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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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时间从即日起至12月底
投稿电话：0371（85966391）
投稿邮箱：61986506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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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我 物剪影人 物剪影人

“近两年，我的病情一直没有明显好转，为了治
病，几乎用完了所有积蓄。20万元理赔金真是雪中送
炭，感谢中国人寿的帮助与关怀。”躺在病床上的驻村
第一书记李某说。

今年 47岁的李某，是温县番田镇三陵村驻村扶
贫的第一书记。在驻村扶贫期间，他舍小家为大家，
全身心投入扶贫工作，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赢得了
当地群众的好评。

2017年12月，疾病不期而至，李某在工作中突发
脑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2018年 5月，李某的
疾病复发，在焦作市人民医院住院，持续治疗至今。
值得庆幸的是，自 2017年 5月起，河南省委组织部与
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联合，连续 3年为全省 1.2万
名驻村第一书记办理了每人 170万元保障的人身保
险，李某名列其中。

2019年11月，李某向中国人寿申请。对于李某的
病情和案情，当地组织部和中国人寿单位领导高度重
视，一方面前往医院看望李某，另一方面中国人寿开辟
绿色通道，专案专办，迅速开展理赔调查工作，在很短
时间内，为其送去20万元重大疾病理赔金。

此前，中国人寿在焦作市已先后赔付博爱县驻村
第一书记张某 30万元身故保险理赔金，孟州市驻村
第一书记董某、高某 20万元重大疾病理赔金。截至
今年上半年，河南省累计有 52名驻村第一书记获得
理赔金，理赔金额总计为1270万元，2017年～2018年
累计赔付率为202.54%。原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曾对
中国人寿驻村第一书记保险工作给予批示：“感谢中
国人寿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的大力支持！”

中国人寿通过统筹全系统力量，积极发挥金融优
势，勇于承担央企责任，为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驻
村第一书记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基层卫生院中医人才紧
缺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
一。”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中
心卫生院院长刘松聚说，“原
来，卫生院有 49 个编制，如今
只有 23 个人在编，26 个编制
都是空缺……”近日，记者走
访了叶县几家乡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发现基层卫生院人
才紧缺，迫切需要具有一技之
长的卫生技术人员“补位”。

面对卫生院“留人难”的
问题，刘松聚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结合村民的诊疗需求，于
2017 年聘请乡村医生孙继辉
到卫生院工作，成为正式在编
人员，享受“五险一金”待遇。
孙继辉的身份、薪资待遇、工
作环境等与以前相比有了很
大转变。孙继辉说：“我感到
平台更大了，干劲儿更足了！”
走访当天，记者得知，孙继辉
凭借自己的中医特长，被卫生
院推荐为全县“最美乡村医
生”候选人，用实力证明了自

身的价值。
“现在，不仅中医人才结

构断层，西医人才结构也存在
断层现象。”据刘松聚介绍，叶
县邓李乡共有 32 个行政村，总
人口 5 万余人。目前，在岗的
32 个乡村医生中有八九人已
经超过退休年龄，平均年龄在
55 岁以上，有的乡村医生已经
70 多岁了仍然为村民治病。
因为缺乏后继人才，如果乡村
医生不为群众治病，村卫生室
就要关门。刘松聚说：“和西
医相比，中医人才结构断层现
象比较严重。”

据了解，孙继辉出身于中
医世家，1994 年毕业于河南中
医学院（现为河南中医药大学）
成人教育部中西医结合专业。
后来，孙继辉拜名医赵世庆为
师，在国医堂门诊部跟师侍诊、
抄方以及炮制药材3年，系统掌
握了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和诊
疗技能。1998 年，孙继辉回到
邓李乡邓李村，跟随父亲在卫

生所为村民治病，守护着村民
的健康，至今已行医21年。

孙继辉擅长治疗结石类
疾病（比如泥沙型胆结石、肾
结 石 、输 尿 管 结 石 、膀 胱 结
石）、肝胆系统疾病、脾胃疾
病、泌尿系统疾病、月经病等；
擅长运用中医疗法治病，“望、
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论
治。由于他待患者热情周到，
方简价廉，疗效好，受到当地
群众的认可，以至于宝丰县、
鲁山县、周口市、漯河市等地
的患者慕名而来。就这样，一
传十，十传百，孙继辉治病水
平高一事被邓李乡中心卫生
院负责人发现，聘请其为卫生
院的医生。

