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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9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像往常一样，全省医务工作者依然坚守在临床诊疗、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全力做好患者救治、核酸检
测、疫苗接种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伟大抗疫精神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

成绩殊不易，未来更可期。此时此刻，他们依然秉承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作风，努力钻研医术，练就过硬本领，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
平，以“仁心仁术”践行医者初心、护佑群众生命安全，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原建设更加出彩贡献力量。

““医医””心向党心向党 踔厉奋进踔厉奋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
在医师队伍中，有勇攀医学高峰的学术带

头人，有视病人如亲人的普通医者，也有以生命
守护生命的抗疫勇士，更有不顾年迈之躯呕心
沥血护佑“新苗”的先行者与引领者……他们几
十年如一日，奋战在临床和科研第一线，在守护
患者的路上拼尽全力，以实际行动展现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的为民情怀，诠释救死扶伤、大爱
无疆的医者仁心。

要问他们为何如此拼命，他们的回答是：

“只要能动，就要为患者服务”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18楼，时常
看到一位百岁老人的身影，他就是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眼科教授张效房。

在眼科专业医疗、教学、科研一线工作了
77年，已经102岁的张效房依旧工作不辍，坚持
每周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 18楼办公
室工作。

“活一天就要在医生岗位上奉献一天。把
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党的事业，为最终实现
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而奋斗终生。”张效房以
实际行动践行他的入党誓言。

“我现在能多看一个患者就多看一个，争取
工作到100岁。”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
教授、主任医师，今年 97岁的寿化山依然奔波
在从家到医院的路上、忙碌于患者之间。

寿化山说：“我是共产党员，就要为群众服
务。我当医生积累了一辈子经验，趁身体还行，
就要活一天工作一天。”

退而不休，一直对治病救人保有热忱的还
有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朱钵。8月12日
一大早，满头白发的朱钵像平常一样，早早地赶
到诊室，等待患者的到来。

“让患者少花钱、治好病。”这是朱钵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今年 93岁的他坚持每周坐
诊，是院内仍在坐诊的年龄最大的专家。多年
来，朱钵坐门诊养成一个习惯——每天 8时开
始的门诊，他都会提前到诊室。中午 12时，他
没离开过诊室。不管多晚，他都会把最后一个
患者看完再下班。

“只要能动，就要为患者服务。因为党让我
学了医，我应该把这个还给群众。”就这样，70
年来，朱钵对群众的病痛做到感同身受，享受让
患者重获健康的快乐。

“既然选择了当医生，就要干好”

每周一，是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孔
德荣坐诊的日子。诊室外，是提前一周就挂好
号的患儿；诊室里，坐在人群中间的孔德荣，时
而眉头紧蹙，时而陷入思考之中。

从普通住院医生一步步成长为医院的管理
者，孔德荣走过了 33年的从医路，在河南省首

创开放式家庭化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累计
接诊10万余人。

从沉溺网络、自伤自残的花季少年，到悲观
厌世、企图跳楼自杀的8岁女孩；从被“心口疼”
折磨 10年的姑娘，到冲动暴躁、拿刀挥向父母
的大学生，孔德荣在接诊中发现，精神疾病的发
病人群越来越低龄化，这让孔德荣心痛。

“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背后，是有问题的家
庭。”孔德荣说，“很多成年人的心理疾病，病根
儿都在儿童青少年时期。能不能防患于未然，
不让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创伤成为疾病暴发的因
素？”

就这样，孔德荣开始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2002年，孔德荣在医院开设了第一个开
放式家庭化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致力于让
阳光照进这些青少年的心里。

在河南省卫生健康系统，有众多像孔德荣
一样的医师在临床一线坚守三四十年，他们

“医”心向党，默默奉献。郑州人民医院乳腺外
科主任刘薇就是其中一位。

从医 35年来，从刚出生 3天的患儿，到 101
岁的患者，刘薇除了精心治疗外，还站在女性的
角度为患者着想，化解患者对疾病的恐惧和心
理上的阴影。

10 年前，有个小姑娘得了巨大纤维腺瘤，
因家庭贫困，手术一拖再拖。刘薇得知后悄悄
为孩子交了住院押金，并安排了手术，又给孩子
买来营养品、学习用品和新衣服。出院后，孩子
发来短信：“刘妈妈，我长大后一定好好学习，争
取考上大学，当一名医生，报答刘妈妈的恩情！”

