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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敬雪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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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味道与情怀
乡土写作依然是河北小说的重

头。关仁山继农民三部曲《天高地厚》
《麦河》《日头》之后，本年度又推出长
篇新作《金谷银山》（作家出版社 2017
年 9 月出版）。评论家陈思和认为，这
部小说“将启蒙与思考付诸实践，进行
一场经济、道德与文化的重建，激励人
们像夸父逐日那样寻求真理，寻求我
们未来的命运”。与农民三部曲相比，

《金谷银山》既有承续性，又有新拓展。
小说的主人公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的理
想色彩，凸显了生态文化、绿色文明建
设的重要性。与之前几部小说冷峻、悲
怆的风格不同，这部新作呈现出乐观、
明亮的色调。

李延青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事》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7 年 7 月出版）。
其中收入的作品篇幅都不算长，却融
汇了岁月的颗粒与人性的肌理，意出
象外，值得玩味。作者写的多是上世纪
七十年代的人与事，但并不纠缠于具
体的是与非，而重在对人情与人心的
回护。

刘荣书近来比较关注红色历史题
材的梳理。他的小说《纪念碑》（《中华
文学选刊》2017 年第 9 期）是这方面的
一个收获。革命先烈在危难关头挺身
而出慷慨捐躯，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

梁。后人如何对待英雄们的精神遗产，
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小说写
了一对同父异母的乡村姐妹不同的选
择。作者对她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
写，却自始至终保持克制，不肯进行简
单的臧否。这种忠实的写实态度恰恰
积聚了充足的艺术能量，引发读者对
两种人生态度进行深入思考。

胡学文的《苦水淖》（《人民文学》
2017 年第 7 期），重新将笔触拉回到作
者熟悉的塞外坝上，写了一个具有超
常艺术天赋的草原女孩。从某种意义
上说，这个女孩是美的化身。她的父亲
执意让小马带她去北京寻找一份好的
生活，却被一个披着艺术家外衣的骗
子欺侮了。女孩的思想十分单纯，根本
不理解也不理会世俗世界的规约，执
意要生下自己的孩子。这让带她来北
京的小马感到十分为难，他不知道如
何劝说女孩，更不知道如何向女孩的
父亲交待。或许应该为这个女孩感到
庆幸，世俗的世界只能伤害某些盲从
的人，而根本伤害不到她。焦红琳的小
说《花姨和她的花村》（《安徽文学》
2017 年第 5 期）同样取材于坝上，主题
则没有这般沉重。花姨是花村一位普
通的农妇，她纯朴善良，与世无争，很
容易让人想到民间传说中的地母。她

安于花村生活，乐于粗茶淡饭，用最大
的诚心和善意对待周围的人。她的存
在对于今天人们的浮躁心理是一种有
效疗伤。作者长年生活在城市，深受喧
嚣繁杂之苦，自然生发出对花姨、花村
简单却清新、诗性的生活的羡慕。正是
这样一种生活感受，催生了这样一篇
充满诗意的小说。人的欲望永远没有
止境，欲望化潮流是一条不归路。摆脱
欲望化理念的裹挟，过一种理性、健康
的生活是今天的人们应有的选择。小
说中的花村或许有理想化的成分，但
确实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现实的乡村确实并不像花村那样
安详完美。单杰的《老鲁那年冬天的闹
心事》（《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 年第
1 期），通过一个冀中老汉的故事，让我
们看到乡村世界的某些荒唐面。善良
的老鲁在县城开了个小面铺，日复一
日，一块钱一碗打卤面，填充了四里八
乡过路人的饥肠，维持着自家人的微
薄生计。唐大秋的一匹劣马和一番谎
言打乱了老鲁的生活，又牵扯出假币、
劫匪、命案，让读者看到乡村世界的另
一面。徐广慧的《一朵花的名字》（《阳
光》2017 年第 12 期），写了乡村的空巢
老人和留守儿童，他们的艰难与孤单
也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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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 2017 年，世
界 正 悄 然 发 生 着 变
化。雾霾在减少，天
空在变蓝，人们的心
境也愈发包容通达起
来。当然这份静好，
不 是 简 单 的 消 极 退
避，而是更智慧地看
取人生，更合理地追
求福祉。时代的这种
变化投射于河北作家
心间，呈现于他们的
创作中，构成 2017 年
河北小说的总基调。

