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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近
日，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抽调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相关业务
股室、稽查队业务骨干，分为 4
个检查组，每组由一名负责人带
队，对辖区内重点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经营单位进行检查。

此次行动以疫苗、血液制
品、特殊药品、注射剂、植入性医
疗器械等为重点检查品种，以高

风险区域为重点检查范围，对产
品购进渠道、质量管理制度执行
情况等为重点检查内容，找准薄
弱环节，消除风险隐患。

目前，光山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共检查药品经营单位 21
家 、医 疗 器 械 经 营 单 位 15 家
等。执法人员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当场责令整改或者立案
处理。

物剪影人 物剪影人

我是鄢陵县南坞镇卢庄村卫
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目睹了几
十年农村卫生事业与村卫生所的
变化。回想过去，细看今天，我感
到许多往事仿佛就在眼前。
群众看病难的状况有所缓解

新中国成立时，医疗资源匮
乏，村里缺医少药现象比较严重，
只有一位私塾先生精通医术，村
民生了病，都找他把脉、治病，但
私塾先生不卖中药，只开药方，让
患者按方买药；没钱买药的村民，
只好用一些单方、验方或者挖一
些草药来治病。当时，即使是常
见病、多发病也无法得到及时治
疗，所以一些患重病的村民因得
不到有效治疗而失去生命。加上
当时瘟疫盛行，疟疾、伤寒、霍乱、
麻疹等传染病，时刻威胁着人们
的生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群
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看
病难的状况有所缓解。可是，基
层缺医少药的状况依然存在，医
生只能依靠血压计、听诊器、体温

计来判断病情。对一些危重疾
病，如果患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
后果不堪设想。
基层缺医少药状况有了改善

1962年，国家出台扶持基层
医疗卫生的政策，要求把医疗卫
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缺医
少药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1966年，在国家大力发展农
村医疗卫生的政策推动下，卢庄
村建立了卫生所。1967年，卫生
所由1间门诊室发展到4间，卫生
员由1人增加到4人，并设有诊断
换药室、注射室、药房、仓库。随
后，通过到外地参观、学习，我的
诊疗技术得到了提高。同时，我
与其他乡村医生开展了一些简单
的自制药剂，比如灭菌用水、鱼腥
草等针剂，还自制一些丸、丹、膏、
散等中药制剂。1968年，农村实
行合作医疗制度，村民看一次病，
只需交挂号费，其余免费。当时，
国家大力提倡“一根银针一把草，
少花钱治大病”。乡村医生时常
背着药箱走村串户、走向田间地

头，为村民提供随叫随到的诊疗
服务。卫生所全体成员通过共
同努力，积极为村民治病、宣传
预防疾病的知识等，受到了村民
的好评。

村卫生所得到了扩建
2007年，卫生管理部门为了

解决村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农
村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
策。后来，村民看到了希望，所以
村民参合率由原来的80%上升到
99%以上。

2010年，在国家出台扶持基
层医疗卫生的政策后，卢庄村卫
生所得到了扩建。村卫生室扩
大为 6 间，有自来水、紫外线照
射灯、空调，设有药房、诊断室、
观察室、免疫规划室、健康宣传
室、治疗室，并配有电脑、打印
机、资料柜、诊断床、宣传栏等；
乡村医生的治病水平得到了提
高；再加上医疗条件的改善，很
多常见病、多发病，村民不出村
就能得到及时治疗，既方便又省
钱，还不耽误干农活。同时，镇

卫生院的各种诊疗设备、检查疾
病的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购买
了 X 光机、心电图机等设备，患
者在家门口就可得到有效治疗；
若有镇卫生院不能治疗的疾病，
只需要拨打 120，救护车在 30 分
钟内即可到达，并将患者接到医
院抢救、治疗。一天，村民苏某
患了宫外孕，出血不止，面色苍
白，四肢冰冷，病情危重，其家属
立即拨打 120，救护车在 30 分钟
内将其送到县人民医院抢救，由
于抢救及时，患者转危为安。

