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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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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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我

协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8月 30日，由新县卫生健康
委员会和中国人寿新县支公司
组织的“互联网+健康+金融”智
能终端暨平板电脑发放仪式在
新县宏桥小学演播厅举行。参
加会议的287名承担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工作的乡村医生分别领
取了一台“一健通”APP（应用程
序）智能平板电脑。乡村医生兴
高采烈，奔走相告。此次会议的
召开，也将拉开全省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工作无纸化办公的序幕。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作为一
项政府为老百姓提供的免费健
康服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个
问题，就是如何把乡村医生从繁
杂的填表、纸质档案的建立等具
体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是基层医
疗卫生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痛”点。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
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为了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签订《创新互
联网金融服务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合作协议》，助推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培
训、分级诊疗和健康保障等快速
升级。

在助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升级方面，中国人寿河南省分
公司与中国联通合作开发了包
含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功能的“一健通”
APP，同时斥资数千万元为全省
乡村医生免费配备“一健通”
APP 智 能 终 端 设 备（平 板 电
脑），使乡村医生能够随时随地
输入基本公共卫生信息等。这
样就为乡村振兴插上了信息化
的翅膀，体现了中国人寿河南
省分公司作为央企，践行国家
战略的责任与担当。

据悉，首批 1 万台“一健通”
APP智能平板电脑正在陆续发放
到各地市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的村卫生室。这在改善河南
省乡村医生工作环境的同时，也
会使乡村医生的思想观念和行
医方式发生新的变化。

随着 5G 技术的推广和应
用，人们将进入一个万物互联的
环境中。大数据、物联网、远程
医疗等，将使人们的诊疗变得更
加安全、更加有效、更加舒适。
乡村医生是基层群众的健康“守
门人”，责任重大。只有做好充
分准备，迎接新挑战，才能顺应
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在新时代谱
写乡村振兴的美丽篇章。

8月30日下午，信阳市新县“互联网+健康+
金融”智能终端暨平板电脑发放仪式在新县宏
桥小学演播厅举行。中国人寿信阳分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梅兵，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熊正尧，新县副县长罗昭成，新县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任吴君峰，新县政府办副主任余常斌，中
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金融市场部高级主管杨傲
霜，中国人寿新县支公司经理王丽娟，中国人寿
信阳分公司乡医办公室全体人员，新县各乡镇
卫生院院长、各乡镇负责基本公共卫生工作的
287名乡村医生参加了本次发放仪式。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发
放仪式。发放仪式由该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党工委常务副书记夏代宝主持。罗昭成代表
新县县委、县政府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对中国人寿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创新互联
网金融服务的政治担当，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提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具体行
动表示肯定。

梅兵代表中国人寿致辞。梅兵提出，在县
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市、县卫生健康委
员会与各单位的通力合作和密切配合下，“互

联网+健康+金融”智能终端暨平板电脑发放仪
式在新县成功举办，是互联网金融创新项目精
耕细作的体现，相信此次活动定能助推互联网
金融创新开花结果。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熊正尧在
讲话中强调，推动“互联网+健康+金融”势在
必行，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金融创新工作对卫
生健康系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
约的革新，是信阳市的大事，也是新县的喜
事、实事；丰富了“互联网+健康+金融”的内
涵，要促使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推广使用，高度
重视此项工作的推进和落地；积极与中国人寿
进行沟通协调，互帮互助，互利共赢；推动“互
联网+健康+金融”责任重大，
要搞好组织保障工作，要切实
明确责任，加强督导工作。

随后，工作人员现场为全县
287 名乡村医生发放了平板电
脑，助推老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工作开启新篇章。会议第二个
阶段为业务培训和工作安排，由
吴君峰主持。首先，由中国人寿

河南省分公司金融市场部高级主管杨傲霜做
“互联网+健康+金融”专题汇报，从项目成立的
背景、思路、开展情况等方面向大家进行了详细
讲解。其次，由郑州新益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讲师讲解“一健通”APP（应用程序）的安装及使
用方法，现场进行了演示和互动。最后，由吴君
峰就相关业务培训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新征程，新起点。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了
双方的距离。中国人寿将以此为契机，全力做
好“互联网+健康+金融”试点工作，做好后期人
员的培训工作，确保智能终端发挥其应有的作
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建设美丽乡村而
努力。

智
能
平
板
电
脑

为
乡
村
振
兴
插
上
翅
膀

本
报
记
者

王

平

通
讯
员

丽

丽

小

雅

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与中国人寿新县支公司

联合为乡村医生发放平板电脑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杨傲霜 徐胜堂 朱从用

9 月 1 日 12 时，在周口市西
华县奉母镇后邵村卫生室，今年
55岁的乡村医生邵四功，依然在
为乡亲们的健康忙碌着。从许昌
卫生学校毕业后，35 年来，他凭
借多次起死回生的过硬医术，随
叫随到的热心服务，在位于周口
市、漯河市、许昌市三地交界处的
十里八乡，赢得了响当当的口碑。
继承百年家学，专攻疮疡杂症