□周思明

网络时代，诗歌的状态发生了
多元嬗变，其表现之一是诗人写作
的分流化。2005 年前后，诗坛出现

“梨花体事件”及后继的各种网上争
讼，并由此出现了一个诗歌粗鄙化
写作狂潮，即所谓“垃圾派”“低诗
歌”“口水诗”等。

诗歌的存在状态，近年来发生
着微妙的变化。作为一种极具先锋
性质的文学体裁，诗歌创作体现出
较多的创新精神和全球视野，其样
貌也日趋丰富多彩，比如打工诗歌、
乡愁诗歌、校园诗歌、白领诗歌、文
人诗歌等。其实，作为一种“青春文
化”，诗歌理应不孤寂、不偏僻，在适
当的时空，仍然有积极价值与勃勃
生机。

诗歌表现有着整体背景下的协
调统一，写什么，怎么写，诗人可以
自由选择。从接受美学角度看，诗歌
往往只是被少数人喜欢，甚至只是
创作诗的、研究诗的、编辑诗歌刊物
的少数爱好者喜欢。诗歌能够影响
到的文化空间有限，往往是在自然
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人们才会
想起诗歌，才会去阅读诗歌。纵览现
当代中国诗坛，不能说没有好诗出

现，像余光中《乡愁》，洛夫《时间之
伤》，舒婷《致橡树》，海子《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但也有太多为诗
而诗、为写而写的“自我封闭式诗
歌”，这样的诗是没有读者的。

诗歌，不管是外向的还是内向
的，晦涩的还是明快的，深刻的还是
浅显的，其实都不是问题。问题在
于，诗人不能缺失人类整体命运的
观照，不能没有人性的透视，不能无
视读者的感受。作为诗人，宏大叙事
也可，微观叙事也罢，写大海高山也
好，写自我内心也罢，这都不是问
题。问题是，诗人是否具有小我与大
我相融合的创作诚意，是否能够将
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与诗人的个人
气质契合起来。

诗歌，如果罔顾民族精神、先
进文化、世界潮流，而仅仅把目光
投射在自我内心的小感觉、小情
趣、小幸福之上，不打开眼界，不
关注更为广袤的大地原野，不让自
我之忧愁与民族之忧患相结合，就
很难抵达诗歌的理想状态。至于诗
歌写作的方法、路径，大可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说到底，诗歌是心灵
的艺术，除了诗歌的味道以外，更
要有诗人的立场和情怀诉求，两者
缺一不可。

□郑恩兵

新感觉派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
诞生于上海，30 年代初达到鼎盛，
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
也是中国都市文学的缔造者。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大
潮，新感觉派的作品又重新回到读
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成为研
究热点，相关的专著、论文不断涌
现。在新近出版的新感觉派研究成
果中，杨程的专著《新感觉派的身体
审美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7 月出版）给人耳目一新之
感，独辟蹊径地以“身体”为切入点，
结合中国传统及西方文学理论，系
统阐释了以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新感
觉派笔下的“身”“心”之辨：身体与
疾病、暴力、性别等的关系。通过分
析新感觉派不同题材的作品所体现
出的身体审美意识，新颖而深刻地
揭示了新感觉派作家以个体为本位
的生命观，凸显新感觉派身体美学
与生命意识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该书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立论
从身体出发，但不拘泥于身体，充分
体现了“守正创新”的特点。身体是
人存在的先决条件，是构成独立、自
由、自主人格的根本要素。然而，由
于社会、历史、文化等原因，身体美
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中
一直被忽视抑或无视。晚清乃至五
四运动以降，身体美学在中国重新
被发现、被认识。特别是20世纪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
始关注身体叙事，身体在文学作品
中的意义和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文学
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在市场化、商
业化、媚俗化的影响下，漠视文学本
质，过分关注对身体“形而下”的描
写与研究，把身体与文学的审美关
系以另外一种方式撕裂。杨程敏锐
地规避了这一错误倾向，既重视身
体的自然属性，又重视身体的社会
属性；既关注身体的知觉、感受、欲
望、情感、饥饿、疾病、死亡，又关注
身体与外部世界，如革命、时代、历
史、国家、民族的关系，从身体出发
却超越了身体本身，并升华至生命
的高度，避免了就事论事、就身体论
身体的狭隘性，使研究具备了文学
史的意义。

其次，该书的贡献还在于对新
感觉派身体书写的文学史意义做出
了科学准确的学理评价。该书很好
地把握了研究分寸，对研究对象保
持了理性而客观的态度，在分析新
感觉派的叙事时，一方面肯定了新
感觉派作家在叙事模式、语言风格
等小说艺术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也
对这些作品中体现出的非理性情感
的肆意宣泄进行了严肃中肯的批
评。此外，为了更好地分析新感觉
派身体书写所体现的审美意识与文
学史意义，该书作者不仅关注新感
觉派已发表的小说作品，且将他们
未公开发表的散文、日记等一并纳
入研究视野中，这是以往新感觉派
研究中所最为欠缺的部分，也是以
往研究难以全面客观对新感觉派进
行评价的病症所在。

