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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是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守护人，承

担着农村地区大部分医疗照护责任和公共卫生服

务责任。他们长期扎根在农村，风里来雨里去，为

乡亲们防病治病。“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完善

城乡医疗服务网络”。基层医疗条件怎么样？乡

村医生的工作状况如何？解决农村百姓看病难，

乡村医生还面临哪些问题？记者日前走进北京郊

区，进行了体验采访。

“村卫生室变样了”

从北京城区前往怀柔区杨宋镇太平庄村，走

高速，大约需要一个小时。一路向北，路边的密林

多起来，车流渐渐稀少，冬日里显得有些萧索。

太平庄村卫生室很好找，一间平房，在村子

的中部位置。上午 9 点，这里已有不少村民在问

诊。低马尾、白大褂、套着件羽绒背心，干了 40 多

年村医的马爱民正忙个不停。

“上午八九点钟，一般是村卫生室一天中人最

多的时候。”马爱民爱笑，言语中透着北方人的爽

利。眼前，两三位老人拿了药后，正排着队等待量

血压、测血糖；旁边的理疗室里，一名村民正在进

行理疗。

几位来看病的老人说起卫生室，不住夸赞：

“马大夫在这很多年了，头疼脑热的都找她。”“现

在看病，在市区的医院开了药，后续的护理治疗来

卫生室就行，特别方便。”

正说着，77 岁的席奶奶蹒跚着走进屋，“马大

夫，我这脚上贴膏药过敏，来找您换药。”

“好嘞，咱到诊室看看。”马爱民给排队的老人

量完血压，带着席奶奶走进了诊室，细心地帮奶奶

脱下袜子。

“还麻烦您帮我脱袜子。”席奶奶有些不好意

思，“我这腿，之前置换过关节，天一冷，穿厚了就

弯不下腰。”“这有啥，早些年去村民家里，还帮他

们烙过饼呢。”马大夫笑着说。

“不碍事，伤口已经好多了。”消毒、换药、包扎

纱布，马爱民不慌不忙，每个步骤都很仔细。

忙过一阵，人渐渐少了，马爱民才得空坐下。

“村里常住人口大约有 1500 人，其中老年人有 300
多人。”马爱民说，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太平庄村

人。1977 年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村里当村医，这

么一晃，就 40 多年了。

现 在 ，村 卫 生 室 常 驻 的 是 马 爱 民 和 盛 金 兰

两位大夫。两人一起为村民们提供各种医疗服

务，除了给村民看病，还要提供体检、协助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村卫生室变样了，过去只有一间小小的屋

子，现在的卫生室面积扩大了一倍。”马爱民见证

了村卫生室的变迁。2021 年 4 月，政府部门出资

改扩建后的新卫生室投入使用，不仅面积扩大，

还新增了红外线治疗仪，为村民提供拔罐、艾灸

等中医保健服务。“旁边还建起了老年驿站，以后

老人来活动活动也方便。”

“争取做到小病不出村”

尽管离北京城区不算远，但过去交通不便，土

路坑坑洼洼，也没有公交车，村民们出去看病不方

便，有啥病都第一时间找村医。这间小小的卫生

室，护佑着整个村庄的生命线。

马爱民回忆，村医生涯中也经历过一些“惊心

动魄”的时刻：10 多年前的一天夜里，下着大雪，

在村内务工的一位农民工来家里敲门。听诊后，

她怀疑这位农民工可能患有心肌梗死，立刻帮他

找来了出租车，和爱人一起将患者抬上车送到怀

柔医院的急诊科。急诊医生诊疗后，都捏了一把

汗，说如果再晚来一会儿就不行了。

现在，这样的急事少了。“村里铺了路，三四

公里外的镇卫生院就能出 120 急救车，急病、大

病还是要去镇里和市区。”马爱民说，村卫生室更

多承担起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工作，诊疗也更加规范。“争取做到小病不出村。”

吃过午饭，下午 2 点，马爱民按照约定去村民

家里，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测量血压。走在村里，记

者不由得佩服起马爱民的记忆力。这户人家有什

么基础性疾病，那户人家的老人去哪儿看的病、什

么时候该上门量血压，她全都了然于心。

“不少老人有高血压和糖尿病，需要定期检

查，如果发现新增的高血压患者也要及时记录。”