村民的养生意识有了提高
随着国家日益强盛，城乡差

别日渐缩小，农村的医疗卫生条
件也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现在，
县人民医院利用信息技术等，建
成集通信、影像数据传输等为一
体的诊疗服务系统，可以远程会
诊，患者在县医院即可享受北京
市、上海市等地大医院专家的诊
治服务。我们镇卫生院与 26 个
村卫生室和许昌市人民医院开
展远程会诊服务，乡村医生遇到

疑难问题，随时可以得到专家的
指导，为村民治病提供了综合服
务平台。

乡村医生不仅担负着农村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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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为
儿童预防接种，使许多传染病得
到有效控制；为 35 岁以上村民
定时测量血压，以便做到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并对高血压
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定期检
查；针对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每
年进行免费健康体检等。如今，
村民不仅注重保养身体，养生意
识也得到了提高。

随着医改的深入开展，我深
信卫生所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我将发扬救死扶伤，甘于奉献的
精神，努力为村民的健康提供更
好的诊疗服务。

（作者供职于鄢陵县南坞镇
卢庄村卫生室）

光阴似箭，转瞬间，一年的时间已经过
了一大半。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段时
间里，孙文学习并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知识。

2018 年 9 月底，孙文来到息县人民医
院参加助理全科医师培训。培训老师的
指导与讲授，让他了解了助理全科医师培
训的全部内容；让他知道参加助理全科医
师培训后，该干些什么工作，怎么完成以
后的助理全科医师工作等。

随后，孙文被分配到康复医学科实
习。孙文对同事说，没来之前，他认为康复
医学科是临床上不重要的科室，不会有太
多患者；上班第一天，他才发现治疗室站满
了就诊的患者。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孙文
懂得了康复医学是应用康复评估和物理治
疗、作业治疗、传统康复治疗、语言治疗、心
理治疗、康复工程等诊断和治疗技术，针对
有关躯体、内脏器官、脑部高级功能和心理
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全面的康复医学治疗
的临床一级学科。随后，孙文掌握了脑梗
死后遗症、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关节
炎等的诊断和康复治疗方法。他深知，这
些疾病是我国目前的多发病、常见病，学到
这些疾病的诊疗技术，无论对结业考试还
是对以后的工作都有很大帮助。

后来，孙文在眼科学习期间，学会了眼
科裂隙灯的使用、视力表、验光仪、眼压、眼
球彩超、眼底照相机的检查方法，以及白内
障、鼻泪管堵塞、结膜炎等常见病的诊治方
法。带教老师时常讲，当医生一定要养成
终身学习的习惯，要有认真务实的态度，只
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后来，
孙文经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对患者认真负
责，把工作完成好以及下班后要安排好学
习和休息时间，做到劳逸结合。

2019 年 5 月 3 日，息县人民医院负责人
邀请河南省人民医院的专家为参加助理全
科医师培训的学生授课。王留义作了《全
科医学发展与健康中国》讲座，强调培养合
格的全科医生是分级诊疗体系建立的关
键；李兵作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
及指导用药》的讲座，以高血压病为例，指
导基层医生如何规范管理高血压病患者
等。孙文细听了这些内容后，心中窃喜，感
觉自己的前景广阔。

“现在，虽然大家不太了解全科医学专业，但随着医学
知识的普及，全科医学将成为热门专业。今后，我要继续学
习医学知识和诊疗技术，努力成为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孙文坚定地说。

“今天，咱们镇卫生院专门召开会议，
邀请中国人寿相关专家为大家讲解保险
知识和相关政策。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议，
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参加医疗保险的重要
性！”8月 13日，南阳市方城县小史店镇卫
生院院长韦东在乡村医生医疗安全专题
会议上说。据悉，在本次会议上，韦东对
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免费为村卫生室
配发“一健通”APP（应用程序）智能平板
电脑等相关物品，提出了具体要求和管理
措施。

8月15日，本报以《当年出诊时被毒蛇
咬伤，村医后悔没有及时购买意外保险》
的一则新闻，报道了方城县小史店镇徐冯
庄村乡村医生闫天才的故事。闫天才在
出诊途中，不幸被毒蛇咬伤，致使他呼吸
衰竭和肾衰竭。后来，经过抢救，他脱离
了危险。可是，他住院 28天，花了 20万元
医疗费，才保住了生命。

