亮磐安文旅的天空。

以景村融合带动村民致富，磐普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林森——

打造旅游星空的“月亮”
本报记者 郑亚丽 杨振华 共享联盟磐安站 张黎明 杨萤萍

“年轻”，是不少人对杭州市中医院
主任医师王永钧的一致印象。

这位老先生与他的年纪的确有些不
符——尽管头发花白，一双深邃的眼睛
却充满智慧，讲起话来也井井有条；尽管
已经 87 岁高龄，依然每周坐诊，坚持与
他最牵挂的患者们在一起。

7 月 20 日，记者从省中医药管理局
获悉，王永钧获第四届国医大师称号，这
也是我省第三位国医大师。原浙江中医
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原院长何任

（已故）、浙江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葛琳仪，
分获 2009 年首届国医大师、2017 年第
三届国医大师殊荣。

会议室里，清矍的王老先生，端起茶
杯抿了一口，用浓重的“杭普”口音铺开
了自己与中医药事业相伴的65年——

“65年太短了”

“您从医65年了，辛苦吗？”
“不辛苦，65年太短了。”
王永钧的学医之路始于偶然。上世

纪 50 年代，18 岁的他得了肾病综合征，
这是一种会产生大量蛋白尿，导致低蛋
白血症等的疾病，有时还会诱发感染、血
栓等并发症。今天来看，肾病综合征并
不可怕，但彼时的王永钧辗转多地求医
却不见好转。

在忍受疾病痛苦三年多后，一位民
间中医师用传统的中草药让王永钧痊愈
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也经历了
奇妙的变化：从对自身疾病的恐惧难过，
到治疗途中的心灰意冷，再到痊愈后对
人生重新燃起希望。

“我意识到，治病救人原来是这么有
意义的事。而中医，为我打开了一扇崭
新的大门。”王永钧回忆道，自己很快辞
去了当时在财税局的工作，立志改行
学医。

这必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王永钧
开始先尝试着自学中医著作。《药性赋》

《汤头歌诀》，他都进行背诵，《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等各家著作，他都认真
研读。

在不少与王永钧打过交道的中医师
眼里，这位小伙子十分谦逊。向他们学
本领时，他会专门喊上一声“老师”。得
益于勤勉好学和谦逊有礼，后来，他又拜
师于王显庭、俞尚德、张硕甫等7位知名
老中医。

跟随 7 位老师潜心研学的几年里，
王永钧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基础，并顺利
考入了浙江省医学院（今浙江大学医学
院），并以优异成绩本科毕业。

“学然后知不足”，王永钧与记者说
道：“中医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短短
60 多年的时间里，我是学不完也学不尽
的。”

“中医也要懂西医”

一件小事，令王永钧对传统医
学有了“颠覆性”的认识。

1956 年，他师从时任杭州市第
一医院中医科主任的俞尚德。“一次

我去拜访俞老时，他举着一张 X 光片

在认真地看。”王永钧回忆道，这是他第
一次看见中医读 X 光片，俞老坐在灯
下，聚精会神的样子令他难忘。

治 学 严 谨 的 俞 老 带 着 王 永 钧 读
《古文观止》，让他领略博大精深的传
统文化；同时也不停引导他：“中医也
要懂西医的知识，传统医学才会有生
命力。”

王永钧正是这样做的。21 年前，他
发现，慢性肾病患者非常多。其中，一种
叫做IgA肾病的发病率相当高。IgA肾
病，是以反复发作性肉眼或镜下血尿，肾
小球系膜细胞增生，基质增多，伴广泛
IgA沉积为特点的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
球肾炎。

经过多年的长期观察，王永钧认为，
IgA肾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各不相同。既
然一时不能明确判断它的病因、发病机
理等，他便开始广泛收集病例。他的学
生们发现，王永钧并不算大的办公桌上，
堆起了一包包的病案。桌上放不下，地
上也开始出现一箱箱的病案⋯⋯坐诊之
后稍有空闲，他就把自己“埋”在这些病
案里。

研读了大量资料后，王永钧首先开

展 IgA 肾病的证候学调研。他和团队
在对 1148 例 IgA 肾病患者进行研究分
析后，掌握了疾病的发展规律，并首创了
IgA肾病的五型辨证。

“如果能将中医的整体观融入到西
医临床实践上，从中西医结合角度揭示
IgA 肾病进展机制，就能创建出治疗
IgA 肾病的新方案。”在王永钧的眼中，
B 超、CT、内窥镜等也是一种“望闻问
切”。他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拓展“望闻问
切”，又将中医的辨证思维介入西医的病
理检查，明显提高了辨证的正确性，指导
临床诊疗获得更好疗效。

