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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巴西大叔，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卡依木大夫，来嘛来嘛，先坐下来再说。”
6月14日晚，夜幕降临，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

县 （以下简称“塔县”） 瓦恰乡卫生院副院长卡依木·达
力来到昆玉孜村73岁的贫困户卡尔巴西·先比家中，回访
病情。一进门，卡尔巴西就迎了上来，两人盘膝而坐，
开始畅谈。

“卡尔巴西大叔，这次血压数很正常，小药箱里降压
药还有吧？”卡依木口中的小药箱，是塔县政府为每家每
户居民发放的，里面有各种常备药。说罢，卡依木收起
血压仪，熟练地打开了卡尔巴西家中的小药箱，开始更
替过期药品，增补常备药……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近年来，塔县各
级部门集中力量，深入推进健康扶贫力度。从拿药怕花
钱到治病全免费，从小病难出门到医生走上门，同卡尔
巴西一样，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群众都切身感
受到健康扶贫春风的阵阵暖意。

卡依木的电话成了当地农牧民的“120”

放大地图不难发现，塔县所在的帕米尔高原东麓，
恰好是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一众山脉的交错之
处。县境平均海拔 4000多米，高寒缺氧、风沙强劲，虽
有“云端上的县城”美誉，但过去一直都是集少、边、
穷于一体的深度贫困县。疾病则是横亘在塔县脱贫攻坚
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身为土生土长的塔吉克族本地郎，卡依木一直怀有
要为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助力的心愿。2016 年，从新疆医
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他拒绝了许多家条件更为
优渥的医院抛出的“橄榄枝”，毅然决然地回到瓦恰乡卫
生院工作。

牧民习惯游牧，从乡卫生院到最远的牧场，二三十
公里的山路，完全要靠双脚，光在路上就要耗费将近 10
个小时的时间，有时甚至还要露宿野外。

尽管基层医疗机构条件较为艰苦，但这难不倒卡依
木治病救人的赤子之心。4年间，卡依木扑下身子，徒步
走遍了瓦恰乡所有自然村和冬夏牧场，看大病、做检
查、送新药，乡里的家家户户都曾留有他的身影。“虽然
基层工作条件有限，但能回家为乡亲们看病，再苦再累
我也心甘情愿。”卡依木说。

2016 年，帕米尔高原上响起了“脱贫攻坚冲锋号”，塔
县党委、政府正式向压在几代农牧民肩上的“看病难”问题
宣战。

要想看好病，首先得能“看得上病”。走进瓦恰乡卫
生院大院，最吸引目光的，是紧靠在院墙下停着的一辆
辆摩托车。“这可是不亚于呼吸机的宝贝啊！”去年，县
政府为保障困难群众能及时就医，特意为各乡镇卫生院
医生配备了一批摩托车代步。“有了这些宝贝，现在看病
路上花费的时间能比原来少一半咧！”卡依木笑着说道。

根据塔县卫健委的统筹指导，2018年，卡依木带领5
名同事自行组建了一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与4个村
子的贫困农牧民建立了契约服务关系。一旦有治疗需
要，病人只需一通电话，团队医生便会随叫随到。

也正是因为这一举措，卡尔巴西的性命得以挽救。
“卡依木医生，你快过来看看吧，卡尔巴西的血压又

高了，但家里没有降压药了……”2018 年 12 月的一天，
已是晚上 12 点多，卡尔巴西老伴儿在电话里传来的消
息，让已经入睡的卡依木困意全无。

“平时卡尔巴西家里都会放些降压药以备不时之需
的，但前一天降压药却刚好用完了。”来不及多想，卡依
木穿好衣服就往卫生院药房跑，冒着零下 20多摄氏度的
严寒，顶着寒风在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2个小时，等
赶到卡尔巴西家中时，卡依木的脸上已经被冷风刮得直
冒“肉疙瘩”。

顾不得暖手热身，卡依木立即开始了急救工作，喂药、
吸氧、听诊，一步不落，最终卡尔巴西得以转危为安。

自那以后，卡依木便每周都要去卡尔巴西家中“上

门服务”，不为别的，只为保证有充足的降压药放在其家
中。“感谢卡依木医生，是他为我的生活带来希望。”卡
尔巴西眼含热泪，拉着卡依木的手说道。

“卡依木，我在县医院住院的报销比例怎么算？”“卡
依木医生，我们家庭小药箱有些药不够了，你快来看看
吧！”……很长一段时间，卡依木的电话变成了当地农牧
民的“120”，凡事只要打给他，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医疗
问题。

