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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我

征 稿
1949～2019 年，新中国走过了 70 年的光辉历程。70 年

间，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沧桑巨变。作为三级卫生服
务网网底的村卫生所，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本版特开设《壮丽 70年·
卫生所的变迁》专栏，真诚地邀请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谈
谈您所经历或者见证的村卫生所的巨大变化，深刻反映新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礼赞新中国、描绘
新时代。字数在 1500字左右，可以配发图片。

征稿时间从即日起至12月底
投稿邮箱：619865060@qq.com
投稿电话：（0371）85966391 85967002

协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屈世钦）近日，光山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为了确保该县第二届
小龙虾美食文化节顺利开展，启
动了大型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应
急预案，确保了美食文化节食品
安全。

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
对该县实际情况，采取了多项
应对措施：一是食品快检迅速
到位。在活动开展时间内，该

局工作人员对进场的所有食品
及原材料进行检测，发现不合
格的食品立即扣押，严禁加工
经营。二是现场监督指导。在
活动期间，该局每天派出 6 名执
法人员蹲守活动现场，对食品
原材料选择、清洗消毒、加工制
作等全过程进行监督指导。该
活动既确保了美食文化节食品
安全，又营造了保障食品安全
的良好氛围。

我出生在开封市尉氏县张市
镇东一个贫困的小村庄，它的名
字叫“陆口村”。

1997年，我从一所普通卫生
学校毕业，带着爷爷的夙愿，带着
童年的梦想，想成为一名大医院里
的白衣天使。我在大医院上班，坐
在诊室里为患者诊治疾病。然而，
事与愿违，毕业后，我的母亲患了
重病，在父亲的劝说下，我回到本

村成为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
当时，村里的卫生条件极其

简陋，我用自己家的房子开了一
间卫生所，一边照顾患病的母
亲，一边为村民治疗疾病，在那
个狭小的空间里诊断、取药、注
射等；卫生室与我的卧室连在一
起，屋里显得非常拥挤。当就诊
的患者比较多时，我就到院子里
找个桌子作为工作台，继续为患

者诊治疾病。这段艰苦的岁月
锻炼了我，使我的诊疗水平得到
提高，同时我也积累了大量的诊
疗经验。随后，我有了一个梦
想，就是能够有一个大一些的卫
生所，让前来看病的患者有一个
坐的地方等。

2008年，卫生部门认真贯彻
十七大精神，继续完善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国家大力加强基
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缓解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随后，
我们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就是我们村的3个卫生室要合在
一起办公。当时，我们村有 3 个
乡村医生，3个村卫生室。我们3
个乡村医生通过沟通、协商后，准
备在村里租个房子，建一个大一
些的卫生所。

当时，我们合租了一个杂乱
的小院，有3间平房。第二天，我
们就开始打扫屋子、锄院子里的
杂草、粉刷墙壁、架起电线、装上
吊扇、制订行医制度等，忙得不亦
乐乎！我心想，终于有一个大一
些的卫生所了。当我们开始工作
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给了我
们一个“下马威”：由于房子年久
失修，屋顶上到处漏雨。于是，我
们就找了许多盆、罐来接雨水。

几天后，终于天晴了，我们迅速找
来梯子和维修房子的材料，开始
修整卫生所。当时，我有恐高症，
只好在下面给他们扶梯子、递材
料等。在烈日下，我们一边劳动
着，一边讨论着如何学习新的医
学知识，如何提高诊病能力等。
虽然我们忙得汗流浃背，但我们
并不在乎，依然干得很投入，因为
可以有一个大一些的卫生所供我
们使用了。可是，好景不长，因房
子占道拆迁，我们必须搬家。卫
生所负责人建议搬到他的家里，
因为他家的房子临街。于是，我
们就在他家的临街房子里办公、
诊病、开展计划免疫工作、提供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做好合作医
疗的各项工作。

时代在变迁。随着党的十
八大胜利召开，国家推行了一系
列扶持基层医疗卫生的政策。
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实，我们
的 村 卫 生 所 也 发 生 了 较 大 变
化。这其间，国家实施了新农合
政策，让群众病有所治；实施“三
级诊疗”制度，让群众深切感受
到国家的关怀等，这预示着国家
将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的扶持
力度。

随后，国家吹响了脱贫攻坚
战的号角，健康扶贫是脱贫攻坚

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我们围
绕健康扶贫政策展开村卫生所的
工作。我们村是特困村，受到了
各级管理部门的重视。在村委
会、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我们建
起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化卫生所。
建成标准化村卫生所后，卫生管
理部门配发了电脑、打印机、办公
桌、档案柜等。随后，我们村卫生
所又成了开封县妇幼保健院的健
康扶贫对象。

