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现枝在为村民测量血压卢现枝在为村民测量血压

基层卫生周刊 乡村视角6 2019年10月24日 星期四

责编 李 云 美编 李 云

协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在基层我

9月7日8时许，在沁阳市西万镇西
万村第四卫生所门前，前来就诊的患者
已经排起了长队。乡村医生王永卫一
边接诊患者，一边低头书写药方，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王永卫从原河南医科
大学（现为郑州大学）毕业后，通过 8年
的刻苦学习与钻研诊疗技术，把常见
病、多发病、慢性病、儿科疾病划分为三
大类；擅长应用以经方为主和中医疗法
为辅的治疗方法，消除患者的病痛。由
于医德好、医术精湛，以及为村民提供
随叫随到的诊疗服务，所以他得到了村
民的信任与好评。

热心公益，大爱惠泽乡邻
王永卫的诊所在沁阳市西万镇

太洛路的北端，再往北就是常平乡的
地界。诊所距离县城 13000 米，距离
村庄约有 500 米，服务辖区居民 6000
余人。

8年前的一天，王永卫接诊了一名
发高热、严重脱水的患者。王永卫问：

“你的病情这么严重，咋才来看病呢？”
他说：“我是常平乡窑头村的村民。因
为村里没有乡村医生，孩子不在身边，

刚发热时，我想着休息一天就好了。
后来，病情严重了，我有些害怕，就来
找你治病。”随后，在王永卫的精心治
疗下，患者很快痊愈。这一次，在接诊
患者的过程中，让王永卫有所感悟：患
者为什么在病情严重时才来治病呢？
一是不想花钱；二是村民需要了解预
防疾病的科普知识，来提高防病意
识。从那时起，王永卫就积极向从山
上下来看病的老年人宣传防病知识，
如果遇到贫困患者就免收诊疗费，甚
至免费治疗。

“让患者重新获得健康，就是我从
医的初心。”王永卫说，常平乡窑头村
位于大山深处，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
出打工，留下来的多是留守老人、儿
童，存在缺医、少药、看病难等问题，这
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之一。
很多村民常常是“小病忍忍，大病扛
扛，扛不住了才去医院治病”。这些
年，王永卫从刚开始免费为村民诊治
疾病、送药，发展到如今的定期进村义
诊、随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
村民的健康。

医术精湛，传承优良家风
俗话说“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德

不近佛者不可为医”。这两个方面，王
永卫都具备。

“孩子才两岁多，就被诊断为支气
管哮喘，且经过多方治疗，均未取得满
意疗效。可是，根据患儿的病情，结合
多年的诊治经验，我认为孩子得的是支
气管炎。”说起龙泉村王守治的孩子的
治疗经历，王永卫坚定地说。随后，王
永卫决定采用药物治疗和中药贴敷相
结合的方法，为患儿治疗疾病。经过 3
次精心治疗，患儿的病情逐渐有所好
转。一周后，王永卫在进村随访时，专
门找到该患儿，详细询问康复情况。患
儿的家长说：“孩子的病被你治好啦！
也没有复发！”为了表示感谢，患儿的家
长送给王永卫一面写着“医术精湛、根
治顽疾”的锦旗。

精湛技术的背后是多年家学精华
的砥砺传承，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精
研医道，博采众长。王永卫的父亲（王
元金）是怀医堂第五代传人，共产党
员，当地著名的中医，擅长运用经方、

验方治疗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各种疑
难杂症。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王永
卫继承了父亲运用中医药诊治疾病的
经验。同时，他在大学接受过系统的
现代医学教育，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
与感悟，能够灵活运用中西医结合疗
法为患者治病。同时，他在行医的过
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诊疗方法，医
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随叫随到，热心服务村民
“王医生，你什么时候还上山来

随访？”平日里，这是王永卫手机短信
上接到最多的一句“问候”。如今，他
的电话号码已经成为山区村民心中
的“120”。

煤窑庄村民栗新志是贫困户，患
有脑梗死，其妻子王美患有高血压病
和冠心病。每次上山进村随访、看病，
王永卫除为栗新志测量血压、询问服
药情况后，还时常留下一些常备药，嘱
咐他们按时服药。王美感激地说：“王
医生对我们热情周到，时常把药送到
我们家，他真辛苦！”

