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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澜）1月 27
日，位于简阳的中国五冶（成都）建筑科技
产业园钢结构生产基地焊花四溅，一派繁
忙景象。近百名作业人员坚守一线，正火
力全开，为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
园区项目加速生产6700吨钢结构。

技术负责人李一锋告诉记者，在成都
世园会项目中，五冶集团钢结构装配式生
产基地承担了植物馆、散花楼、主场馆、人
居馆和综合服务馆等五大核心场馆的钢
结构制安任务。

“为了按时交付世园会项目所需的钢
构件，一方面，我们采用了领先的钢结构
预处理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焊接机器人
等先进设备来提升春节假期的产能，另一

方面，我们组建了由‘成都工匠’林波领衔
的一流焊接团队，对每一条焊缝精心施
焊、极致打磨，严保构件的焊接质量。”

在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绛溪河生态绿
廊旁的成都世园会项目现场，一座高度达

46.4米的唐代阁楼——散花楼正在做场
馆主体钢结构安装的准备。

项目钢结构负责人李国明介绍，散花
楼总建筑面积7750平方米，总用钢量约
2000吨，共有地上五层和地下一层，包括
文化体验区、建筑基座两大功能分区。“散
花楼主体为钢框架结构，将再现屋面出
檐、翼角起翘的唐代建筑风貌，春节假期
我们全力以赴搞楼体内部二层至三层的
主体安装，力争在2月底实现主体完工，
为后续施工争取更充足的时间。”

据悉，散花楼建成后，将成为2024年
成都世园会园艺观光的文化与视觉中心。
届时，将重现李白笔下《登锦城散花楼》中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的盛唐美景。

1月23日，大年初二，别人都在忙着
走亲访友，过年回老家团年的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医师廖正银却忙着
给人看病。

老家在自贡荣县的他，每年都要回家
陪伴母亲过年。因为为人和善、医术精
湛，逢年过节只要晓得他回家了，就会有
病人慕名而来，而廖正银也不厌其烦地免
费给病人们看病，这一看就是30多年。

每年春节回家团年
病人上门排队

请他帮忙看病从不拒绝

“大年初一我到自贡这边来了，有几
位病人来家里没有找到我，特意打电话进
行了咨询，我也在电话里详细询问了他们
的病情，给出了建议。”今年春节，廖正银
每天都很忙，不是忙着过节，而是忙着给
慕名而来找他看病的人看片子、做诊断。

“这几天每天都有病人找来，有时一天有
几个病人，有时一天有十多个病人。只要
我有时间，都会尽量看完。”

廖正银说，虽然他的专业是血管畸形和
肿瘤，但来找他看病的病人年龄段跨度很
大，下至几岁的小孩，上到80多岁的老人，

“肿瘤病人占八成，也有很多不是肿瘤病人，
只要来，我都会认真诊断，然后给出建议。”

据了解，这些慕名而来的病人绝大多
数是廖正银家乡周边的乡亲。只要听说
他回来了，就会不断有人前来寻医问药，
而他也从不拒绝。

帮乡亲“免费看病”
已坚持30多年

为数千名病人义务问诊

说起给病人看病的初衷，廖正银觉
得，自己是医生，无论看病的地点在医院，
还是在家里，都是造福病人。

“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只要有
人需要帮助，我觉得我们穿上这身白大
褂，就有责任帮助他们。”廖正银说，自己
今年57岁，还在读大学时放假回家，就开
始免费帮邻居、乡亲看病，这个习惯已经
延续了30多年。

来找廖正银看病的许多病人都是家
乡人，平时要在川大华西医院挂专家号特
别困难，因此只要一听说他回家了，大家
就会排着队来寻求帮助，廖正银也会耐心
细致地询问、分析、给出建议。

即使在路边遇到前来找他的病人，廖
正银也是二话不说，拿起片子就认真地分
析病情。30多年来，据廖正银粗略估计，
已为数千名病人免费看病。其中，绝大多
数是肿瘤病人。

与病人成为朋友
“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是大家对他的评价

今年52岁的自贡人倪念平，曾在7
年前被查出患有肝癌。得知这一消息的
他当时几乎万念俱灰，抱着“死马当活马
医”的心态，他在荣县找到了廖正银。

“说实话，当时的心态是非常糟糕的，
但是跟廖老师接触后，他的鼓励让我有了
很大的信心。”倪念平说，在廖老师的治疗
下，我坚持到了现在，我对他这个人非常
敬佩。

这么多年，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病人仍然
络绎不绝地排队来找廖正银看病，正如大
家对他的八字评价：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说廖老师医术精湛，是因为他治好
了几乎被宣布‘死亡’的我。”倪念平说，说
医德高尚，是因为如果廖正银是“一时作
秀”，不可能坚持30余年，“廖老师已经免
费给我看了7年病，他的医德好不好，我
觉得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现在，倪念平和廖正银的关系已是“亲
人和朋友”。“平时廖老师会时不时关心我：
老倪，最近身体咋样哦？我有空了也会给
他发微信：好久回来哟？”倪念平说。