如今，我坐在宽敞、明亮的标
准化村卫生所里为患者诊治疾
病；若遇到患有疑难疾病的患者，
我便打开电脑，联系上级医院的
专家，进行远程免费会诊，为患者
提供及时、便捷的诊疗服务，实现
了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市
级、省级专家的诊疗服务；我为群
众免费体检，开展健康教育知识
讲座等。

我是陆口村卫生所变迁的
见证人，也是受益人。正是国
家的政策好，才有了今天的“陆
口村卫生所”。我将充分利用
现有的卫生条件，努力为村民
提供及时、便捷的诊疗服务，使

“陆口村卫生所”成为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作者供职于尉氏县张市镇
陆口村卫生所）

陆 口 村
卫 生 所 的 旧
貌与新颜

作为经过国家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全科医师，应以新医改为契
机，在基层医院做好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签约一家、服务一家、做
实一家。

回到卫生院这段时间里，我
在院领导的支持下，组建了属于
自己的家庭医师签约服务团队：
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基本
公共卫生人员。同时，我为了加
强对辖区内慢性病的综合管理，
真正发挥家庭医生“守门人”的
作用，包村到户；利用工作时间
下乡入户，宣传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的内容以及可享受到的诊疗
服务。这段时间恰逢卫生院开
展 65 岁老年人免费体检活动。
往年，体检报告单出来后，医生
直接交给当地的乡村医生，由乡
村医生进行统一讲解、发放。但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村民普遍反
映对体检结果的认识不深，没能
真正发挥健康教育指导及用药
指导的作用。

今年，自从包村的村民体检
完后，我首先把体检报告单进行
汇总，根据化验结果大致分成两
大类：化验指标正常需要健康指
导的，化验指标异常需要用药指
导的，对于需要健康教育的老年
人，我组织他们到村卫生室进行
生活健康教育指导，以提高村民
的健康素养；对于需要用药指导
的重点人群，我入村到户做好随
访记录，全程进行慢性病管理。
同时，在用药指导时，我比较注重

了解村民的家庭生活环境问题及
经济情况，重视药物的可及性、经
济性及患者遵照医嘱的程度等。
对符合条件的初筛慢性病患者，
充分结合慢性病申报工作，以减
轻村民的医疗费负担；对老年患
者，因记忆力差、健康素养低，应
优先选用长效治剂，减少服药次
级，从而提高治病疗效；对于孤
寡老人，应重视心理安慰、心理
指导，鼓励其参加感兴趣的活
动。我对孤寡老人患有高血压
病的，进行心理安慰及适当应用
改善情绪药物治疗后，有些人的
血压不高了。这样，在工作实践
中 才 能 真 正 体 会 到 生 物 － 社
会－心理医学模式的重要性，充
分实现对人的尊重。其中，药物
治疗只是疾病治疗的一部分，生
活健康指导及心理安慰同等重
要。因此，在慢性病管理中，当
药物不能很好地控制病情时，应
警 惕 是 不 是 其 他 方 面 没 有 做
好。细节决定成败，当我们做好
工作的细节时，会发现很有惊喜
和成就感。

不 积 跬 步 无 以 至 千 里 ，不
积 小 流 无 以 成 江 海 。 作 为 在
基 层 工 作 的 全 科 医 师 应 不 骄
不 躁 ，从 小 事 慢 慢 做 起 ，以 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为契机，增进
村民的认同感，提高签约村民
的感受，当好签约村民的健康
参谋。

（作者供职于林州市河顺卫
生院）

又到一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毕业季。经历 5 年大学医学本科教
育、3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即日
起，河南省将有 868 名订单定向全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生回归基层
履 约 服 务 。 在 此 ，笔 者 祝 福 大 家 脚
踏实地，仰望星空，沉稳，坚守，一
路前行。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
后，大家将正式迈入职场，利用所学
为社会服务。或许，会有人迷茫，不
知道回到基层后该如何开展工作，如
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也会有人对基
层的工作环境感到不适应，对工作前
景缺乏信心。不要着急，我们可以参
考 2015 级农村订单定向全科医生的
做法，他们已在基层奋斗了近一年，
碰到了不少问题，也身体力行地解决
了不少问题，积累了一些好的工作经
验。比如，如何增强基层老百姓对自
己的信任，如何吸引患者等，这些都
可以在本报《我在基层》栏目里寻找，
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目前的医疗环境里，基层医疗
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短板，
但随着分级诊疗体系的建立及国家
医改的深入，基层注定是大家一展身
手的地方。我们历经 8 年医学培养，
带着一身本领回归基层，一定会给基
层带来一些新的诊疗方法和新的理
念，这对于改变某些地方的一些不合