马爱民告诉记者，村卫生室协助镇卫生院为村里

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一些老人行动不便，她就得

时不时地往村民家里跑。

每年一次的体检也是件重要事儿。“以前村里

老人都很少体检。”马爱民说，最开始通过村里的

大喇叭一遍遍通知，还要挨家挨户去宣传。现在

让她欣慰的是，村里老人对体检的积极性高了，更

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

“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
得心里装着村民”

太平庄村的卫生室，虽是翻新重建，但还是能

看出不少历史的痕迹。

药房的药品柜上，摆着老式算盘；一旁的柜子

里，还放着马爱民 40 多年前买的出诊包，包边已

经泛黄；一部分村民的就诊记录仍是纸质版。

尽管如此，马爱民也学会了使用家庭医生签

约系统、日常的学习培训系统等。“当医生嘛，学习

是无止境的。”她说，在乡村当医生，相当于是全科

医生，专业知识、系统操作、防控知识都要学。

每年，马爱民都要参加卫生系统组织的大大

小小的培训。2004 年，她考取了北京市第一届乡

村医生中专班，并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社区医学

的毕业证书。她通过对医疗技术的不断研究和学

习，给村民减少了不少医疗费用。

马爱民说：“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得心里装

着村民。”遇到老人记性不好，要吃什么药、怎么

吃、注意事项，就得有耐心、一遍遍地嘱咐。马爱

民电话不离身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虽然从家

走到村卫生室只有四五分钟的路程，她仍然每天

骑着自行车来上班：“万一村民有事给你打电话，

要上村民家里去，骑个车快！”

“ 在 这 个 岗 位 上 干 习 惯 了 ，如 果 需 要 ，就 会

继续干下去。”马爱民说，现在就是希望更多年

轻 人 加 入 乡 村 医 生 的 队 伍 。“ 我 们 总 有 干 不 动

的时候，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业务能力也强，

有了他们的补充，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肯定会

更好。”

本报记者走进北京郊区，体验乡村医生工作

当好村民的健康守护人
本报记者 杨彦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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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少 网 友 都 有 过 类 似

经 历 ：在 工 作 或 生 活 中 ，经

常 需 要 将 视 频 文 件 从 网 盘

中下载到电脑上，越急用下

载 速 度 越 慢 ，但 是 开 个 会

员，就能大大提速。对非会

员下载速率进行限制，这种

现象被业内称之为“网盘限

速”。笔者最近就遭遇了几

次，时长约 4 分钟的视频，正

常下载显示时间需要 20 分

钟左右；开了会员之后，几

秒就下载完成。

随 着 我 国 加 速 进 入 信

息化社会，移动互联网和智

能设备日益普及，很多网友

都习惯将文件资料、照片视

频 等 个 人 数 据 资 产 存 储 到

网 盘 。 工 作 中 的 一 些 视 频

传输，人们也习惯了通过网

盘分享。然而，在用户需求

不断增长的同时，“网盘限

速”问题也随之出现，大大

影响了使用体验，给用户带

来困扰。

“ 网 盘 限 速 ”虽 是 小 问

题，却事关广大互联网用户

使 用 网 络 服 务 的 获 得 感 。

近年来，我国 5G 和千兆光网建设加速推进，网络接

入速率快速提升，却在落地应用中遭遇网盘限速，用

户体验速率不增反降。破解网盘限速、破除网速瓶

颈，不仅有助于巩固网络提速降费的工作成效，从长

远看，还有利于信息通信服务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仔细分析“网盘限速”问题的成因，不难发现，这