该书以文本分析为论证基础，
摒弃为理论而理论的阐释方式，把
新感觉派文学论述得既感性具体又
理性深刻。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
西方文论蜂拥而至，这些虽对中国
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
并不意味着要亦步亦趋地套用。然
而，有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
食洋不化，为了讨巧，不惜哗众取
宠，动辄将“女性主义”“现代
性”“叙事学”“超现实主义”等理
论当成解释一切的“万金油”。杨
程能够勇于拒绝潮流诱惑，坚持以
文本分析为根本，这种学术精神实
为难能可贵。

坚持从文本出发的学术立场，
也让该书作者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学
术视野。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数局限
于新感觉派的都市书写，而该书作
者从文本出发，将经常被研究者忽
略的战争题材小说、革命题材小说、
底层叙事小说等非都市文学创作一
并纳入研究范畴，对新感觉派的整
体创作予以更清晰全面的把握，突
破了以往研究的思维定式，充分显
示出新感觉派身体审美的“复杂性”

“多义性”乃至“矛盾性”。
综上所述，《新感觉派的身体审

美研究》学术趣味高雅，坚持了“守
正创新”之姿态，开拓了新感觉派研
究的新空间。同时，也期待作者能
够对“身体”这一概念做进一步阐释
与界定，对新感觉派从身体观到生
命观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提升。

生命审美艺术的理性观照
——评《新感觉派的身体审美研究》

艺术的创新表达是一些中国作家
多年来坚持追求的理想目标。艺术创
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潜在
的蓝本，那就是欧美的现代主义创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越来越
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主义的中国化是
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即使最具
创新意识的作家也难逃贴牌生产者的
命运。时光荏苒，最早一批先行者大都
已知难而退另谋出路，而河北的一些
作家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直坚持
在黑暗中探索，并不时拿出他们新的
实验性作品。间或还有一些更年轻的
作家率性加盟，进行勇气可嘉的文学
冒险。2017 年，他们又有新的成果奉
献，值得关注。

刘建东是一位坚定的艺术探索
者，近两年似乎又进入创作的喷发期。
他的小说《黑眼睛》刊于《当代》2017
年第 1 期；《丹麦奶糖》刊于《人民文
学》2017 年第 1 期；《声音的集市》刊
于《小说选刊》2017 年第 5 期。他的小
说一直尝试进行新的艺术探索，从中
可以看出其叙述方式上的良苦用心。

张楚也是一位坚定的艺术探索
者，他的叙述似乎走着与刘建东相反
的路径。如果说刘建东善于从虚处着
手由虚入实，那么，张楚则善于从实处
切入由实入虚。2017 年，张楚的小说

《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收获》2017
年第 1 期）和《听他说》（《小说选刊》
2017 年第 7 期），讲述的都是与河神有
关的故事，多少会让人想起唐传奇的
味道。但是，张楚的讲述与唐传奇又完
全不一样。他用一种很现代的手法来
处理河神在异度空间往复穿越的过
程。《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里河神的
设计有点像时间的对象物，相对独立
于“我”的生活，只是为“我”回忆乡村
历史提供某种帮助。《听他说》里河神
的设计似乎更接近传统，他让河神化
身为人参与到人间的生活之中。但是
与传统的叙事套路不同，河神的参与
又是有保留的，他的用意不在参与，更
多是观看与体验。

张敦的小说 《哭声》（《花城》
2017 年第 4 期）的故事并不复杂，但
是作者却把它讲得风生水起。鸡毛的

潦倒，马可尼的乖张，通过作者多角
度反复叙述，得到立体的呈现。而笼
罩整部小说的哭声则具有超强的穿透
力，让读者对乡村小人物尴尬的人生
感同身受。孟昭旺的小说《寻羊记》《旅
行》（《十月》2017 年第 4 期）在《十月》
新干线栏目重点推出。作者对故乡与
童年的回忆始终萦绕心间，试图用一
种陌生化的方式演绎这种个体记忆。
在小说人物身上，复活了他少年时有
关恐惧、好奇、欢乐、忧伤的感受。左小
词的《琥珀》（《青年作家》2017 年第 6
期）叙述了一场特别的寻找。郑桐与
王红英偶遇于一场矿难，在濒死状态
下他们道出了各自心底的隐秘，幸运
获救后感到十分羞赧、尴尬，一记耳
光，不欢而散。多年后郑桐决意去寻
找远在他乡的王红英，他寻找的是曾
经的奇遇，还是重新面对自我的勇
气？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郑桐最
终也没有见到王红英，他内心似乎也
并非一定要见到她。小说显示出作者
较强的营造故事氛围、演绎人物复杂
心理的能力。