现在，为了做好健康精准扶贫，医疗惠民政策宣
传、传染病防治知识讲解都已成为卡依木的常规“宣传
课”。截至目前，他一个人就已经发放了3000多份健康扶
贫宣传单，几乎覆盖到瓦恰乡的全部人口。

“农村基层卫生工作艰苦却光荣，扶贫工作的迫切性
使我更深刻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职责与使命。作为一名医
务人员，给群众看病是我为扶贫工作应尽的责任。”卡依
木的话掷地有声。

努克力冒着生命危险带去的药品，成
了农牧民心中的“圣物”

在瓦恰乡南侧的马尔洋乡，一栋显眼的二层小楼正
坐落在乡镇中心。小楼内，一排排药品、一套套医疗器
械、一间间功能室……这个医疗条件丰富的小楼便是马
尔洋乡去年新盖的卫生院。

“这几个红瓶药都是预防上火和感冒的，是冬天的常
用药。”此时，48岁的马尔洋乡卫生院门诊医生努克力·
达拉甫正在二楼会议室内为下辖村医进行培训指导。

“我们乡可以说是整个塔县最艰苦、最偏远的一个地
方。”面对记者，努克力打开了话匣子。

努克力告诉记者，马尔洋乡虽然仅下辖 4个行政村，
但却个个偏远难行。以最远的皮勒村为例，皮勒村村委
会距乡政府所在地有60公里。“那时山路多，没车子，来
乡里看病，都得找同村村民用担架抬着，一趟路往往要
走好几个小时。”

偏远贫困的现实环境吓退了一些医生，但努克力这
位塔吉克族汉子却不为所动。为给农牧民看病，翻山渡
水他都在所不惜。

无论去哪个村子，几十公里的河道与山路都是努克
力与同事们必须要面对的考验。夏天的河道仅有部分裸
露的河床可以落脚，河床上布满了硌脚的小石子，稍有
不慎就会跌落水中，冰冷的河水宛如针扎般刺痛肌肤。

但这是最糟糕的吗？当然不是。
“最糟糕的还是遇到洪水淹路。”面对湍急的山洪，

努克力只得爬上半山腰，在只能供一个人侧身攀行的悬
崖上挪步。“下面是湍急的洪水，头顶上又随时掉落碎
石，过去很多医生都曾在路上受过伤，甚至有的牺牲了
生命。”努克力说。

事实上，努克力冒着生命危险带去的药品，都是感
冒药、降压药等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常见药。“那个时
候，得了阑尾炎都有可能要人命。”努克力告诉记者，这
些在我们眼中看似寻常的药品，却是许多农牧民心中的

“圣物”。
随着健康扶贫工作的有序开展，帕米尔高原上的贫

困农牧民看到了重获新生的希望。互联网接通了，慢性
病患者在家就能沟通病情；柏油路修好了，医生问诊耗
时大幅缩短……

最让努克力高兴的，是马尔洋乡各辖村新建起的一
个个标准化卫生室。针对高血压、关节炎、心脏病等病
痛的 50 多种常备药摆放其中，B 超、心电监测仪等医疗

设备也均已配齐，如今遇到感冒发烧，农牧民不用出村
就能得到妥善医治。“我自己跋山涉水不怕，但是生病的
农牧民在路上万一遇到刮风下雨，病情肯定就加重了，
设施如此齐全的卫生室对他们来说真的很必要。”

但令努克力意想不到的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日新月
异反而为他增添了一些新“烦恼”。虽然身为一名医疗

“老兵”，对于互联网办公，努克力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
“新丁”。

“之前，因为我汉语水平不好，用电脑开药方，我都
得找别人帮忙。但国家现在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
件，我必须得努力跟得上形势才行，只有掌握现代化技
术，我才能更好为病人服务。”通过一年持续不断地练
习，努克力的汉语与计算机水平现已突飞猛进。

“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的党和国家”

每次接受采访前，塔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阿不都
哈力克·艾盖西都会主动将采访时间约在中午或晚上的休
息时间，他最常说的一句开场白是：“不好意思，刘记
者，上 （下） 午我又去检查下面卫生院 （室） 的工作情
况了。”