此后，许多患者亲切地称她“刘妈妈”。作
为学科带头人，刘薇带领的乳腺外科专业团队
从零开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路成长为行
业中的佼佼者。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乳房再造
术、微创旋切治疗男性乳腺发育症及副乳等技
术更是填补省内空白。

“从事外科工作的女性医生，要比男性付出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既然选择了当医生，
就要干好。”刘薇说。

“在患者需要的时候，就要勇往直前”

8月 15日 19时许，记者穿过安静的门诊大
厅，找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副院长、河南省中医药防治骨肿瘤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李记天时，他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

李记天笑言，自己拥有“两室一厅”：白天门
诊大厅、手术室，晚上研究中心实验室，两点一
线的生活已经成为他的常态。李记天工作累了
就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醒了就爬起来继续干，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隔着实验室厚厚的玻璃，同事们经常能看
到李记天对着显微镜或者实验仪器做实验，抑
或对着电脑阅读文献。

作为全国屈指可数的“中西医双博士”，“85

后”李记天出身于中医世家，赴美留学深造9年
后，毅然回到家乡，致力于推进中医药科学研究
以及科研成果转化工作。

李记天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骨肿瘤及脊
柱、关节、创伤相关疾病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
作。其中，骨肿瘤高发于 10 岁至 20 岁的青少
年，发现的时候往往已是晚期，目前多采取化
疗+手术截肢的治疗方法。

“我能不能不截肢……”在临床工作中，李
记天每次听到患儿急切的声音，看到骨肿瘤患
儿渴望的眼神，都十分心痛。他期盼孩子们能
恢复健康，重新奔跑。

李记天痛下决心，积极投身于骨肿瘤的早
诊、早治研究。他结合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骨
伤专科优势，创新中医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
中医肿瘤诊疗模式，潜心研发骨肿瘤早期诊断
的试剂盒，以提升骨肿瘤的早期诊断率。

“在坚持守正的基础上力求出新，是未来中
医药发展的方向。我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
医，提升中医药科技创新水平，让更多的患者享
受中医药带来的福祉。”对于自己的科研之路，
李记天信心满满。

和李记天一样主动担当的青年医师，在河
南省卫生健康系统还有很多，宗庆华就是其中
之一。

“不是在手术，就是在准备手术的路上。”这
是郑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宗庆华
的工作常态。从医12年，最令他开心的事就是
看着患者康复出院。在采访中，内敛的他没有
过多言语，但柜子里一摞摞荣誉证书已经说明
了一切。

2018 年年初，郑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引进了微球囊压迫术，以更加微创的方式帮
助患者解除痛苦。作为此项术式的重点培养
对象，宗庆华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手术越做
越精湛，众多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三叉神经
痛患者慕名前来，其中手术年龄最大的患者
97岁。

谈到传承，宗庆华最想对年轻医师说的就
是“认真”二字。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人体的

‘司令部’，稍有不慎，轻则功能障碍，重则危及
生命。必须时刻保持敬畏之心，做到严谨、严
格。”

急救工作，重点就是“急”和“救”。急救人
员的每一次冲锋，都是与死神赛跑，其中少不了
年轻医师的身影。

8月 15日，郑州人民医院东院区急诊科平
静而有序。科室主任高建凯像平时一样，在科
室里巡视工作。作为在急救战线工作了 13年
的“急救老兵”，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
影。不管是支援武汉抗疫还是抗洪救灾，高建
凯都首当其冲。

“我是一名党员，是一名医生，在患者需要
的时候，就要勇往直前。”说起自己的选择，高建
凯目光坚定。

中国医师节，也是乡村医生的节日。
“守乡村、护健康，是咱们的责任。”在采访中，一些乡

村医生用质朴的语言，讲述着自己在基层卫生工作中的坚
守与传承。

家中三代乡村医生
村里谁有头疼脑热都找他

“村里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冯政伟，他的电话就是
我们村的‘120’。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大半夜，一
个电话，他就来了，从不嫌麻烦。”一提起乡村医生冯政伟，
洛阳市伊川县鸦岭镇黑羊村的村民纷纷称赞。