另一位内江的病人李先生，13年前

体检时发现已肝癌晚期，家人带着他全国
到处寻访名医无果，最后抱着一线希望找
到了廖正银。

“当时，许多有名的专家教授看了我
的病，都认为没有治疗的希望了，甚至断
言我（余下）的生命不到一个月，但廖教授
认为还可以治疗。”李先生回忆说，当时廖
教授正准备出国，在他的请求下，廖教授
特别抽出时间为他做了一次手术。

之后，他给廖正银发了一个感谢的短
信，但廖正银没有回复，李先生也没有多
想，毕竟“廖教授特别忙”。一个星期后，
他收到刚从美国回来的廖正银发来的短
信：“你的短信我收到了，因为在美国出
差，回信晚，请原谅。我会尽全力给你治
疗，有很大的希望治愈，你也要有信心。”

“说实话，对于当时已经绝望的我来
说，这无异于给了我生的希望。现在，每次
看到这条13年前的短信，我都会流泪。”李
先生说，与廖教授熟悉的这么多年，他认为
廖教授“宅心仁厚、谦逊务实、仁医大德”。

“我们现在也是朋友，对他比以前更
为了解。他平时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
不喝酒，除了健身，就是钻研医术。”李先
生说，在他的求医路上，很幸运能碰到像
廖教授这样让病人心服口服的医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热心“老雷”的
最后一个春运
“老雷，年夜饭你打算整什么

大菜呢？”
“要不整条鱼，再准备点腊肉

香肠，或者吃火锅，年轻人都爱
吃！”

除夕前一天上午，广安南站事
务员雷运国和车站支部书记张莹
在办公室正讨论着大年三十的年
夜饭菜单。

雷运国，是广安南站的“大管
家”，职工在车站的衣食住行全由
他负责，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雷”。

老雷今年7月即将年满60岁，
1982年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先后干
过扳道员、连接员、调车长及车站
值班员。2014年，车务段成立后，
他被调至广安南站，工作至今。

比起前两年的春运，今年的车
站多了一些南来北往的旅客，每班
客运职工日均服务旅客492人。

于是，职工吃不吃得饱、吃不
吃得好成了老雷今年的牵挂。

穿上围裙、抄起锅铲，老雷在
食堂里大展身手。洗菜、切肉、下
锅……一盘美味的回锅肉就这样
被端上餐桌，袅袅升起的热气抚平
了职工们一天的劳累。

看着职工们大快朵颐的样子
和一张张被送进后厨的光盘，老雷
十分欣慰。“大家吃得不好，我睡不
着，每天临睡前都在思考明天做什
么菜呢。”

老雷的工龄已有41年。漫长
岁月里，他秉承着“在岗一分钟，就
要尽职60秒”的工作原则，在不同
岗位上默默耕耘。

作为车站值班员，他严格落实
作业标准，正确执行作业流程，确
保每一趟列车安全正点出发、每一
名旅客平安到达是他的责任。

作为车站事务员，疫情防控期
间，他准备好充足的食料备品，保
障车站后勤供应。作为党员，他始
终为群众着想，对生病职工嘘寒问
暖，对年轻后辈传授经验，力所能
及地为车站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职
工出谋划策。

“老雷对人总是笑呵呵的。”
在站长舒奇章眼里，老雷积极乐
观的生活态度就如同春雨一般润
物细无声，滋润和影响着车站每
一位职工。

“回忆我的第一个春运，春节
的时候跟着大家包饺子、吃汤圆，
好热闹！”转眼，今年就到了老雷的
最后一个春运。

“把气氛热闹起来，让坚守岗
位的职工感受到家的温暖。”这是
老雷在广安南站工作后经历的第
9个春运，也是和职工一起度过的
第9个除夕夜。

和往年一样，今年老雷提前开
始张罗年夜饭，提前查看当日上
班的人员名单，挨个询问大家想
吃什么，结合口味安排出一份丰
盛的饭菜。

2023年7月，老雷四十多年的
铁路工作生涯即将迎来尾声，“我
很满意自己交的这份答卷”。

匡俊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刘彦君

华西肿瘤专家回家过年免费帮乡亲看病

重现盛唐“散花楼”

成都世园会园区正加速建设

廖正银为乡亲看CT片子。图据四川日报抖音

钢结构生产基地一派繁忙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