“要不是遇到邵大夫，我的
左脚就保不住了。”采访当天，家
住临颍县皇帝庙乡的陈朝锋告
诉记者，血糖比较高的他在一次
干农活时，不慎被铁耙子扎住了
左脚脚心。刚开始，他并没在
意。直到 3 天后，脚底肿胀得不
能挨地，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就急忙去附近的诊所进行了
伤口清洗、包扎，但已无法控制
病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朝锋
的左脚掌内部开始腐烂，在多个
地方求治 3 个多月未果，找到邵
四功治疗时，他 1/3 的脚掌内部
已经腐烂掉。

“患者来就诊时，病情已经非
常严重。对于普通患者而言，这
种情况治疗起来比较棘手，更何
况他的血糖一直比较高，从理论
上分析伤口更难愈合。”说起给陈
朝锋的治疗经历，邵四功告诉记
者。尽管如此，但是因为不忍心
看到患者遭受疾病折磨，邵四功
决定试一试。他认真地为患者清
洗了伤口，敷上自己配制的药
膏。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邵四
功割开患者伤口表层的皮肤，清
除里面生长的非正常肌肉组织，
再敷上自己精心配制的药膏。就
这样，在邵四功 1 个多月的精心
治疗下，被多家医疗机构放弃治
疗的患者，竟然慢慢痊愈了。多
年来，邵四功治愈了很多像陈朝
锋这样疮疡难愈合的患者。

精湛技术的背后是百年家学
精华的砥砺传承，以及数十年如
一日的精研医道，博采众长。邵
四功的父亲（邵永昌），出生于
1917 年，曾经是当地著名的中
医，擅长运用针灸、推拿和外敷膏
药的方式治疗疮疡、面瘫以及各
种疑难杂症。而邵永昌师承清朝
末年在当地闻名的一位中医（邵
永昌的舅舅）。在此背景下，邵四
功继承了父亲运用中医药诊治疾
病的经验，同时在许昌卫生学校
接受过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经
过多年的医学实践与感悟，医术
自然精湛。
村民随叫随到，多次治愈顽疾

今年 64岁的村民邵学义，一
年多前因为肝脏上长了肿瘤，在
郑州市某医院做完手术后，回到
老家治疗。“刚回来时，因为行走
不方便，需要输液时，我给邵大
夫打电话，他会快速赶到我家
里。”邵学义微笑着说。在邵学
义看来，邵四功不仅医术好，医
德更好。“这些年，邵大夫都是随
叫随到。见到患者，说话都是客
客气气的，让人很温暖。”邵学义
告诉记者。

在 63岁的村民邵国凡眼里，
邵 四 功 是 自 己 孙 子 的 救 命 恩
人。邵国凡的孙子 12 岁时，骑
电动车时不小心摔倒在地，摔得
耳朵内流血，当场昏迷过去。从
后邵村到西华县有 35 公里的路
程，因为病情危急，担心等急救
车来不及，一家人焦虑万分。邵
四功得知情况后，立即开着自己
的车，把患儿送到西华县人民医
院抢救。当患儿脱离了生命危
险后，医生说：“幸亏送来抢救比
较及时，孩子得救了。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

“我们村有一个吕老太太，患
有严重的肺源性心脏病，在 70多

岁时旧病复发，眼看着人都不行
了，最终被邵大夫治好了。”采访
中，67 岁的村民邵克勤对记者
说，这位老太太 80多岁时还患过
一次严重腹泻，当邵四功快速赶
到患者家里进行治疗时，患者已
经休克了。“我连忙和村民把老太
太抬到卫生室就诊。邵大夫快速
为其输氧，并进行药物治疗，过了
一会儿，患者苏醒了。我们紧张
的心情才放松下来。”现在，这位
老太太 90 多岁了，跟着女儿生
活。这位老太太每次患病，都从
七八里（1里=500米）外的村子赶
来找邵四功诊治。
无悔扎根基层，真诚服务患者

在邵四功看来，自己之所以
能够发挥特长，安心为乡亲们的
健康提供诊疗服务，是因为党和
国家的好政策。正是得益于这种
好政策，在西华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西华县奉母镇卫生院以及后
邵村村委的支持下，他才把卫生

室从家里搬到现在的地方，并设
置了规范的诊断室、治疗室、药
房、教育室等科室，诊疗条件比以
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为全
过程、全周期保障村民的健康，夯
实了基础。

正是得益于这种好政策，村
民的健康素养有了显著提高。
在后邵村卫生室教育室的书柜
上，整齐地摆放着县里和乡里印
制的有关高血压病、糖尿病等常
见病的医学科普宣传资料。在
村民来卫生室看病时，邵四功总
会向他们宣传医学科普知识。