“常平乡除了几个比较大的村设有

卫生所外，其他一些小的村庄，特别是
在村民搬迁之后，只剩下几十口人，没
有卫生所。”王永卫说，“下一步，我将
扩大义诊的范围，让山区群众都能享
受到免费就医、赠药的福利。在我治
疗疾病的范围内，我会尽最大努力为
村民治病。同时，如果遇到疑难疾病，
感到束手无策时，我会帮助村民联系
上级医院的专家，努力让村民得到及
时诊断、及时治疗；如果患者的病情不
太严重，又不方便下山复诊，我会随时

去他们家诊治，并提供跟踪治疗、免费
治疗、送药的服务。”

据了解，由于为人厚道、乐于助
人，王永卫先后被卫生管理部门评选
为“第四届焦作市志愿服务市长奖十
佳志愿者”“2017年度‘最美沁阳人’之
助人为乐最美人物”“现代经方传承推
动者”“透皮技术+经方倡导者”等。王
永卫以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力救死
扶伤……”44年前，从穿上白大褂那一天起，郭云凤
就立下誓言。一路走来，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
奇迹。2007年退休后，她被返聘至郏县中医院。多
年来，她做了 32 万人次心电图，义诊 70 多次，培训
乡村医生 38批次等。

一切为了患者

“如果不是郭大夫及时为我做心电图检查、诊
断，并指导用药，我早就没命了。”每当提起郏县中医
院心电图室主任郭云凤，59岁的郏县某单位退休职
工周雪梅总是赞不绝口。

原来，在2014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雪梅浑身出
虚汗、双腿发软。于是，周雪梅的丈夫来到郭云凤
家，边敲门边说：“请开门，快救我爱人。”于是，郭云
凤迅速整理好急救药品，与周雪梅的丈夫一起赶到
医院。

“情况紧急，让我直接住 ICU（重症监护室）。”周
雪梅说，郭云凤给她做心电图检查后，分析是心脏缺
钾，就让她服药，休息一会儿。1小时后，周雪梅的病
情有所好转。周雪梅非常感激，一直想请郭云凤吃
饭，但总被婉言谢绝。

其实，周雪梅只是郭云凤救治众多患者中的一
个。40多年来，郭云凤对患者总是随叫随到，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24小时医生”。

作为郏县、平顶山市的心电图诊断专家，郭云凤
时常说：“有时，心脏疾病的症状不太明显，如果能及
时捕捉到患者心脏病发作前的异常情况，就可以争
取到宝贵的治疗时间，从而挽救生命。”

甘做一根“拐杖”

1972 年，20 岁的郭云凤来到郏县中医院工作。
她深知行医要具备过硬的本领。随后，她便钻进心
电图的“海洋里”。随着诊断疾病水平的提高，她担
任了该院心电图室主任。郏县中医院心电图室共有
12名工作人员，郭云凤每天早晨总是第一个来到科
室，查阅前一天的疑难心电图，并认真审阅，对有争
议的图片为大家进行讲解与指导。这是她的“早读
时刻”。

郭云凤经常说：“检查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患
者的生死存亡。”心电图室副主任边晨昊说：“在工作
中，郭云凤的言传身教令我受益匪浅。”

边晨昊说：“郭云凤对待工作非常严谨。有一
次，科室做了一张疑难心电图，当时是郭云凤的休息
时间，大家不想打扰她，就开始集思广益。但在出报
告结果时，我们有点儿忐忑，便请郭云凤审核。随
后，她立刻来到医院进行了审阅，并进行了详细讲
解，令大家心服口服。”

“我要把自己的诊疗经验全部教给科室人员，甘做一根‘拐杖’，
帮助他们快速进步。”郭云凤微笑着说。

争取最佳治疗时间

“远程心电图真是好！医生把俺的检查结果传到郏县中医院，
一会儿，诊断结果就出来了，既省钱，又省事儿。”2018年 7月 25日，
83岁的郏县堂街镇小寨村老人王成涛感慨地说。前段时间，他突然
感到胸部疼痛，立即来到镇卫生院就诊。

卫生院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症状，立即为其做心电图检查，并将
检查结果传至郏县中医院远程心电诊断中心。郭云凤详细分析后，
发现患者病情危急，迅速将心电图诊断结果回传。诊断结果为：异
常心电图、窦性心律等。郭云凤建议患者卧床平躺，立即服用药
物。随后，患者的症状得到了缓解。