冯政伟一家三代都是乡村医生。他的父亲冯虎生曾
在黑羊村行医 45年。“从小耳濡目染，很小的时候我就想
当医生。”冯政伟说，小时候，半夜经常会被“咣咣咣”的敲
门声惊醒，他就知道父亲又该出门看病了。“当时不理解，
现在我也是一名乡村医生了，很认同父亲的做法，也很佩
服父亲这么多年的坚持。”冯政伟说。

从父亲身上，冯政伟学会了24小时随叫随到，学会了
救治急诊患者时的准确把握与果敢，继承了父亲降低收费
标准、尽全力服务乡村患者的医德医风。

2009年的一个雪夜，睡梦中的冯政伟被一阵电话铃声
惊醒。村民秦俊华在电话中紧急求救：“政伟，你杨大娘晕
倒了，躺在地上不能动，你赶紧来。”冯政伟一边询问患者
病情，一边穿衣出门。门外，白雪早已埋住道路，一脚踩下
去雪已及膝，冯政伟就沿着崎岖的山路，踉踉跄跄地走到
秦俊华家中。查看病情后，冯政伟怀疑杨大娘是煤气中
毒，果断进行抢救。突然，秦俊华也歪倒在地上。冯政伟
二话不说，赶紧扶起秦俊华展开治疗。在雪夜里，汗水浸
湿了冯政伟的衣衫。

事后，秦俊华眼含热泪，说：“政伟，多亏有你，你就是
我们的救命恩人啊！”村民的需要与信任更加坚定了冯政
伟扎根基层的决心。

黑羊村距县城25公里，全村652户、3200多名村民，散
居在前村、后村、寨上、北沟4个自然村中。复杂的村情村
貌，散居的村民，给乡村医生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来，在冯政伟的努
力下，全村无一例麻疹病例，无一例常住高血压患者因患
脑血栓而形成偏瘫。冯政伟对全村 248名高血压患者、51
名糖尿病患者的综合管理，做到了档案完备、检查和预防
记录详细、患者签字认真工整。他把这项工作做到了全镇
领先。

如今，冯政伟的父亲已经退休，冯政伟的儿子冯壮壮
又接过了接力棒。

“当乡村医生压力很大，时间还不自由，但只要黑羊村
这一方百姓需要我，我就会带着儿子一直坚守在这儿。”冯
政伟说。

服务村民50年
在基层传承中医药技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缺医少药，田垄上的“赤脚医
生”是那个年代最显著的医者标签，他们用中医药守护了
一代又一代人。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善堂镇徐家村的徐东升就是一位
善用中医药的乡村医生。今年 69 岁的徐东升行医近 50
年，凭借家传的中医药技术和所学的现代医学知识，服务

十里八乡的患者（1里=500米）。
“俺奶奶是一位铃医，她曾背着药箱、手摇串铃，在大

街小巷奔走，为百姓医治疾病。这是我对医生的最初印
象。”徐东升年少时，行医的祖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忆起祖母，徐东升提到了一件小事：祖母用中药治
好一个患荨麻疹的年轻人。事后，这个年轻人给祖母送来
了两斤粮票（1斤=500克）、20元钱和两盒饼干，以表达感
激之情，祖母再三推辞后只留下了饼干。这件小事只是祖
母行医生涯中的一个小善举，却让徐东升认识到，医生是
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以后要学点儿本事，能帮助人，也
能受人尊敬。”祖母的话让徐东升在年幼时就坚定了学医
的想法。

1976年，徐东升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学习家传中草药
知识，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当时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也
不便利，徐东升为了给村民看病，不分白天黑夜，村民随叫
随到，几十年间骑坏了4辆自行车和4辆电动自行车。

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徐东升对中医药治疗慢性病有
了自己的心得，来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用西药
多，现在用中药多。中医药不仅有效，而且经济安全。”徐
东升说，他现在的心愿就是能有更多人了解中医药，不断
把中医药发扬光大，为更多人服务。