该报道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当地卫
生管理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该镇卫生院
院长韦东组织全镇42家村卫生室、56名乡

村医生，就医疗安全保障和意外伤害等诸
多问题，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专题会
议。在会上，韦东特别邀请中国人寿方城
县支公司副经理胡永林，为参加会议的乡
村医生详细讲解“病员安康”医疗事故保险
的相关政策。胡永林利用乡村医生身边发
生的真实案例进行讲述，使大家了解了参
加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大家纷纷表示愿意
购买“病员安康”医疗事故保险。随后，根
据大家的要求，胡永林和他的服务团队，为
参加会议的56名乡村医生开通了办理保险
业务绿色通道，现场缴费、快速办理，让大
家充分享受到“买份保障、安心执业、遇事
有人帮”的利好政策。

据了解，参会的56名乡村医生分别购
买了 460 元～700 元两个档次的“病员安
康”医疗事故保险。“过去，俺购买保险的
意识不强。可是，在一次出诊的路上，俺
的大腿意外地被毒蛇咬伤，导致俺呼吸衰
竭和肾衰竭，花了 20万元医疗费，才保住
了生命。俺通过这件事认识到购买保险
的重要性。今天，俺带头购买了一份 700

元的‘病员安康’医疗事故保险，相当于给
自己买了一份安全保障！”乡村医生闫天
才真诚地说。

据韦东介绍，由于该镇的地理位置比
较复杂，四面环山，属于“盆地”，野生动物
有了广阔的生存环境。可是，当地村民却
时常受到野生动物的伤害。为了预防村
民受到野生动物伤害，该镇卫生院采取了
多种措施。一方面，在组织乡村医生召开
例会的时候，提醒大家在工作中注意人身
安全，尤其是
出诊过程中要
确 保 人 身 安
全 。 另 一 方
面，邀请中国
人寿方城县支
公 司 的 负 责
人，通过开例
会的形式为大
家讲解保险知
识，让大家深
刻理解购买医

疗保险和意外保险的重要性。
韦东说：“中国人寿不仅为基层医生

‘量身定做’了四款服务型的‘病员安康’
医疗事故保险，还为村卫生室免费配发

‘一健通’APP智能平板电脑，减轻了乡村
医生的工作压力，实现了无纸化办公。这
的确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一件好事儿！
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打造的‘互联网+
健康+金融’创新工作模式将在中原大地
上得到广泛推广。”

前不久，经历过一次医疗事故的平顶山市某
县乡村医生李峰（化名），在见到记者的时候，他
带着无奈的表情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当医生，首
先要确保自己健康，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好，又
怎能保障患者的健康呢？”

据了解，在医疗事故中，李峰东拼西凑了几
十万元，作为对患者家属的经济补偿。从此，李
峰的家庭陷入困境。一段时间以来，村卫生室
时常面临着关门的危险，来就诊的患者也比以
前少。

“每次想起此事，俺都会出一身冷汗！”李峰
曾多次说，“不想当乡村医生了。”虽然决心已定，
但是仍然有一些牵挂——村民患了病，没人治病
怎么办？

“俺当乡村医生几十年，由于对患者态度热
情，治病疗效好，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与支持。可
是，没有想到的是，一起突如其来的医疗事故，俺
感到身败名裂……”李峰说，在没有发生医疗事
故之前，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诊疗经验丰富，一般
情况下不会出现医疗事故。现在，他感到这种想
法是心存侥幸的。“如果那时，俺购买一份医疗保
险该有多好啊！”李峰说。

李峰认为，吃亏是因为自己缺乏医疗安全意
识和保险意识。日前，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专
门为全省的乡村医生“量身定做”四款服务型的

“病员安康”医疗事故保险。该款保险保费低、回
报高、理赔过程简单。“像这样有利于乡村医生行
医、发展的好事儿，俺要积极参加，并做好宣传工
作，争取让更多的乡村医生了解医疗保险的重要
性。俺认为，保险就像一把雨伞，关键时候能帮
助乡村医生遮风避雨，还能为乡村医生‘保驾护
航’。”李峰说。