据郏县中医院副院长邢军伟介绍，自 2017年 4月以来，该院依
托“互联网+健康平顶山”合作框架协议，在河南省率先成立了郏县
互联网医院，一期投资2000万元用于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的软硬
件建设。随后，在郭云凤和同事们的努力下，郏县中医院建立了郏
县心电网络诊断中心，使该院的心电网络系统实现了全覆盖。

由于工作业绩突出，郭云凤先后获评“平顶山市优秀医务工作
者”“郏县十大最美雷锋志愿者”等。

（弘 扬 姚彩歌）

不忘初心的中医传播者
本报记者 王 平 王正勋 通讯员 丽 丽

本报讯 （记者王正勋 通
讯员任怀江 关 心）“上门治
病，耐心讲解防病知识，这样的
党员医生真贴心……”近日，在
温县黄庄镇訾杨门村委办公
室，许多群众围着温县人民医
院党员医生，咨询看病问题。

当天，温县人民医院党员
义诊志愿者为了群众的身体健
康，遂组织该院神经内科、心血
管内科、心胸外科等科室的专
家，冒雨来到黄庄乡訾杨门村，
在为村民提供送医上门服务的

同时，开展了义诊活动。
“医生，我胃部不舒服，泛

酸、胀满，您能帮我瞧瞧吗？”在
内科医生的诊桌前，一位七旬
老人向专家咨询。内科专家详
细询问了老人的服药情况后，
结合病情，为其开了药方。这
时，老人看到药方上有阿莫西
林，便说：“医生，阿莫西林是一
种激素药，我不能吃啊！”专家
耐心讲解：“阿莫西林不是激素
药，是抗生类药物，您需要服用
阿莫西林来消除炎症。”经过专

家一番讲解后，老人明白了阿
莫西林不是激素药。随后，专
家留下了电话号码，叮嘱老人
有疑问可随时求诊。当专家们
正忙着义诊时，一位村民匆匆
来到现场，向医生求助：“我的
家人患病无法走动，请医生到
家里检查吧。”专家们立刻带着
血糖仪，跟随这位村民来到家
中，为患者检查身体、诊治疾
病，并宣教养病和康复方面的
知识。这位村民感激地说：“党
员医生像亲人一样！”

卢现枝是濮阳市台前县清水
乡卢庄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
生。行医 31年来，他每天坚持为
村民看病。身残志坚的他在平凡
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

身残志坚，立志行医
卢现枝自幼患小儿麻痹症，

由于下肢残疾，没能与同龄人一
样接受学校教育。但是，他聪明
好学，用7年时间自学，读完了从
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课程。1984
年，他来到濮阳市一所医学院校
跟班学习医学知识，立志当一名

医生，为村民消除病痛，从而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以一个
跟班生的身份，完成了大专课程
学习，留给老师和同学的是优秀
的学业成绩；留给自己的是沉甸
甸的收获。

开始行医，初有收获
开办诊所，对于一个依靠拐

杖才能出行的残疾人员而言，困
难可想而知。办理各种繁琐的手
续，加上诊所里的药品数量少、品
种单一，他每周都需要往几十公

里外的县城跑一趟——进药，每
趟需要半天时间。在进药的路途
中，斜坡、坑洼地随处可见，每次
他都拄着拐杖努力向前冲，因为
只有依靠冲劲儿才能冲上斜坡、
穿过坑洼地。面对困难，他没有
退缩，而是奋勇向前。就这样，他
的诊所在艰难中开业了。

1988 年，他开始行医时，就
遇上夏秋季节的流行疾病——腹
泻。一些村民知道卢现枝是乡村
医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他看
病。卢现枝把从濮阳市带回的药
品，免费发给患病群众。然后，他
向村民宣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的重要性和腹泻时的注意事项
等。由于治病疗效好，对患者热
情周到，他得到了村民的信任。

尽力满足患者的治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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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积极做好预防接种、老
年人健康管理、孕产妇管理、健康
教育等工作。

卢现枝负责全村的预防保健
工作，这项工作是基层卫生工作
的重中之重。当时，全村儿童的
预防接种率不到80%。这主要是
家长对接种疫苗认识不足造成

的。卢现枝接手预防保健工作
后，定期入户随访，向村民宣讲预
防接种的作用。就这样，不管是
刮风下雨还是漫天飞雪，他都坚
持入户接种疫苗，换来的是儿童
一类疫苗预防接种率达到98%。