与徐东升的经历类似，70岁的固始县郭陆滩镇东元村
卫生室乡村医生马典坤，也在乡村服务了 50年。“老百姓
对俺好，俺不能抛弃他们啊，要一直扎根农村，服务好村
民。”马典坤用纯朴的话语，解释自己 70岁还在乡村坚守
的原因。

马典坤说，他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对中医药有着浓
厚的兴趣，经常在村卫生室看父亲为村民把脉、针灸。于
是，他不断学习，如愿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开始用中医药为
村民治疗慢性胃病、风湿病、肝炎等。

在诊疗过程中，马典坤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
治疗方式，通过“望、闻、问、切”为村民进行中医药治疗。
据马典坤回忆，曾有一名在广东打工的 30多岁男性肝炎
患者，花了很多钱病情都没有缓解，听说马典坤是治肝炎
的“能手”，他便选择回老家找马典坤治病。

“患者来时面色蜡黄，病情严重。我用中西医结合的
方法为他治病，很快病情就缓解了。我为他节省了一大笔
医药费，他们一家都很感激，还给我送来了锦旗。”马典坤
回忆道。

扎根乡村50年，马典坤成了乡亲们口中“20块一服中
药就能药到病除”的良心医生。现在，在马典坤的熏陶下，
他的4个孩子都选择了学医。他所在村卫生室里的3名医
生，分别是他和他的二女儿、二女婿。

“我常对孩子们说，不论有多大成就，都不要忘了我们
的根在乡村、在中医药。如果有一天我干不动了，你们要
留下，守住村卫生室、传承中医药技术，守护好乡亲们的健
康。”马典坤说。

投身公益事业
她们还是村里的“热心肠”

77岁的滑县留固镇程新庄村乡村医生王竹梅，除了为
村里的乡亲们提供医疗服务外，20余年间，她还义务或补
贴供养了 600余位农村老人。“比亲人还亲。”这是王竹梅
经常听到的话。

“我出身于中医世家。刚学医时，父亲就告诫我‘金钱

如粪土，名誉值千金’。”王竹梅说，1971年，她开始坐诊，前
5年看病抓药不收钱，全靠父亲支持诊疗费用。

20世纪90年代末，王竹梅家附近有两位孤寡老人，老
人不会做饭，又没人照料，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到了饭点，
他们常端着碗来家里，靠在门口，说想喝点儿水。”王竹梅
告诉记者，实际上，他们是饿了，却又不好意思张口。于
是，她就招呼两位老人进屋吃饭。“当时农村没有敬老院，
我想，如果把这些老人聚到一块，有人给他们做饭吃，那该
多好。”

说干就干，王竹梅在自家门前支起了饭摊，张罗村里
几位孤寡老人的饭食。“王大夫供养孤寡老人”的消息随着
十里八乡前来看病的乡亲传播开来，其他村庄的孤寡老人
也想来“投靠”王竹梅。

自 2002年起，王竹梅“建一座敬老院”的念头愈发强
烈。她租下村里的废弃砖瓦厂，决定建一所医养结合医
院，用医院的收入养敬老院的老人。经过一年多奔波，王
竹梅借了100余万元。“就是去要饭，我也先给老人吃。”王
竹梅信心十足。

2004年，滑县康太福利医院正式成立，内设养老中心。
“就是想让孤寡老人老有所养。”王竹梅说，2004年-2018年，
先后有400多位老人得到妥善照料，她还为60位孤寡老人
养老送终。

如今，年过七旬的王竹梅短发齐耳，穿上白大褂，显
得神采奕奕。坐诊时，她总是轻声细语；照料老人时，她
把脉问诊、嘘寒问暖、加油鼓劲，有说不完的话。

和王竹梅一样，焦作市武陟县詹店镇何营村第二卫
生室乡村医生秦桂香，也选择了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2001年，秦桂香成为一名乡村医生。“我比较喜欢跟小
孩儿接触。给孩子们解除病痛后，家长的满脸笑容让我很
有成就感！”秦桂香说，喜欢孩子的她选择专攻儿科急症，
多年的积累让她有了不少“拥护者”，村子里还有一家五代
人都找她看病的。

除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乡村医生，秦桂香还是热心公
益的应急救援协会会员，乡亲们亲切地称赞她“真是热心
肠”！