“宣传和不宣传就是不一样。以
前患有高血压病的村民，总是头
晕时服药，头不晕不服药，这种
不规律的服药习惯，导致很多患
者的病情难以控制，甚至有引发
脑卒中、心脏病的风险。”邵四功
告诉记者，通过宣传科普知识，
村民知道不定时用药的危害性，
健康意识显著提高。比如，以前

后邵村村民参加西华县奉母镇
卫生院免费体检的有 100 人左
右，现在多达 200 多人，有时超
过 300人。

在为村民提供诊疗服务之
余，邵四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提
升自己的诊疗技术水平和总结医
理、医案上。在后邵村卫生室诊
室一侧，记者看到多本《新中医》

《中国社区医师》杂志的书页已经
磨皱了。在杂志的旁边，整齐地
摆放着写有书签的《计划与总结
本》《异常反应记录本》《公共卫生
应急预案》《流感儿童登记本》《孕
妇及新生儿登记本》等。从这些
笔记本中可以看出邵四功工作的
认真、谨慎程度。

今 年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采访最后，邵四功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将本
着扎根基层、服务乡亲的理念，继
续全身心为村民的健康保驾护
航，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邵四功在为村民测量血压

村民心中的“120”
——乡村医生邵四功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卜俊成 文/图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村（伊
川县彭婆镇槐庄村）只有一个
兽医，兼顾为人治病。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村里专门设立了
一个村卫生所。当时，由于经
济困难，我的妈妈大学肄业；为
了响应国家号召，她回到村卫
生 所 当 了 一 名 赤 脚 医 生 。 自
此，卫生所正式发挥护佑村民
健康的作用。

我们村的卫生所，设立在村
子南面的一家祠堂里，我的妈妈
是卫生所的负责人，主要为村民
治疗疾病，还有两位司药人员和
一名会计。当时，赤脚医生和农
民一样，没有工资；村卫生所执行
合作医疗制度，对看病的群众，只
收取药物成本费，其他费用全部
免掉。

在村卫生所工作的日子里，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群众有
治病需求，我的妈妈总是随叫随
到，并适时为群众宣传预防疾病
的知识。她时常背着药箱，以备

不时之需。有时，她刚回到家，
就有患者来就诊。这时，我的妈
妈就马上为患者治疗疾病，问
诊、开方、取药以及叮嘱患者服
药的注意事项。凌晨时分，时常
有村民来敲我家的门。于是，她
迅速背起药箱，转身就往患者家
里跑；如果遇到孕妇难产，我的
妈妈会熬夜，陪伴着产妇，直到
孩子顺利出生，交待好护理产妇
的注意事项后，才放心离开。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母亲抱
着昏厥的孩子，急忙往卫生所
跑。我的妈妈听到外面有人喊
她的名字，就快速跑到大街上，
接住患儿，用左手拇指按患儿的
人中穴。患儿很快哭出声来。
这时，患儿的家长连连称赞我妈
妈的治病效果好！

在村卫生所，不论内科、外
科、妇科还是儿科，我妈妈时常
运用中医疗法（针灸、按摩、拔罐
等）为患者消除病痛。由于治病
效果好、服务态度好，我的妈妈

不仅得到了村民的信任，还得到
了管理部门的表扬。这为她进
入伊川县妇幼保健院工作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我问妈妈：“在您当赤脚医
生的 8 年中，发生过医疗事故
吗？”妈妈说：“有一次，我为产妇
接生后，产妇发生子宫脱垂。情
况危急，我马上用手托一块白
布，慢慢地把子宫送回产妇体
内，最终化险为夷了。”后来，我
的妈妈在开展支气管炎防治工
作时，由于工作积极、采取措施
得当等受到管理部门的重视。
随后，我的妈妈于 1975年被调入
县妇幼保健院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伊川县卫
生管理部门为卫生所派来一对
夫妇，是某职工医院的专职外科
和妇科医生。这样就拓宽了村
卫生所的诊疗范围，诊疗能力也
得到了提高。

1996年，我回到老家看望亲
戚，发现我们村成立了 4 个卫生

室，都属于个人承包制。乡村医
生就是当年跟着我妈妈学习的年
轻人。乡村医生告诉我：2002年
10月，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
策，比如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15
年，国家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5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
知》等。

几年来，为了让更多的村民
享受国家的惠民政策，乡村医生
积极做好宣传工作，使农民充分
认识到政策的好处，提高了村民
的参合率。

乡村医生不仅担负着农村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防治工
作，还担负着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工作。乡村医生积极做好
预防接种、老年人健康管理、孕
产妇管理、健康教育等工作。