14岁的小明（化名）在上学
的路上突然感到肚子痛，就来
到卫生院就诊。经B超检查后，
医生发现其输尿管上有一个结
石。孙继辉通过中医理论辨
证，发现小明属于气滞血瘀型
体质。于是，孙继辉采用石韦

散加减，在方中加入海金沙、金
钱草，配成药，嘱咐小明回家煎
服。几天后，小明小便时，结石
通过尿液排出。

一位新疆的患者，8 岁，患
有胆囊疾病，曾到某医院就诊，
医生建议手术治疗。后来，患
者的家长经过朋友介绍，找孙
继辉为孩子治病。孙继辉接诊
后，详细询问了孩子的病情，经
过综合分析，采用中药调理疗
法为其治疗。一年后，孩子的
胆囊逐渐恢复正常，体内的结
石也“消失”了。

“现在，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大

力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中医
的诊疗环境越来越好。”孙继
辉说，“现在，药材市场比较规
范，在中药饮片的标签上都标
明 了 厂 家 、生 产 日 期 、产 地
等。医生用着放心，患者可以
放心服用。”

“我希望对中医诊疗技术
进行传承与创新！”孙继辉说，
下一步，计划在卫生院领导的
支持下，组建中医康复科，运
用中药熏蒸、针灸、拔罐等技
术治疗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偏
瘫等慢性病，让基层群众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的中医
药诊疗服务。

“目前，心房颤动（以下简称
房颤）在成年人各年龄段均有发
生，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
渐增高。房颤的致残率、致死率
较高，但基层医生及患者对房颤
的治疗有3个认识误区。”近日，
周口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张
军堂在周口市中西医结合学会
络病专业委员会成立的间隙，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第一个误区是抗凝治疗
不足。有一部分患者持续性房
颤，却没有服用抗凝药物，结果
一部分患者病情加重，发生脑
梗死。”张军堂说，这是由基层
医生及患者对抗凝治疗的认识
不足导致的，对抗凝药物的副

作用认识不全面。目前，国家
治疗指南明确指出，对于瓣膜
性房颤或者非瓣膜性房颤患者
均应考虑抗凝治疗，但必须坚
持检测凝血功能，预防出血。

“对介入治疗的认识不足是
第二个误区。”张军堂说，一部分
房颤患者通过消融治疗后，可以
转为窦性心律。目前，这项介入
技术已经发展成熟。

“第三个是对房颤的管理存
在认识误区。消除误区主要是
把持续性房颤控制好，减少并发
症，让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
作。”张军堂说，消除误区的方法
主要体现在应用药物方面，药物
治疗适合基层医生使用和推广。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吴向东）日前，新县卫生健康
委员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
了以“安全用药 良法善治”为主
题的“安全用药月”活动。

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过
往群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
疫苗管理法》和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

律法规，围绕大家关心的药品、
化妆品、医疗器械等相关问题
进行了宣讲。工作人员在现场
设置了 30 个展板，接受群众咨
询100余人次。

下一步，工作人员将继续深
入社区、乡镇、养老院等机构开
展药品安全宣传活动，在全社会
普及安全用药知识。

本报讯（记者王正勋 通讯
员任怀江 郑雅文）“患者颅内有
异物，脑膜破损，需要立即手
术！”今年 11 月 22 日 3 时，温县
人民医院手术室内，神经外科的
一场急诊手术即将展开。

这是一名 50 多岁的女性
患者，半夜起床喝水时，打碎
玻璃水杯，不慎摔倒在玻璃碎
片 上 ，导 致 玻 璃 刺 入 右 侧 眼
内。家人紧急送其到该院抢
救。接诊医生立即与眼科专
家 会 诊 ，确 诊 患 者 为 颅 内 异
物、脑膜破裂、眼睑裂伤。情
况危急，专家迅速制订了手术