“为了啃下因病返贫、因病致贫这块硬骨头，我们现
在必须再加把劲儿，现在工作累点根本不算什么。”尽管
阿不都哈力克语气稍显疲惫，但听得出，这位塔吉克族
汉子参与健康扶贫的精气神却一点儿没松懈。

如何争取让塔县贫困群众少生病、不生病？近两
年，阿不都哈力克一直在通过加大重点疾病防控力度、
做好健康宣传工作来寻找答案。

“肺结核病人切忌随地吐痰，想咳嗽的时候一定要用
纸巾捂住嘴，千万不能对着周围人，否则会传染的。”每
次去各乡卫生院做结核病教育宣传工作，阿不都哈力克
都会跟患者耐心地讲解预防传染需要注意的事项。

若想真正守护好结核病防治的“最后一公里”，定期
开展结核病筛查必不可少。而根除结核病，关键在

“疗”“养”。
“结核病不可怕，只要到服药点按时按量吃药，两个

月后结核病就不再有传染性了。”在达布达尔乡卫生院，
热斯喀木村村民阿里甫·巴吉边听医生讲解，边连连点
头。他说，“自从被确诊为肺结核后，我一直很担心传染
给家人。自从来服药点吃过几次药后，我的症状越来越
轻了，相信很快就能彻底痊愈！”

根据阿不都哈力克介绍，除了在全县 12个乡镇设置
集中服药点，提供免费的结核病检查与治疗服务外，塔
县正全面推行“集中服药+营养早餐”的新诊疗模式。自
2019 年至今，塔县统一购置了多个消毒柜、冷藏柜与煮
蛋锅，共为 33例肺结核患者免费提供营养早餐，发放营
养餐费17075元。

为加强村医队伍建设，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基
础。新疆卫健委结合实际需求，通过“定向招生、定向
就业”方式，在2016至2018年间，定向为包括塔县在内
的多个贫困县培养了262名村医，并取得良好成效。

“我们塔县基层医疗机构的临床能力一直都比较薄
弱，人才短缺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这种‘定向招生、
定向就业’方式，不仅为当地解决了就业问题，还为我
们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阿不都哈力克说道。

2018年，塔县就委托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对50名孩子进
行免费医学生培养，去年这一培养人数又新增多至92个。

对于这批孩子，阿不都哈力克一直满怀期待。一有
空闲，他就会跑去学校看望孩子们，及时了解他们的学
习生活需求。“随着他们的成长，我们塔县基层医疗卫生
实力一定能得到增强，这些孩子就是我们全面健康脱贫
的希望。”阿不都哈力克对此深信不疑。

塔县的变化源于党的健康扶贫政策，正如努克力医
生所说：“我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把村医指导好。我经常给
他们和农牧民讲一讲，现在相对于以前的变化，好让他
们知道究竟以前看病有多么困难，现在的生活是多么来
之不易，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的党和国家。”

地处吕梁山区深处的山西省岢岚县，山大沟
深、坡陡地瘠。

道阻、家贫、病疾，紧紧捆绑住了这里的
乡亲。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赵家洼村王三女一家
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

年轻时，王三女就患上风湿性心脏病和高血
压，这些年又引发慢性支气管炎。雪上加霜的
是，前些年丈夫、儿子相继离世，儿媳妇也离
了家，患有残障的孙子、孙女只剩她一人独自
拉扯。

2017年6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
位特困户的家，安慰王三女好好生活，叮嘱当地

干部安排好她孙子和孙女的特殊教育。这份温
暖，让王三女铭记在心。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一脱贫路上的“拦
路虎”，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解决好的
问题。

在岢岚县考察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太原主
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要求对因
病致贫群众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
等帮扶力度。

如今，随着整村搬迁，王三女从土坯房搬进
了新楼房，经常有家庭医生上门送医送药。去
年，王三女住了两次医院，总费用8914.3元，自
己只花了525.77元。

岢岚县医疗保障局局长程富生说，近两年
来，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提出的要求，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今年上半年住院 3967 人
次，总费用 2613.24 万元，通过“三保险、三救
助”报销补偿后，贫困户报销比例超过90%。

“三保险、三救助”，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
在山西考察工作后，山西省为化解因病致贫而实
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通过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报销等，实现对贫困人口看病
就医的兜底保障。

到 2018 年底，王三女一家三口成功脱贫。年
近 七 旬 的 她 由 衷 感 慨 ：

“赶上了好时代，是咱最
大的福气。”