2021年7月，秦桂香曾以武陟县应急救援协会救援队
医生的身份两次到新乡灾区救援，为当地群众和救援人员
提供医疗救助。“我们经过商量，确定了分工和物资准备工
作。我除了捐款外，还需要准备急救的常用药品和器械。
在救灾现场，很多救援人员有外伤、烫伤，还有被水泡得长
了湿疹，他们都顾不上处理，我在现场帮助他们进行紧急
处置，可有效缓解病情。”秦桂香介绍道。

自 2022年以来，秦桂香还通过武陟县应急救援协会
参与了两次防汛应急演练，进行了一次溺水应急救援演
练。“现在正是汛期，防洪防汛工作很重要，防溺水工作
也很重要。演练我不能缺席，这是一次练兵。”秦桂香
说。在演练现场，秦桂香和队员们一起按照预案进行演
练，作为一名队医，她不仅需要参与常规救援，还要随时
处置队员们的外伤和中暑等情况。

“乡村医生属于专业的卫生技术人员，公共卫生、公益
救援等工作需要我们加入。为患者治病是我的本职工作，
参与公益事业是我很想帮助别人的具体体现。我想用自
己微小的力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秦桂香这样讲述
自己投身公益事业的初衷。

（侯林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医师法》于2021年8月20日颁布，自2022
年 3月 1日起施行。《医师法》实施之前，有的医
生遭遇医疗纠纷和“医闹”，甚至要“冒着生命危
险”治病救人；《医师法》实施之后，“医师依法执
业受法律保护，医师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
侵犯”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医师法》为新时代医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医师们纷纷表示，有
了《医师法》的护佑，更有尊严、职业荣誉感和
安全感，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为人民健康
服务……

医患关系更和谐了

今年 75岁的冯周琴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医师。1970年，冯周琴从北京医学
院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

冯周琴1979年考取神经病学硕士研究生，
在1982年毕业后，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工作。

“我读大学时，国家就号召‘为祖国健康工
作 50年’。这也是我的目标。2020年，我实现
了这个目标。”冯周琴说，“因为我是河南省人民
医院第一位神经内科硕士研究生，经常应邀到
各地会诊疑难和重症患者，再加上我工作时间
比较长，所以对《医师法》实施前后的变化印象
深刻。”

在《医师法》实施之前，冯周琴到全省各级
医院会诊疑难和重症患者时经常会看到有些
医院出现医疗纠纷甚至“医闹”事件。有时，冯
周琴还需要充当“灭火队员”或“调停人”的角
色。

《医师法》实施之后，医患关系更和谐
了。这是因为《医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禁
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阻碍医师依法执业，干
扰医师正常工作、生活；禁止通过侮辱、诽谤、
威胁、殴打等方式，侵犯医师的人格尊严、人
身安全”；第六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阻碍
医师依法执业，干扰医师正常工作、生活，或
者通过侮辱、诽谤、威胁、殴打等方式，侵犯医
师人格尊严、人身安全，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六十三条
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这些规定震慑了社会上个别不法之徒，
使他们在决定参与和实施‘医闹’行为时有所
顾忌。在医师队伍服务水平和技术水平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知法守法意识不断增强、个别

‘医闹’知难而退的大环境下，现在我们的医疗
秩序、医疗环境和医疗质量普遍有所提高。这
都是《医师法》颁布和实施所带来的新气象。”
冯周琴说，“对我个人来说，不管身处哪种环
境，做一名好医生，好好为大家看病的心从来
没有变过，也永远不会变。现在有《医师法》的
保护，我又有了新目标——再为祖国努力工作

20年。”

职业荣誉感更强了

虽然没有冯周琴那么长的工作时间，但是
今年 40岁的薛金虎谈起《医师法》实施之后的
变化，也感觉“职业荣誉感更强了，干劲儿更足
了”。

1982 年出生的薛金虎是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麻醉科医生。他认为，《医师法》保障了
医师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对医师的尊重和对其
社会贡献的肯定。