方案，即进行颅内异物取出+
脑膜破裂修补+眶内异物取
出+眼睑裂伤缝合术。

凌晨 4 时，患者全身麻醉
后，手术开始，医生在显微镜下
向颅底探查，去除嵌入额叶脑组
织的玻璃碎片等。手术的关键
是破损的脑硬膜如何修补。由
于脑硬膜周围有张力，无法直接
缝合，必须人工修补。医生透过
显微镜，取下患者头上的筋膜组
织，覆盖在破裂处，缝合伤口。

11月22日11时50分，手术
成功。目前，患者已被送入普通
病房。

本报讯（记者常俊伟 通讯
员王祖良 闫 冉）今年 12 月 6
日，原阳县人民医院普外胸外科
成功为一位高龄患者实施了腹
腔巨大肿瘤切除术。切除的肿
瘤重达17斤（1斤=500克）。

患者郑某，女，71岁，以“腹
腔巨大、进食困难、影响呼吸、
不能睡眠及行走”到原阳县人
民医院普外胸外科治疗。普外
胸外科主任李泽平面对患者痛

苦、手术难度大、风险极高的挑
战，率领团队，决定排除困难，
挽救患者的生命。

术前，李泽平仔细审阅影像
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制订了手
术计划与风险预防方案。随后，
医生在全身麻醉下打开腹腔，切
开侧腹膜，保护右半结肠、横结
肠及十二指肠等器官，谨慎剥
离，完整切除肿瘤，成功完成手
术。目前，患者情况良好。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
员曹天顺 苏 楠）12 月 6 日～8
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卒
中防治工程委员会主办的“2019
年脑卒中防治工程工作总结会”
在武汉市召开。在会上，确山县
人民医院被授予国家级“示范防
治卒中中心”称号。

该院自 2019 年 3 月启动区
域性卒中中心建设以来，通过优
化配置院内医疗资源，规范急性

脑血管疾病医疗救治工作，逐步
建立了集急性期救治、早期康
复、二级预防等功能于一体的学
科联合体系。至今，该院共治疗
溶栓病例 164例，治疗动脉瘤栓
塞 22例等。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官
方微信平台发布的2019年5月、
6 月、7 月全国防治卒中中心百
强医院名单中，该院分别位于第
八名、第十名、第六名。

如何消除治疗房颤的误区
本报记者 朱晓娟

新县

启动“安全用药月”活动

原阳县人民医院

完成一例腹腔巨大肿瘤切除术

确山县人民医院

成为国家级示范防治卒中中心

温县人民医院

为患者成功修补破裂脑硬膜

我叫王宏林，是杞县圉镇镇
庄王村的一名乡村医生。出身中
医世家的我，经历了村卫生室的
艰苦岁月，见证了村卫生室的发
展变化历程。

1990年，我参加医疗工作，时
常跟随父亲（老中医）走向田间地
头为村民治疗疾病。那时的卫生
所由两间土坯房组成，在简易的
桌子上面铺一层牛皮纸，为患者
治病。当时，基层医疗资源匮乏，
村里缺医少药现象比较严重，即
使是常见病、多发病也无法得到

及时治疗。
在中国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基 层 医 疗
环境发生了变
化。卫生所的
药 品 丰 富 了 ，
我们能够为村
民治疗一些常
见 病 、多 发
病 。 那 时 ，为
了让群众少花
钱 ，我 父 亲 时
常将自己采挖

的中草药煎成药液，免费让村民
服用。我与父亲在诊病之余，时
常背着药篓在田野、沟边、山坡
上采药。行医之路的艰难困苦，
你不亲身经历，就不知道其中的
滋味。每一次化险为夷，每一次
惊魂未定，都令我记忆犹新；暴
风雨中，我曾经浑身湿透，又狠
狠摔了一跤。但是，我们依然为
群众提供诊疗服务。我们灵活
运用“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计、
体温计）为村民诊治疾病。

随后，国家出台了一些扶持

基层医疗卫生的政策。当地卫生
管理部门为了落实这些政策，采
取了一些具体措施。2002 年，我
在当地卫生管理部门的支持下，
新建了一个面积 80 平方米的卫
生所，环境宽敞了，药品丰富了。
在 2003 年抗击“非典”和 2008 年
发生“手足口病”期间，卫生所发
挥出为村民治病、防病的作用。