近年来，女性书写在河北小说创
作中占有较大分量。梅驿的《守护》

（《十月》2017 年第 4 期），写了一位国
企女工黄真。黄真美丽多情，可丈夫却
离她远去。独居的她，十分在意自己的
颜值。而黄金车间独特的环境可以让
女性靓丽常驻光彩照人。为了守住黄
金车间的职位，黄真精心谋划，可后来
还是被迫出走。几年后，当一位原来的
同事希望与她再续旧好，并承诺让她
重回黄金车间时，她果断地予以拒绝。
大概是命运的沉浮让她看淡了曾经的
浮华春梦。如果说当初黄真要守护的
是容颜的美丽，后来她要守护的则是
人格的独立与内心的自在。

清寒的《一个人的战争》（《长城》
2017 年第 2 期），写的也与工厂有关。
不过，这是一家私企。主人公方巧巧不

是一般的女工，而
是厂长的千金。她
曾 经 备 受 父 亲 娇
宠，从小过惯了一
掷 千 金 的 奢 华 生
活。丈夫的出轨让
她鄙视，她毫不犹
豫离婚，带着女儿
回到娘家。起初的
生 活 依 然 奢 侈 不
减，可有一天父亲
的企业突然破产，

她的生活失去来源，一下子沉入捉襟
见肘的谷底。丈夫与她争夺女儿的抚
养权，她一败涂地。可见女性必须自
立，才能享有自尊、自由，否则，只能沦
为附庸，不管是依附于父亲还是丈夫，
本质都一样。这是作为女性应该具备
的认知。

夜子的 《他年云归处》（收入小
说集《白色深浅》，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7 年 6 月出版），写了一个叫王秀
芳的女性。她在小说末尾才出场，却
是整部小说的主角。她的名字让“我”
的家人之间产生严重误会，父母与大
哥为此十年不相往来。她与“我”的父
亲因为在劳改农场相依为命而产生感
情，虽然没有结果，两人却一直将这份
感情埋藏在心底。这是一份凄美的感
情，令人动容。唐慧琴的《城墙土》（《长
城》2017 年第 4 期）则写了一对精明的
乡村女性。迪巧和王小花是闺蜜，也是
对手。小说触及了当下乡村土地问题，
较好地刻画了两位乡村女性的心理世
界。孙逗的 《门外》（《岁月》2017 年
第7期）写了一个叫杨渺的女性在城市
漂泊的心路历程。小说通过杨渺与蚂
蚁、小乞丐的故事写出了她的善良、
多情。通过她与钟夏阳、退休的老主
编的故事写出了她对爱情、自我的坚
守。杨辉素的 《戏斗》（《小说月报·
原创版》2017 年第 3 期）写了某剧团的

两位女性杨英和黎萍。她们本是同门
姐妹，可一个成了剧团团长，一个却
沦为看门师傅。作者通过两位女性的
命运变迁写出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
人生。闵芝萍的小说 《富贵衣》（《人
民文学》2017 年第 8 期）、《犹在耳》

（《长城》2017 年第 2 期）写的是年轻一
代的梨园人物，在短小的篇幅里写活
了人物，写出了情致，显示出90后河
北作家创作的成长。评论家郭宝亮称
她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老味道，“我怎
么也不能将其与 90 后小女孩联系起
来”。

总体而言，2017 年的河北小说创
作收获颇多、惊喜颇多。尤其是对现实
题材的敏锐把握和书写，让直面现实
的传统在河北作家身上持续闪光。比
如，一些作家意识到中国老龄化问题，
开始在创作中关注老年人的生活。何
玉茹的《北风那个吹》（《当代》2017 年
第 1 期），写了一个老年人学唱京剧的
故事，尽管写的就是芝麻小事，却折射
出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康
志刚的《冬天和春天》（《光明日报》
2017年5月26日），写了一对老年人想
念孙子的故事，写出了老人们精神世
界的孤独和生活中的尴尬及无奈。无
疑，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挖掘的时代课
题。应该有更多的作家、更深入地进行
跟踪研究，演绎出新的文学故事。