几年后，经过一番拼搏，他诊
所里的药品比以前多了，慕名找
他看病的患者随之增多。为了给
更多的患者、困难群众治病，他买
了一辆电动车。有了电动车，对
他的出诊、行医，提供了帮助。他
几乎每天都要出诊，为村民治
病。无论刮风天、下雨天还是下
雪天，只要村民有治病需求，他都
会尽力满足患者。

村卫生所发生了很大变化
时代在变迁。随着国家一系

列扶持基层医疗卫生政策的逐步
落实，村卫生所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当地卫生部门对卫生所的投
入力度逐渐加大，为卢现枝的卫
生所配发了办公桌、档案柜以及
体检设备等。许多群众说，以后
做检查不用跑到县级医院了。这
标志着国家对承担着三级卫生网
网底的村卫生所标准化建设，有
了进一步的支持力度。

2003年大年初一12时，邻村
有一个孩子生病了，需要卢现枝出

诊。像往常一样，他带齐药品就出
发了。当时，刚下过一场大雪，地
面上无路可寻，他走到孩子的家里
时已经 18时。经过详细问诊、检
查身体，他确诊孩子患了肺炎。随
后，他对孩子进行对症治疗，让其
服用一些药物，向孩子的家长叮嘱
完注意事项后，便消失在夜色中。
这时，已经21时许。由于天黑，车
轮容易滑进路边的沟里，他就走走
推推，回到家时，已经凌晨。

自从开展健康扶贫工作以
来，卢现枝为本村贫困人员建档
立卡，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等。对于符合慢性病条件的村
民，卢现枝帮助其办理了慢性病
卡，减轻了他们的就医负担，并提
供随访服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天道酬勤。经过几年拼搏，

卢现枝购买了一些小型诊疗仪
器，开设了咨询电话。现在，卢现
枝把诊所的诊疗业务扩展到互联
网上，在网上开展心理咨询和常
见病、慢性病等诊疗服务。同时，
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他的诊疗
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1990年，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来
说，这不仅是一项荣誉，还是管理
部门对他工作的充分肯定。

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订单定向全科医生，我在结
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后，如约来到浚县伾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到。在该中心负责人的引导下，我
迅速投入紧张的工作。

近日，浚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要求在全县全面建设
健康服务管理体系。浚县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迅
速行动。我在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先后以毛村、角
场营村为试点开展工作，我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
现整理如下：

足不出户——准确预约。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自进行健康服务管理体系建设以来，已让病情不严
重的患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该中心及浚县人民医
院专家的诊疗服务；让需要复诊及住院治疗的患者通
过微信群预约专家及床位；一部分急危重症患者通过
微信咨询，可在第一时间得到诊断，并通过转诊到县
医院接受救治。

定时答疑——诊疗精准。自健康服务管理体系
建立后，浚县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体医务人员
通过集思广益，开始 24 小时轮流为微信群里的患者
开展健康教育，积极推送科普常识、举办健康知识讲
座，并进行线上咨询，让患者了解常见病、多发病的
注意事项，以提升群众预防疾病的意识，提高群众对
健康管理服务的依从性，达到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
目的。同时，浚县人民医院和浚县中医院的专家经
常在微信群里为患者进行健康指导，让群众实现“小
病不出门”的愿望。

医患关系——线上优化。医患之间的矛盾，很多
时候是沟通不畅导致的。当卫生健康系统建立了健
康服务管理体系后，医患之间时常互动、交流，一些问
题就迎刃而解。医生理解患者的痛苦，患者理解医生
的辛苦。同时，医生经常将自己的工作状态、个人感
受发布在微信群里，患者就逐渐理解医生的工作流程
与艰辛。现在，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有多位医生
和许多患者建立了线下医患、线上朋友的关系，医患

交流顺畅，大大增强了群众的就医感受。
进群居民——福利多多。凡是进入微信群的群众均可得到住院

门诊资料免费打印、家庭医生上门指导、体检套餐优惠等服务。目前，
浚县健康服务管理体系伾山模式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提升了群众的健
康素养。

今后，我将充分利用微信群的便捷、高效等优势，为群众进
行健康指导与宣传健康科普知识，从而为群众提供连续性的健
康服务。

（作者供职于浚县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月20日是“世界骨质疏松日”。当天上午，商丘市民权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医疗专家为群
众检查身体。该县通过义诊、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方式，倡导大家增加钙摄入量、低盐饮
食、适量运动等，引导群众积极预防骨质疏松症，提高幸福指数。 赵忠民 孙 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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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素华 孙刚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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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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