2010 年，国家开展居民健康
档案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工作。我们在为村民治疗常见
病、多发病的同时，适时为村民
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等。针对儿童预防与妇幼保
健工作的问题，我积极采取应对
措施，进行慢性病管理、新生儿
出生登记、儿童计划免疫与季节
性免疫接种、孕妇保健与产后随
访，还制作了育龄妇女管理登记
表等。同时，我们定期为村民开
展健康知识讲座、免费为村民体
检、利用中医疗法（针灸、拔罐）
等开展诊疗工作，使村民享受到
国家的惠民政策。

现在，镇庄王村 95%的村民

有了健康档案。后来，国家卫生
管理部门给卫生所拨付了 1.2 万
元，作为卫生所改建资金。此
外，当地管理部门还为卫生所配
备了电脑、打印机、电视机、诊断
桌椅和档案柜等。卫生所也由
原来的两间土坯房变成现在的
六室分开的标准化卫生室（面积
180 平方米），设有诊断室、健康
教育室、中医理疗室等。国家全
面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中药饮
片除外）后，减轻了群众的治病
负担。

2011 年，我参加河南省医院
协会举办的首届针灸、中药竹罐
培训班，学习先进的中医药适宜
技术。我购买了电磁波治疗仪、
红光疗仪等，使村民患病后能够
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我在健康
教育室宣传糖尿病、高血压病等
慢性病防治知识，使村民了解疾
病发生、发展情况，增强了预防
疾病的意识。

2015 年，国家吹响了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号角。健康扶贫是
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解 决 好 贫 困 户 看 病 的 实 际 问

题。管理部门要求乡村医生查
找致贫、返贫的原因，为健康扶
贫工作提供准确信息。我们积
极向群众宣传扶贫政策、张贴健
康扶贫明白卡、发放健康小药
箱；按时到贫困户家中免费体
检，为长期服药的患者讲解合理
用药知识等。

如今，我坐在宽敞明亮的标
准化村卫生室里为患者诊治疾
病，若遇到患有疑难疾病的患
者，便打开电脑，联系上级医院
的专家，进行远程免费会诊，实
现了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市级、省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的愿望。

目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日
益健全与完善，为乡村医生不断
提高诊疗水平提供了保障。同
时，随着国家惠民政策的逐步落
实，乡村医生的诊疗技术也得到
了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也有了
提升。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
为一名“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有
信心护佑好村民的健康。

（文字、图片均由李季整理与
提供）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
叶丹。ICU（重症监护室），冰冷得让
人有点儿害怕的名字，你却用精湛的
医技、无私的大爱让其有了生命的温
度。你是绝望眼神中的一抹希望，你
是温暖心头的一抹阳光，医者仁心，
砥砺前行，在你前行的背后，留下一
串 串 坚 实 的 脚 印 和 感 激 的 泪
花。”——这是不久前在新安县举行
的“时代先锋”颁奖会，给新安县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宏贤颁奖词
中的一段话。

他们让ICU有着春天般的温暖
2018年腊月的一天深夜，一阵急

促的手机铃声把王宏贤从睡梦中惊
醒。值班医生打电话说：“王主任，快
来急诊科，我们正在抢救一个重症患
者……”王宏贤迅速起床，顶着凛冽
的寒风跑到医院，看到急诊科的医生
正在抢救患者（做胸外心脏按压）。
原来是一位 20多岁的年轻女性突然
出现抽搐、意识丧失，其家人立即带
她来到该院治疗。

王宏贤迅速投入抢救中。数分
钟后，患者终于有了不规则心跳，
但非常烦躁、呼吸困难、口鼻中流
出大量粉红色泡沫。该院急诊医生
已经与洛阳市的医院联系上，正在
与患者家属沟通：是让救护车来接
还是我们开车送患者呢？患者家属
紧张得六神无主。王宏贤经过综合
分析，果断对患者家属和其他医生
说：“接送患者，路上风险太大，会
耽误最佳抢救时机。现在，我们应
该将患者立即转入 ICU，给予镇痛
镇静、应用呼吸机。”患者家属同意
王宏贤的意见。患者被转入 ICU
后，王宏贤带领团队寸步不离患
者，认真观察、分析、处理每个细小
变化。两天两夜后，患者终于转危
为安。