坚定的艺术探索和创新表达

女性书写愈趋繁盛

▲河北联合大学 2011 届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王亚静存档凭证丢
失，档案号：18110，声明作废。

▲王晶不慎将执业药师注册证书丢失，
编号：131315110518，注册时间：2015 年 9 月
18 日，有效期为 3 年，执业单位：枣强县宝仁
堂药房，特此声明。

▲承德市民政局不慎将承德市便民服务
96096 的电信号码资源使用证书丢失，声明
作废。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2007 届计算机
应用技术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薛丙强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12381200706002020，声
明作废。

▲保定市锐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孙宏友
不慎将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 合 格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冀 建 安 B（2016）
0057356,发证日期：2016年1月6日，声明作
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2014 届中
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生霍佳音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138991201405002369，声明作
废。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7 级材料
工程专业轧钢班学生谷松涛学生证丢失，学
号：30071701040，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6 级临
床医学专业二大班11小班学生唐稳稳学生证

丢失，学号：16011010334，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 2015 届妇

产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刘陈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100891201502000025，声明作
废。

▲河北地质大学（原石家庄经济学院）
2014届会计电算化专业2年制专科毕业生张
云 茜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100771201406004727，声明作废。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2018 届会计与
审计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郑旭就业协议书
丢失，编号：1307020182111，声明作废。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4 届口
腔医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冯岩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134011201406001261，声明作
废。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3
届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吴丹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41581201306000347，声
明作废。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008 届软件
技术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刘岩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133921200806001503，声明作
废。

▲吕微不慎将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专业：内科学，主治医师）丢失，编号：
16034386，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 2017 级
影像技术专业班学生杨学靖学生证丢失，学
号：17011220078，声明作废。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届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宋世英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23891201706000518，声
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 2014 届汉语言文学专
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马建兴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00991201405002985，声明作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2014 届护
理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肖旭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38991201405000766，声明作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2014 届护
理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肖旭学士学位证
书丢失，编号：1389942014001821，声明作
废。

▲肖旭不慎将护士资格证书丢失，编号：
201513000956，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2012 届广告学专
业本科毕业生刘倩学士学位证书丢失，编号：
1340442012001431，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2006
届化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张美红毕业证
书丢失，编号：100751200605002078，声明
作废。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3 届中医
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范永骥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28841201306000337，声明作废。

▲河北合力达谷物精选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丢失，
编号：01027693，办理时间：2012 年 3 月 13
日，声明作废。

2017 年 12 月 26 日，由冀中能
源华北医疗邢矿总医院组织承办的
首届冀南骨科论坛暨 2017 年邢台
市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年会召
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骨
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张英泽教授，以
及当地主管副市长、市卫生计生委
主任和冀中能源华北医疗公司有关
领导出席会议。

张英泽代表中华医学会骨科分
会、河北省医学会、河北省医师协会
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同时
对邢矿总医院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
绩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
表示，邢矿总医院骨科技术、手术管
理等已经走在了全省前列，这得益
于领导班子成员凝心聚力、团结一
心，相信邢矿总医院在华北医疗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的带领下，一定会

取得更大的发展。
论坛期间，张英泽院士以 《创

新思维与创新实践》 为题，从环境
与创新的关系，观察、思考与创新
的关系，学习、借鉴与创新的关
系，理念与创新的关系，严谨态度
与创新的关系，信念与创新的关系
等六个方面，阐述了骨科发展需要
创新精神，并鼓励广大骨科医师要
勇于创新，下真功夫，努力在骨科
事业发展中找准定位、实现自己的
学术追求。

此次会议，来自国内著名骨科
专家、护理专家以及冀南地区各大
医院的骨科、急诊、麻醉、护理等专
业精英人员共计600余人参会。此
次论坛，设有骨科技术、骨科护理两
个分会场进行，同时借助“骨科在
线”平台，直播大会盛况，点击量

3400余人次。论坛期间，与会嘉宾
和邢台、邯郸市各医院的骨科精英
50 余名专家结合专业特点，进行了
学术交流，共同探讨骨科发展的前
沿技术和理论成果。

据悉，华北医疗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所辖峰峰总医院、邢矿总医
院 、 邯 矿 总 医 院 等 26 家 医 疗 机
构，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骨科专
业，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成立华
北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骨科专业
技术委员会，这标志着华北医疗公
司专业化管理工作又向前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同时，华北医疗邢矿总
医院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牵头成
立了邢台市医学会创伤学专业委员
会，并为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

（聂明辉、梁翠芬）

首届冀南骨科论坛在河北邢台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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