——《全民健康，迈进美
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牵
挂的民生事之“病有所医”
篇》（新华社北京 2019 年 8
月 9日电）

史 万 林 1953 年 生 于 榆 林 市 ，
1966 年插队到农村，有过 18 年的知
青生活。1984 年回城在榆林市皮革
总厂参加工作，1997 被评为陕西省
劳动模范。

退休后的史万林一直不忘劳动致
富，对制作豆腐的工艺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豆腐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食
品，榆林豆腐更是因为其在传统制作
过程中的精湛技艺而闻名。于是，史
万林在榆林市开了一家豆腐坊，凭着
自己的钻研和实践，生产出来的豆腐
深受老百姓的青睐和喜欢。

2012 年，史万林为拓展业务，
把在榆林制作豆腐的技术和经验带到
了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并成立了红

福来豆制品有限公司，解决了 20 人
的 就 业 问 题 ， 用 当 地 大 罗 山 海 拔
2630 米的泉水成功研制出了品牌为

“阿玉福”的清真豆腐，深受当地老
百姓的喜欢，被政府定为专供红寺
堡 3 万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定点
公司。

2016 年，史万林在榆林定边县
研制成功榆林工艺酸浆点豆腐，并生
产销售，解决了当地 10 人就业，让
榆林定边县消费者在本县就能吃到美
味可口的榆林工艺豆腐。

2017 年，史万林听说延安梁家
河村有一口知青井，水质很好，他
和儿子史海兵一起到梁家河村拜访
了老书记梁玉明，并将自己想用梁

家河知青井水研制豆腐的想法告诉
了他，梁书记说：“你能来梁家河制
作豆腐，这是好事，我们欢迎，榆
林豆腐也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知
青井水我们拿到北京化验过，水质
很好。”离开梁家河时，他们用塑料
桶装了约十斤重的水，带回到定边
县，用绿豆和小米做米汤研制豆腐

后，对水的质量心中有数了。
2018年5月，他第二次来到梁家

河，对研制榆林豆腐进一步扩大试
验，用车拉了 20 桶 50 斤当地的井
水，往返700多公里到定边县研制基
地，做出来的豆腐，他的员工都说有
香味，口感好，颜色也好看，他心中
更有了 80%的把握。同年 12 月，他

把研制的设备拉到了梁家河，进行现
场试验。原村委老书记石春阳夸赞
说：“我们村来了个榆林老汉，用梁
家 河 知 青 井 水 制 作 的 豆 腐 就 是 好
吃。”榆林塞上饭庄老师傅、中国豆
腐宴金奖获得者史双鱼先生也曾评价
史万林研制的豆腐，“色美，味香，
榆林一绝”。

2019 年 3 月，经与梁家河村委
会 协 商 ， 研 制 的 豆 腐 品 牌 为 “ 梁
榆情”。现任书记巩保雄还对豆腐
包 装 的 图 案 给 了 好 的 建 议 。 史 万
林 这 么 做 的 目 的 有 两 个 ， 一 是 能
让 全 国 各 地 更 多 游 客 品 尝 到 “ 梁
榆 情 ” 美 味 豆 腐 ； 二 是 把 陕 北 豆
腐 文 化 更 广 泛 地 传 播 出 去 ， 并 建

立一个学习培训基地，带动老区人
民 和 更 多 的 人 勤 劳 致 富 。 史 万 林
说：“作为一名陕北人，应该为老区
人民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只有民
族的，才是世界的。”

2020 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在村委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扩建项目逐步推进。特别是村委王
新艳主任将自己承包的土地用来修
建 600 平方米的厂房。史万林说：

“预计今年冬季投入试生产，学习培
训基地也正在筹备中。下一步，计
划用自己的豆腐坊带动更多的人脱
贫致富，让小产业释放大动能，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决战全面小康做
出自己一点贡献。”

用健康扶贫赶走脱贫“拦路虎”用健康扶贫赶走脱贫“拦路虎”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带不走的医疗队”带走了贫困
——新疆塔县乡镇卫生院健康扶贫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乐艺

老模范的新愿景——

让陕北豆腐香飘四方
张武昌

2019年12月，阿不都哈力克·艾盖西 （左一） 在宣传传染病
预防。

卡依木·达力 （右） 与村民进行家庭医生签约。卡依木·达力 （右） 与村民进行家庭医生签约。 努克力·达拉甫去往对病人进行随访的路上。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