在新安县人民医院，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自 ICU成立至今，王宏贤
带领团队成功抢救了大量疑难危重
患者，在社会上赢得了好口碑，被患
者和家属称为危重患者的“大救
星”。同事们对王宏贤说：“你是我们
的主心骨。只要你在，遇到多么复杂
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只要你在，
我们心里踏实，患者家属放心！”

抗击“非典”时，他的“遗书”曾登
在报纸上

记者了解到，1995 年，32 岁的
王宏贤曾被管理部门选派担任领队
赴柬埔寨医院工作一年。在柬埔寨
工作期间，他的父亲因患脑梗死住
院，他的妻子担心影响他的工作，
一直瞒着他。当他回来后，看见表
情呆滞、反应迟钝的父亲时，伤心
地流下了眼泪。他父亲常常教育他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要以事业为
重。他愧对父亲，却没有辜负父亲
的殷切期望。

2003年，“非典”突袭，面对全县
唯一一位疑似患者，王宏贤主动申请
对其零距离救治。他的妻子担忧地

说：“现在，你的年龄大了，曾为医院
的发展奋斗过，干事情要多想想后
果，不要冲动。”王宏贤说：“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面对疫情暴发瞻前顾后，
我感到羞愧。如果发生意外，我甘愿
承担后果！”

在“非典”期间，每天面对“非
典”病房，王宏贤时常与患者谈心、
宣传预防疾病的知识；仔细检查、精
心治疗，并坚持写日记。他说：“我
坚持写日记，既是对非典疫情的总
结，又是对家人的嘱咐。如果发生
意外情况，日记就是我的遗书。”他
的日记当时被《洛阳日报》刊发，他
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精神感动了
他的同事，增强了全县干部群众众
志成城战胜“非典”的信心。他本人
被洛阳市委、市政府授予抗击“非
典”先进个人荣誉。

“救死扶伤吾所愿，淬火磨砺志
愈坚！”王宏贤说，当一名医生，需要
用无私大爱诠释勇担使命的新时代
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身上的
白大褂，无愧于患者生命的重托。王
宏贤，我们向你致敬！

转瞬间，我已到而立之年，已经在全
科医学道路上学习、奋斗了近10年。从青
涩的学生时代到成为一名合格的全科医
生，我的全科之路将继续扬帆起航！

过去——决定。2010年，我开始接触
全科医学时，有一些紧张、疑惑、抱怨以及
不甘心，觉得自己的能力和认知与一位全
科医生有很大差距，甚至认为自己当初的
决定是错误的。5年本科+3年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让我渐渐明白了什么是全科医
学、什么是全科医生以及全科医生要善于
与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等，我逐渐成为一
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现在——信念。凭借坚定的信念，如
今的我，已是一名合格的全科主治医师，已
经在基层岗位上奋斗了一年多。我刚来到
鹤壁市浚县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时，前来就诊的患者看到我是一个新面孔，
判断我为一位实习生，完全不信任我。

后来，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我每
天尝试着帮助患者、与患者聊天；主动申
请跟随高年资医生下乡义诊、参加健康扶
贫活动等。由于待人热情周到，我逐渐取

得了一些患者的信任与认可。
未来——起航。现在，我明白了全科医生的宗旨是

“以病人为中心”，为辖区群众提供“小病善治、大病善
识、急病善转、慢病善管”的服务。

如今，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目标是成为一名合格
的全科医生。有了奋斗目标，我决心披荆斩棘走下去，
让我们共同努力，助力全科医学扬帆起航！

（作者供职于鹤壁市浚县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我有信心护佑村民的健康
□王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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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贤为患者讲解防病知识

从ICU里走出来的“时代先锋”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李德伟 文/图

孙继辉：乡村医生中的佼佼者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丽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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