时宜的做法是有益的，对慢慢提升老
百姓的健康素养、让规范诊疗在基层
落地生根也会有所帮助。

患者相信的是医德、医术，而不
是 熟 人 。 只 要 诊 疗 能 力 过 硬 、方 法
合适、态度和善，不怕没有患者。永
城市大王集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刘相
位 、南 阳 市 宛 城 区 红 泥 湾 镇 卫 生 院
全 科 医 生 杜 思 远 等 人 ，在 服 务 基 层
不 到 一 年 的 时 间 里 ，治 疗 患 者 数 量
已 有 很 大 提 升 ，依 靠 的 就 是 过 硬 的
诊 疗 技 术 及 主 动 和 患 者 沟 通 、为 患
者服务的方法。

回到基层，在坚持用全科理念服
务之时，大家不要忘记加强学习。其
中，可以向资历深的同事取经，可以
和共同结业的同学交流，也可以向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基 地 的 老 师 请
教。总之，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继
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因为只有不
断学习，我们才能更新知识，不落后
他人。

世上最重要的事儿，不在于我们
现在身居何处，而在于我们正朝着什
么方向走。全科医学是国家大力支
持的学科，全科医生是国家明确提出
的 基 层 群 众 的 健 康 守 门 人 ，发 挥 着

“小病善治，大病善识，急病善转，慢
病善管”的作用。时代的潮流把我们
推向舞台，期待大家不忘初心，沉稳，
坚守，一路前行。

核心提示：在平顶山市鲁山
县的大山深处，有这样一个村落，
全村192户村民不足200人，分别
居住在大山的顶峰和半山腰处。
由于地处偏僻等原因，6年间没有
乡村医生；村民们遇到疼痛、感

冒、发热等疾病，均无处就医。这
个村就是赵村镇河南村。

为了解决村民看病难问题，
赵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耿全洲带
着村民的期盼，对“无医村”进行
调整。从此，60岁的乡村医生赵

国定背井离乡，开启了他的“心”
生活，整日身背药箱，翻山越岭穿
梭于村民之间，默默地守护着一
方百姓的健康。

然而，就在村民健康得到守
护的同时，吃“百家饭”的乡村医
生赵国定的身体却突然发生了
状况，经过医生检查被确诊为胃
癌。这个不幸的消息很快传遍
了整个村落。赵国定的疾病不
仅让村民担忧，还让卫生院院长
和中国人寿鲁山县支公司负责
人担忧。
“传奇”人生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平顶山市鲁山县海拔 800
米的山脚下，坐落着一个不足200
口人的村落。该村的村中央生长
着一棵百年老槐树。无论白天还
是晚上，这里的村民都会习惯性
地坐在大树下面休闲和纳凉，在
茶余饭后总是谈论一些“传奇”故
事。赵国定吃“百家饭”的行医故
事就是从这里传开的……

“赵国定患了胃癌，一边服
药和化疗，一边还要做健康扶
贫、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
生签约等工作，他的工作态度和

敬业精神让人感动。”赵国定的
努力与付出得到了耿全洲的充
分肯定。于是，记者驱车来到赵
村镇，踏着赵国定的行医足迹，
进行“寻找”。

据耿全洲介绍，以前河南村
没有医生，村民遇到感冒和发热
等疾病均无处就医。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耿全洲在乡村医生极缺
的情况下，对外村的乡村医生进
行综合调整。从那时起，河南村
就有了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健康

“卫士”。考虑到赵国定是背井离
乡来到此村，为了让其生活舒适
一些，该村支部的负责人为其新
盖了村卫生室，购买了柜式空调、
电脑、沙发、办公桌、档案柜等办
公设备，每天的水电费由村委会
承担。
吃“百家饭”的乡村医生赵国定

“今天中午做的是蒜汁捞面
条，俺又特意炒了两个菜，让赵
医生在俺家里吃上一顿饭。赵
医生为人真诚、善良，自从他来
到我们村，不管谁家有人患病，
他总是随叫随到，就连山顶上住
着的 70 岁以上的 4 位老人和一

个单身汉，赵医生都会翻山越岭
去 为 他 们 检 查 身 体 和 免 费 送
药。因为健康扶贫、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工作比较繁琐，村民治病
需要赵医生，赵医生辛苦了。”李
德峰老先生一说起赵国定，就有
说不完的话题。