其中既有相关服务企业降本增收的客观需要，也暴

露出其盈利模式单一、创新动力不足的发展短板。

近年来，不断发展的网盘用户量带来人力、服务器、

带宽等运营成本大幅增长，一些网盘服务商开始试

水付费会员模式，通过在速率上做文章来倒逼用户

付费使用。单纯以限制速率的方式来发展付费用

户，短期来看，聚拢了会员，换取了利益；长远来看，

却影响了体验，丢失了人心，阻碍了企业更好地创新

发展。

事实上，保障用户使用体验和网盘服务企业可

持续发展，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相

关企业提供无差别速率服务，不仅可以改善用户使

用体验，也是突破现有单一发展模式、加快产品研发

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益尝试。不妨根据细分

用户推出创新产品，吸引更多用户主动使用，通过业

务模式创新来提升个人网盘服务业务的商业价值。

令人欣喜的是，有关部门和企业已经开始行动

起来。针对“网盘限速”问题，2021 年 11 月，工信部

部署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动，明确提出相

关企业应优化网盘类服务提供方式，确保上传下载

最低速率满足免费用户的基本下载需求。为进一步

保障用户权益，中国互联网协会组织国内主要网盘

企业签署《个人网盘服务业务用户体验保障自律公

约》。截至 2021 年底，8 家网盘企业均已提供“无差

别速率”产品，部分企业还为用户提供了扩容选项，

免费用户下载速率得到明显改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破解网盘限速的“一小

步”，也是信息通信服务质量提升的“一大步”。我们

期待，相关企业能够更加主动作为，不断提升用户使

用体验。相关部门和协会也应发挥引导监督作用，

畅通反馈渠道，及时受理并妥善处理用户的意见和

建议，将实实在在的倡议举措转化为真真切切的用

户感受，从“小碎步”到“大踏步”，提速提质信息服务

步伐，不断提升人民群众使用信息服务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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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职场人，每个人都可能遇见加班的情况。

但是加班费怎么算，很多读者还是不太清楚。一起

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怎么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应支付不低于工资

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

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200%的工资报酬；法定

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300%的

工资报酬。

以 2021 年国庆节为例，10 月 1 日至 3 日为法定

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不低于工

资的 300%支付加班工资报酬；10 月 4 日至 7 日为休

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先安排补休，

不能安排补休的，按不低于工资的 200%支付加班工

资报酬。

2021 年 8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人社部向社

会发布了 10 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明确

指出，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签订放弃加班工资的协

议是无效条款，不能据此拒绝向劳动者支付加班

费。此外，当劳动者能提供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时，即

使加班未被公司审批，依然可认定为加班，用人单位

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加班费，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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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验乡村医生的工作，记者还去了离市

区更远的门头沟区清水镇艾峪村。出了北京城，

后半程几乎都是山路。到了清水镇，再换车去村

里，还要走 20 多分钟的盘山路。 58 岁的乡村医

生韩进勇，每日都奔波在这盘山路上。由于地处

偏远，艾峪村原来并没有乡村医生，2018 年才建

成卫生室，韩进勇以派驻的形式来到村里，解决

了村民们日常的看病需求。

无 论 是 太 平 庄 村 的 马 爱 民 医 生 ，还 是 艾 峪

村的韩进勇医生，从他们身上，记者看到了全国

无数乡村医生的身影。采访中，记者真切感受

到，常年驻在村里，乡村医生与村民的距离更近、

接 触 更 多 ，往 往 随 叫 随 到 ，设 身 处 地 为 村 民 考

虑。正是无数这样的乡村医生，扎根基层，守护

着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也筑起了健康中国的

基石。

近 年 来 ，我 国 不 断 提 高 乡 村 医 生 的 待 遇 水

平，新建、改造一批标准化村卫生室、定向培养乡

村医生，村卫生室作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三级网

络的“网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采访中，老

村医往往担心，自己要是退休了，新的年轻医生

能来吗？来了能留得下吗？尤其在偏远山区，生

活便利、子女教育等都是年轻人要考虑的因素。

据统计，我国 70 多万名乡村医生，平均每人

要为 600 多名村民提供健康服务。当前，乡村医

生队伍仍然存在优质人才缺乏、人才结构老化的

问题。要留得住人才，需要切实关注乡村医生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

完善养老保险、职业规划和晋升机制等一系列配

套政策措施，加大人才激励力度。唯有如此，才

能不断激发乡村医生的积极性，更好满足农村居

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数据来源：2020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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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太平庄村村医马爱民（右）为席奶奶换药。

图②：太平庄村卫生室内的理疗室。

图③：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艾峪村村医韩进勇（左）上门为村民测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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