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相融，触发
王永钧团队成功建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
的 IgA 肾病新方案，开创了中西医结合
治疗 IgA 肾病的先河，并获 2016 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多年来，中西医
结合治疗的 IgA 肾病新方案显著提高
了 IgA 肾病知晓率和治疗率，全国各地
的不少患者因此获益。

回望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研学之
路，王永钧对自己的学生们说：“良医没
有门户之见。传统医学不能‘落伍’，要
勇于开拓创新，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结

合，才能帮助更多患者。”他带领团队参
与创建了浙江首个中医肾脏病专科，被
誉为肾病科的“黄埔军校”，培养出在全
国都有影响力的数十位肾病学科的领军
人物。

“我做医生没有‘秘方’”

“并不算长”的65年里，王永钧获得
过不少荣誉。当人们让他说说自己的成
功之道时，他常常这样回应：“我做医生
没有‘秘方’，只有一颗为患者解除病痛
的赤诚之心。”

即便已是87岁的高龄，王永钧依然
每周会在杭州市中医院坐5个半天的门
诊。面对家人让他退休的“请求”，他会
开玩笑说：“退休了要生病的，现在这样
患者放心，我也开心。”

患者，始终是王永钧最为牵挂的。中
医“天人合一”观念认为，人体的变化与自
然界密切相关。看诊时，他不仅会询问患
者病情，还会时不时问问他们的情绪、家
中情况，甚至地域风情。有些人一来二去
熟悉了，便会喊他一声“王爹爹”。

他的学生记得，王永钧偶尔碰到外

地患者因带的钱不够而不能及时配药回
家。为了不让他们多跑一趟，多一笔路
费，他会拿出自己的钱为患者垫付。“我
自己也曾是病人，我理解他们身体抱恙
时的无助感。”

前来求诊的肾病患者，以复杂的病
例居多，大多是辗转多家医院后才到这
里。“很多年看下来，病人比较急躁，年轻
医生和这些病人沟通有时不顺，但在王
老这里，这些都不是问题。”王永钧的一
位学生说。

可做王永钧的学生，却没有这般“温
和”的待遇。学生们很能理解什么叫严
师出高徒。“王老很凶的，在看诊、临证的
过程中，随时提问。”他们笑着说。正是
这样的一丝不苟，在他的“黄埔军校”里，
走出了一代代中医药人才。

王永钧先后培养出 5 位肾病专/学
科带头人，4 位国家名老中医专家学术
指导老师，5位浙江省名中医，12位杭州
市名中医。他曾担任浙江中医药大学的
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培养博士 8
名，硕士 21 名；培养继承人 6 名。其中，
多人分别获得中国中西医结合特殊贡献
奖，中国中西医结合青年贡献奖，全国百
名杰出中医等荣誉⋯⋯

采访临近结束时，王永钧说：“我没
有想到自己能得到国医大师的称号。
现在，觉得肩上的担子
更重一些了。我希望继
续为传统医学的传承创
新贡献一己之力。”话
毕，他又往自己的诊室
走去。

杭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王永钧获第四届国医大师称号——

中医药人永远是“年轻”
本报记者 陈 宁 李娇俨 通讯员 徐尤佳

共富路上带头人 林森
金华市磐安县磐安-普陀山海协作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几

年来，林森多次率团招商，完成多个重大项目落地，走出景村融合模式，为当地
文旅发展注入活力。

扫一扫 看视频

链接

近年来，我省中医药事业发展迈出
大步子，特别是今年我省启动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以来，中医药人
才队伍建设提档加速。目前，“杏林工
程”已遴选培养杰出人才 31人、领军人
才 67人、拔尖人才 648人。我省现有国
医大师 2名、全国名中医 6名、国家岐黄
学者5名，省国医名师、省级名中医和基
层名中医 362名，建有省级以上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220个，基本建成
梯次衔接的中医药高层次人才队伍培养
体系，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健康浙
江建设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

王永钧为患者看诊。 杭州市中医院供图
7月20日，王永钧在省人民大会堂接受远程表彰。

通讯员 陈岩明 摄

林森（左）和同事紧盯项目施工现场。 拍友 罗锦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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