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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无锡两家医院试点开通
了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流转服务，
这一创新举措无疑为慢性病患者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患者来说，长期、规律的用药是控制
病情的关键，但频繁往返医院挂号、
排队、取药的过程却成了不少人的
负担。尤其对于老年患者或行动不
便的人群来说，每次取药都要经历
烦琐的流程，耗时耗力，体力上往往

吃不消。电子处方流转服务推出
后，患者只需在线上完成复诊和开
方，即可选择附近的药店取药，甚至
通过配送服务直接送药上门，大大
减少了奔波和等待的时间。

以往，部分慢性病患者因为医
院药房药品短缺或居住地较远，可
能面临取药难的问题。如今这种灵
活的方式，有效降低了因取药不便
而导致的漏服、断药风险。

电子处方通过医保平台加密传

输，可追溯且能防丢失，也使医生可
以更便捷地跟踪患者的用药情况，及
时调整处方。这种“线上+线下”结合
的模式，让慢性病管理更加智能化、
个性化，让患者少排队、少跑腿、少操
心，把更多精力放在健康生活上。

电子处方流转在推广过程中仍
需完善，比如药店药品供应的一致
性、医保报销的便捷性、用药指导的
专业性等。但毋庸置疑，这项服务
为慢性病患者带来了显而易见的便

利，是医疗便民化的重要一步。未
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政策
的支持，电子处方流转也许会成为
慢性病管理的标配，让更多患者享
受到更省心的医疗服务。

对慢性病患者而言，每一次就医
流程的简化，都是生活质量的提升。
电子处方流转服务的推出，不仅是一
项技术创新，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民
生关怀，让长期用药不再成为负担，
而是健康生活的有力保障。（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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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采访大熊时，我反复
问自己：是什么让一个人
四年五次闯进藏线？摩旅
不是旅游，是每天与高反、
塌方、横风搏斗的挑战。
他给我看过膝盖上的淤

青，也翻出了物流单上面
密密麻麻的装备清单，对
自由职业者而言是笔奢侈
的冒险账。可当他聊起羌
塘草原上藏羚羊蹄声混着
耳机里的音乐，聊起札达
土林里发现海底化石时突
然落泪的瞬间，我忽然懂
了——摩旅的瘾，是他治
愈自己的梦。

口述：姜伟
整理：晚报记者 马晟

““9090后后””骑手的骑手的““心灵治愈之旅心灵治愈之旅””

记者
手记

电子处方流转：慢性病患者的“减负”良方

凌晨4点，海拔4500米的珠峰大
本营帐篷里，姜伟裹着泛黄的棉被缩
成一团。帐篷外风声呼啸，氧气稀薄
到连呼吸都像在负重奔跑，但掀开帘
子的瞬间，银河正悬在8848米的山尖
上——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为什么四
年间五次穿越进藏线、累计骑行数万
公里，却依然对摩旅（摩托车旅行）上
瘾。他叫姜伟，一个用两个轮子丈量
山河的“90后”无锡骑手，朋友们亲切
地叫他“大熊”。不久前，姜伟刚完成
第五次摩旅之行，当别人问“孤独又危
险，图什么”时，他说，他的答案永远藏
在车轮碾过的褶皱里。

2018年买下第一辆雅马哈时，我从没想
过会骑着它穿越阿里无人区。那时只觉得摩
托车是通勤工具，直到2022年，我从无锡到喀
纳斯，16000公里，38天，穿越12个省。在广
西东兴的界碑前啃完最后一口压缩饼干时，我
突然懂了：摩托车是唯一能让我“零距离触摸
世界”的方式。最幸运的是，我的职业相对自
由，这让我有时间出门骑行。很多热爱摩旅的
朋友，因为没有时间只能放弃，“每次出去就要
半个月，家庭、工作都没办法顾上。”

很多人问我如何忍受每天骑行12小时的
寂寞？其实当风声灌满头盔，反而能听见最真
实的心跳。在海拔5000米的羌塘草原，我把
蓝牙耳机音量调到最大，朴树的《平凡之路》混
着藏羚羊的蹄声，像一场私人演唱会。在路
上，偶尔遇到反向而行的骑手，我们会在交错
瞬间竖起大拇指——这是摩旅圈的“摩斯密
码”，意思是“兄弟，前面路好走”。就是这种感
觉，让无数人为之着迷。我认识一位70岁的无
锡大爷老陈，他独闯川藏线时说：“再不骑摩托
车，这辈子就没机会了，这是梦想，也是执念。”

摩旅从来不是浪漫的代名词。2022年
穿越独库公路时，我遭遇暴雨。雨点砸在
头盔上像小石子，路面被雨水冲得坑坑洼
洼，我不得不推着摩托车在泥水中跋涉3公
里，直到凌晨3点才找到避雨处。2023年
穿越新疆小草湖时，我真正理解了“敬畏”
的含义——12级横风像看不见的巨手，把
300斤的摩托车推得左右摇摆。我这个
200斤的胖子，站也站不稳，只能紧贴着一
辆大卡车骑行，最后躲进居民楼道，“以天

为被，以地为席”睡了一晚。
为了这份热爱，我每次投入近2万元。

物流费、装备、食宿……这些开支对自由职
业者来说并非小数目。妻子虽不理解我为
何“花钱买罪受”，但总会默默帮我整理行
李。她知道我每次出发前都会紧张，就偷
偷往我包里塞巧克力。父母则从最初的反
对到如今的理解，现在他们会在朋友圈转
发我的骑行视频，跟邻居炫耀“我儿子又去
西藏了”。

为什么喜欢？因为摩托
车能去汽车到不了的远方。
在滇藏线上，我曾拐进一个只
有摩托车能通过的狭窄桥
洞。在那里，一个藏民阿妈正
在挤羊奶，见我探头张望，直
接塞来一碗滚烫的酥油茶。
她的汉语仅限于“喝茶”“你
好”，但我们比画着聊了一下
午。临走时，她往我油箱袋里
塞了块风干牦牛肉，那味道比
任何星级酒店的自助餐都难
忘。

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札达
土林，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了：土林层层叠叠，像凝固的
海浪。当地人说这里万年前
是海底，现在却成了最接近天
空的地方。我特意绕路50公

里，在土林深处支起三脚架，
记录下夕阳下的金色石林。
这段经历后来被我剪辑成短
视频，在社交平台收获超10万
点赞。

本月，我计划挑战第七条
进藏线——克里雅古道。这
条唐代商队走过的路，至今没
有一个完善的加油站。朋友
们说我“疯了”，但四年的摩旅
经历教会我：真正的风景不在
导航的终点，而在那些“差点
放弃”的瞬间，这是最重要的
一点。就像在阿里札达土林，
当我忍着高反爬上土丘，发现
万年前的海底化石正与雪山
对望时，突然泪流满面——天
地浩大，而我的车轮，永远在
路上。

遭遇12级大风 200斤的体重都站不稳

沿路无数惊喜 “两轮”的风景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