“赵村镇河南村里有 192 户
村民。两年多来，每家每户的饭
俺都吃过，甚至有些村民家的饭
已吃过好多次了。”赵国定说，

“有时候，我去村民家里随访，
出诊看病，正好赶上吃饭点，村
民就热情地邀请我留下来，与他
们一起吃饭。时间久了，俺就觉
得自己是一个吃“百家饭”的村
医。”
他的疾病牵着领导及村民的心

“赵医生，您大娘和大伯以
及全村的父老乡亲，听说您身体
不好，都想来看您！”前不久，为
了迎接管理部门对健康扶贫和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检查，
连续多日加班的乡村医生赵国
定，突然觉得身体有一些不对劲
儿，连饭都咽不下去了。后来，
赵国定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医

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令家人大
吃一惊；之后，他又来到省级大
医院进行检查，结果还是被医生
确诊为胃癌。

这犹如五雷轰顶，一向内心
强大的赵国定突然之间“瘫”了下
来。面对来看望他的亲人和朋友
们，他泪如泉涌。后来，经过亲人
不断开导与安慰，赵国定慢慢地
调整好心态，按照医生的要求，一
边服药和化疗，一边做好健康扶
贫工作，同时还坚持为村民治疗
疾病。

赵国定得病的消息不仅牵着

全村父老乡亲的心，更牵着中国
人寿负责人的心。7 月 19 日，中
国人寿鲁山县支公司副经理王金
红，带领乡村医生办公室主任徐
鲁菊来到赵国定的村卫生室看望
他，并送来营养品和慰问金。他
们的到来让赵国定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

赵村镇河南村的这棵老槐
树 ，经 历 了 百 年 风 雨 ，记 录 着
人世间的点滴故事，诉说着人
世间的喜悦与快乐，更有讲述
不 完 的 人 世 间 的 精 彩 和“ 传
奇”故事。

“娃的病终于好了，感谢你
们的精心治疗与照顾……”日
前，15岁的女孩文文从武陟县济
民医院病愈出院，想起之前 3 个
月的辗转求医，文文的父母对医
务人员感激地说。

今年4月，文文得了一种“怪
病”，出现双腿走路无力等症
状。后来，她连抬头、梳头也困
难，双腿行走无力，严重到生活
基本不能自理。文文父母便带
着文文辗转多家医院治疗，但治
疗效果不理想。

6 月 22 日，文文的父母带文
文到武陟县济民医院就诊。该
院神经内一科主任周九军接诊
了文文。周九军说：“文文来时，
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文文住
院后，周九军带领医疗团队对文
文的疾病进行了讨论，根据患者
肌无力的特点，再结合之前各项
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排除
了肠梗阻、重症肌无力等诊断。
周九军抓住青少年发病、病程缓
慢及肌无力等临床表现进行诊
断，并通过查阅医疗文献、与上

级专家交流，最终怀疑是“代谢
性肌病”。

按照这个思路，在周九军的
建议下，主管医生翟昱光制订诊
疗计划，指导文文到上级医院接
受专项检查。结果正如预判，是
一种非常罕见的“脂质沉积性肌
病”。

明确诊断后，治疗小组为文
文进行了精准治疗。令全科医
务人员及患者家属欣喜的是，用
药4天后，文文便迅速好转起来，
四肢有劲了；治疗一周后，能爬
楼了，胃肠功能也有好转。

“脂质沉积性肌病患者多为
青少年时期发病，病程缓慢进
展，以四肢近端对称性无力为
主，也可累及吞咽肌等。这是一
种罕见病，在临床诊断中，很容
易和代谢性疾病混淆，不容易被
发现。”周九军说。

文文通过 26 天的规范化系
统治疗，现已出院。今后，文文
的治疗方向以预防为主，要规律
饮食，按时服药，定期复诊。

（王正勋 侯林峰 贺明芳）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仝 群）近日，洛阳市西工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集中组织全区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到洛阳市第十
一 人 民 医 院 进 行 免 费 健 康 体
检。这项连续 4 年的关爱行动，
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撑起了健
康的“保护伞”。

为了保证体检活动顺利开
展，洛阳市西工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组织各街道办事处提前通知

每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将检查
注意事项详细告知。体检项目包
括测量血压、血常规、尿常规、血
糖、胸透、心电图、彩超等，目的是
使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对自身健康
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做到疾病
早发现、早治疗。在检查现场，医
务人员针对检查结果进行了详细
分析和解答，并提出合理化的保
健意见。目前，免费体检活动正
在有序进行中。

陆口村卫生所的昨日和今天
□何洪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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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稳 坚守 一路前行
□常 娟

一棵老槐树下的村医故事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菲 菲 张 豪 文/图

赵国定（左一）带病为村民看病

洛阳市西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免费体检

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保障美食文化节食品安全

少女患了罕见病
医生排查定“元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