又是一年中秋节，一个个问
候的电话打给曾经采访过的乡村
医生，在这团圆的日子里，他们说
的最多的话竟然如此相同：“坚守
岗位啊！”他们或为村民诊治疾
病，或在卫生室静候患者就诊，或
踩着月光行走在预约预防接种的
路上……平凡与朴实中，他们在
用一份责任与担当守护一方群众
的安康。

尉氏县小陈乡东贾村卫生所
乡村医生潘凤洲23时许才回到卫
生所。当天，他接诊了23名患者，
有老人也有孩子，均是感冒、发
热、腹泻等疾病，这些常见病随着
气温的变化困扰着体质较弱的人
群。潘凤洲微笑着说：“谁都不想

病恹恹地过中秋节，所以我不敢
歇，越是到节假日就越忙，患者来
就诊，我能对症开一些药，先缓解
一下病情，以便让乡亲们过好节，
这很关键。”

22 时左右，村里 78 岁的孙老
先生突发高热，其家人打一个电
话，便把潘凤洲请到家里了。测
量体温、血压以及查体问诊，潘
凤洲初步诊断其为上呼吸道感
染引发了高热。潘凤洲一边为
患者采用物理降温法，一边拿出
药物让患者服用，静静地观察患
者的病情，经过长时间观察，发
现孙老先生的生命体征趋于平
稳，才放心离开。“因为老先生的
血压高，夜里要多观察。明天，

你带老先生到卫生院就诊，最好
仔细检查一下。”嘱咐过老先生
的子女应该注意的事项后，潘凤
洲背着药箱消失在黑夜中。

在杞县泥沟乡耿集村一条狭
窄的小路一侧，一栋二层楼亮着
昏黄的灯光，在夜色中透出温暖
的光。这就是被村民称为“田埂
旁那盏不灭的灯”的地方——耿
集村卫生所。

这是已经退休的全国优秀乡
村医生张永全退休前工作的地
方，也是他退休后依然发挥余热
的地方。

“村民们平时节俭惯了，有
个头疼脑热的小病经常自己扛
着，实在扛不住了，才找医生治
疗。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最害怕
生病花钱。”张永全告诉记者，

“今天是中秋节，我抽时间到村
里的孤寡老人、老党员家里看了
看，他们是卫生所里的老病号。
我买了一些营养品送给他们。”
在张永全从事农村卫生工作期
间，一直坚持小伤小病不收费，
对特困户和五保户实施医药费

“一减二免”。那天中午，张永全
告诉记者，他要到村里挨家挨户
发放健康宣传册了，因为过节的
时候，是村里人回家最多的时
候，这样的宣传机会不能错过。

中秋之夜，坚守基层卫生健
康网底的乡村医生们都以不同的
方式守护着群众的健康，正是有
了这些甘于奉献的乡村医生，农
村卫生事业才能得到发展，农民
的健康才有了保障。明月寄相
思，只能遥祝他们：“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现场缴费 快速办理 买份保障 安心执业

一篇报道引起了卫生院院长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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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的卫生所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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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乡医的中秋节
本报记者 李 季 文/图

近日，为了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切实维护计划生育家
庭的合法权益，睢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为2019年度农村独生子女父母
家庭、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发放了87.6万元奖励。

赵忠民 徐晓辉/摄

近日，方城县人民医院组织技术操作能手组成卫生应急知识技
能培训团，走进该县中等职业学校，为在校学生普及卫生应急知识
和技能。在现场，医务人员手把手地指导学生操作，为学生普及预
防、避险、自救、互救等知识技能，提高了学生的应急意识。

乔晓娜 臧琳琳/摄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黄国华）日前，舞阳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依据《职业病防治法》

《河南省2019年职业病防治项目
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组织该县
卫生计生监督所、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职业
病防治监测工作。

舞阳县 2019 年职业病防治
监测工作以重点职业病、工作场
所职业危害因素和职业性放射

性疾病为主要监测内容，通过监
测职业性尘肺病等职业病、开展
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
素调查等，摸清全县重点职业病
底数，掌握行业职业危害现状。

目前，舞阳县已完成20家存
在职业危害用人单位的职业病
防治监测工作，掌握了用人单位
职业病防治的基本情况、危害因
素浓度（强度）等，为全县职业病
防治提供技术支持。

舞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开展职业病防治监测工作

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检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