“‘保障医师合法权益’是《医师法》开篇
的第一句话，体现出国家对医师权益的重视
和保护。这让我们体会到了职业荣誉感，激
励着我们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提供更高质量
的服务。”薛金虎说，“《医师法》专门增设‘保
障措施’一章，对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层面
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的务实举措进行了总结
提炼，上升为法律制度。同时，《医师法》强
化了‘医闹’入刑的法律规定，可以让我们以
更饱满的精神状态心无旁骛地为人民健康
服务。”

在薛金虎看来，《医师法》还让医师更“放
心”地救人了。近年来，一些医生在飞机、高
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救人，用行动践行了“生
命至上”，但事后遭人索赔的极端案例也偶有
发生。这让医生碰到危急情况实施急救时，
内心多少有点儿忐忑。对此，《医师法》第二
十七条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
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自
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
责任。”

“这项规定为医者仁心提供了法律保护，免
除了广大医师的后顾之忧，可以让更多的生命
获得及时救助。”薛金虎说，“类似的亮点还有很
多。我们在《医师法》的保护下，一定会牢记从
业的初心使命，用温暖的人文关怀、精湛的专业
技能，为群众更好地服务。”

漯河市临颍县瓦店镇魏墩村卫生所乡村
医生薛小伟也有同感。《医师法》实施之前，他
时常从网络上看到有些医疗机构出现“医闹”
和暴力伤医事件，严重影响医患关系和正常的
就医秩序。

“医生没有尊严，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严重
影响了我们学医和行医的积极性。《医师法》给
予我们法律保护，让我们从业更有安全感和自
豪感。”薛小伟说。

未来更有奔头了

邢冉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产
科副主任，目前正在海南抗疫一线支援。

“今年这个医师节很特殊，我们在海南抗疫
一线，深深感受到了海南人民对我们医务人员

的尊重和贴心照顾，我感觉职业荣誉感更强了，
我为我是医生感到骄傲。”邢冉说。

据邢冉介绍，海南当地政府十分贴心，大到
住宿和通勤问题，小到饮食习惯，都会征求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海南人民看到医务人员的辛勤
付出，还专门送来特色椰汁等。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我们在罗驿村
检测时已经晚上 8时左右了，当地的村支书专
门用自家的鸡做了白切鸡给我们送来。我们十
分感动，感觉再苦也是值得的。”邢冉说。

在海南抗疫一线支援期间，邢冉通过了解
当地基层医疗技术水平并结合自己工作经历，
认为《医师法》注重补齐基层紧缺专业短板的规
定十分及时。

《医师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执业医师晋升
为副高级技术职称的，应当有累计一年以上在
县级以下或者对口支援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
疗卫生服务的经历；晋升副高级技术职称后，在
县级以下或者对口支援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
疗卫生服务，累计一年以上的，同等条件下优先
晋升正高级技术职称。”

邢冉说：“作为一个下乡扶贫一年的医生，
我深知基层医疗资源紧缺和老百姓看病难问
题。目前，国家正在加大基层医疗机构投资力
度，但高层次的医学专业人才不是一朝一夕可
以培养出来的，这就造成基层医院‘空有武器
无人会用’的尴尬局面，当时我去支援的医院
微创手术基本是零，经过我一年的带教，目前可
以开展基本的手术，但距离满足群众需求还远
远不够，需要长期扶持。《医师法》的相关规定很
好地解决了目前基层缺乏高层次医学人才的问
题。”

同时，薛小伟也说，一直以来，在临床诊
疗过程中，中医与西医的诊疗范围是医生与
卫生执法部门比较纠结的问题：西医临床类
别的医师能不能使用中医药，而中医类别的
医师又能不能安排在临床内科、外科工作。
这次《医师法》对于这一争议进行了明确回
应。

《医师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中医、中
西医结合医师可以在医疗机构中的中医科、
中西医结合科或者其他临床科室按照注册的
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医师经相关专业
培训和考核合格，可以增加执业范围。法律、
行政法规对医师从事特定范围执业活动的资
质条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经考试取得医
师资格的中医医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培
训和考核合格，在执业活动中可以采用与其
专业相关的西医药技术方法。西医医师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经培训和考核合格，在执业活
动中可以采用与其专业相关的中医药技术方
法。”

薛小伟说：“我们村卫生室年门诊量有1万
多人次，大多数是找我做中医理疗的。我觉得
以后更有奔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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