自从国家出台扶持基层医
疗卫生的政策后，当地卫生部门
对 卫 生 室 的 投 入 力 度 逐 渐 加
大。比如，为卫生室配备了一体

机、远程心电图机等设备；拨款
建立了标准化村卫生室，有观察
室、诊断室、药房、宣传教育室、
消毒室、检查室等。

自从开展健康扶贫工作以
来，乡村医生为本村贫困人员建
档立卡，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等。对符合慢性病条件的村民，
乡村医生帮助其全部办理了慢
性病卡，减轻了他们的就医负
担，并提供随访服务，从而帮助
他们早日脱贫。随后，国家出台
了《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
法》《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
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等。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基层
医疗卫生事业的大力支持。

当我把回乡看到卫生室的
变化告诉妈妈后，她感慨万千，
感到村卫生室的变化真大，为
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
而自豪！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浚县伾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的队长王国超。今天，我
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王医生，我喝过酒之
后经常头痛，这是咋回事呢？”“王医生，这个药是
怎么服用的？”

每天 21时，我都会从口袋里拿起手机，在我
所管辖村的微信健康群里宣传预防疾病的知识，
为乡亲们解释病因、分析问题……这已经成为我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种生活开始于 1个月前，上级管理部门要
求在全县全面建设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浚县伾
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迅速行动，把我所管辖的行
政村作为试点村，该行政村成为全县关注的对
象。于是，我们积极筹备工作，仅用一天半时间，
就实现了微信群对全村437户居民一户一人全覆
盖。同时，我们先后创建健康管理急救群、孕产
妇及儿童健康服务群、老年人慢性病健康服务群
等；利用微信覆盖面广、使用率高的特点，将其充
分运用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将具有共同健康
需求的目标群众集中在一起，每天24小时通过健
康教育宣传、举办健康知识讲座、答疑解惑、预约
专家等方式，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知识知晓率，
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及习惯的养成；提升居民对健
康管理服务的依从性、主动性，从而达到提高居
民健康水平和文明素质的目的。

各种微信群建立起来后，如何真正运作起来
呢？这成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难题。现在，虽然
微信覆盖面广泛，但是经常有人借助微信群发布
虚假广告消息，甚至传播一些不良言论。为了保
证微信群健康运作，服务中心负责人与我们团队
成员进行了多次沟通与修改，制订了一系列微信
群管理制度：一是告知村民建群的目的。建群是
为了宣传卫生健康政策，为村民提供健康教育
知识，回答治疗疾病的问题，宣传村民应该享受
的惠民政策及发布各项通知，进群的村民一律实
行实名制，禁止乱发无关图片、无关链接、视频及
文字等。二是明确团队分工机制。队长是群主，
负责健康教育宣传、定时进行讲课（病历、课件、
常识、文章、图片、视频等）等工作。护士协助队
长，可定期进行相关知识宣传教育（比如护理在
家卧床的患者、慢性病老年人的护理、小儿护理、
相关医技科室知识的宣传教育等）。基本公共卫
生人员协助队长，可定期发布健康文章、健康科
普知识等；协助乡村医生管理微信群，维持群秩
序；定期发布群通知（如专家及团队长下乡义诊、
讲课、普及科普知识等）。三是充分利用村支书
的号召力，让他们监督群众，禁止发布与微信群
规定无关的信息；协助乡村医生、基本公共卫生
人员共同维持群秩序。

如何进一步提高老百姓的关注度，让微信群活跃起来呢？我认
为，首先，向老百姓推销自己，通过文字图片介绍自己上学、接受培
训的经历以及获奖情况，让老百姓知道，原来服务中心有一个优秀
的本科医生。我记得刚建微信群的第一天，就有一个患高血压病的
患者，加好友咨询，说自己的血压升高了，自行增加服药次数时，血
压还是不下降。我经过详细询问，得知这位患者的服药方法是错误
的。随后，在我的指导及建议下，这位患者的血压很快得到了控制，
且恢复到正常状态。其次，我借助建立县乡医联体这个契机，邀请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县医院诸多专家进入微信群，促进大家互动，
使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县乡两级专家的诊疗服务。最后，
所有进群的村民及家属都可以享受医院一系列的诊疗优惠政策，比
如免费复印检查资料、救护车免费接送、定期免费体检等。

如今，我们的微信群已初见成效，帮助乡亲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我们也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与信任。许多患者通过微信群认识了
我，当我坐诊时，他们找我看病、咨询健康问题；通过群聊等方式，我
及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避免了群众到医院挂号、候诊等麻烦，同
时也减少了医患之间的陌生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医患之间的沟
通障碍。这样，就方便了医生对患者进行跟踪与随访，尤其是对慢
性病患者的规范管理，治病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

不管是门诊医生还是“口袋医生”，我都是一位走在群众之中的
全科医生！

（作者供职于浚县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我看到了村卫生所的巨大变化
□蔡社伟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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