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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
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
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爱人利物之谓
仁。”疫情无情人有情。人的生命是最
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不会再
来。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
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
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
家。我们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

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作出这一决
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
的历史担当。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从出生仅
30多个小时的婴儿到 100多岁的老人，
从在华外国留学生到来华外国人员，

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人的生
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得到悉心呵
护。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

最好诠释！这是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
道德观念的最好体现！这也是中国人
民 敬 仰 生 命
的 人 文 精 神
的最好印证！

—— 摘 自
习近平在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
上 的 讲 话
（2020 年 9 月
8日）

老村医：
深山里的“QQ救护车”

“裴医生，你今天在哦！快帮我看看我这
个腰疼是怎么回事。”在百年关村，几乎没人
不认识老村医裴光鑫，他在这里当村医已经
50年了。记者见到他时，70岁的裴医生身穿
白大褂，正在村卫生室接诊，精神矍铄。空
闲时，裴医生打开了话匣子。

“原本我是个民办教师，看到农村缺医少
药，便弃教从医。”裴光鑫说，20 世纪 60 年
代末，他经过 3 个月培训就当上“赤脚医
生”，用方言讲，完全就是个“泥腿子”。

“赤脚医生”如何看病呢？裴光鑫伸出手
指比划道：“看病有‘三土’：土房、土药和
土医，吃药有‘四自’：自采、自种、自制和
自用，还加上一个针灸治疗。”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
院，一年活白干。”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农
民怕生病、病不起的真实写照。在裴光鑫行
医的早年间，村民们生病了，都是“小病
拖、大病磨，病重了还喝不上药”。村里医疗
条件有限，村医也只能在山里寻找一些草药
来为村民治病。

守护村民健康的担子不轻，为了当好村
医，裴光鑫没少付出努力。他向周边有名气
的医生求教，又到宜昌市学习了 5 年。时间
一长，裴光鑫在中医治疗方面积累了不少经
验，村民们都知道裴医生看病“拿得准”“治
得好”，许多人走几个小时山路来找他，裴光
鑫也经常背着药箱入户看病。

2008 年，裴光鑫买了一辆奇瑞 QQ 小轿
车。人们不解：裴医生家距离村卫生室不过
百米，走路就能上班，何必买车？裴光鑫想
的是，这样他下乡看病就方便了。

村里的贫困户严万美患高血压多年，裴
光鑫隔三岔五上门随访为她量血压，叮嘱用
药常识。如今，严万美的血压已经从 180 毫
米汞柱稳定降到了120毫米汞柱。

去年一天，宫颈癌手术化疗后在家休养
的严万美，忽然感到腹部剧痛。紧急关头，
严万美和家人第一时间想到裴医生。接到电
话后，裴光鑫立马开上私家车，带严万美赶
到县医院，又转送市医院，一刻不耽误地进
了手术室。

“不是裴医生不怕累送我，我怕是都活不
成命了。”多亏及时治疗，严万美的肠穿孔已
痊愈，提起这件事她仍感激不尽。

行医 50 年，村里哪一户哪个人有什么
病，谁家的媳妇什么时候到预产期，谁家的
孩子什么时候该接种何种疫苗，裴光鑫心里
都有一本账，明镜儿似的。三更半夜、冰天
雪地，裴光鑫24小时随时驱车出诊，护送救
助了20多名命悬一线的重急病村民。村民们
都说：“裴医生不仅医术厉害，还硬是把私家
车开成救护车。”

令裴光鑫欣慰的是，这些年政府的医疗
政策好、投入大，村民都买了医保，看病能
够按比例报销。如今，村卫生室有了诊疗
室、中药房和基本检查设备，还装上了远程
诊疗系统，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市里大专
家的诊疗服务。“小病不出村、大病需转
诊、急病要护送”，裴光鑫这样总结自己的

“行医经”。
不过，古稀之年的裴光鑫还有一桩“心

事”：这么多年来百年关村的村医就他一人，
10年前他就该退休了，哪天“超龄服役”的
他真看不动病了，镇卫生院路程又远，村子
里没有村医可怎么行？

“接班人”：
“留在村里有‘三好’”

老村医的担忧并不是个例。
几年前，宜昌市卫健委的调研显示，全

市乡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队伍老化、后继无人
的难题。

“五峰地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深
度贫困县，2019 年脱贫摘帽前，每 3 个贫困
人口中就有1个是因病致贫。”五峰卫健局负
责人介绍，作为农村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乡村医生服务能力较弱，队伍青黄不接，难

以满足村民的就医需求。
2014年，宜昌启动大学生村医定向委托

培养计划，在户籍所在地县市区的应届高中
毕业生 （含中职生） 中定向委托培养乡村医
生。根据计划，全日制 3 年的培养中，政府
每年补助 1 万元，免学费、补助生活费，对
毕业的委培大学生村医实行“县聘乡管村
用”，回当地村卫生室工作不低于5年，期满后
可在本县（市、区）范围内流动。百年关村的

“95后”小村医杨海燕就是这样上了岗。
杨海燕本是五峰县长乐坪镇菖蒲溪村

人，2015年高考后，她通过定向委培计划在
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就读，毕业
后又到五峰县人民医院进修培训，到2019年
3月，小海燕回到五峰县长乐坪镇，“飞”进
了百年关村卫生室。

扎一个利落的马尾，戴一副黑框眼镜，
23岁的杨海燕看起来稚气未脱，接诊时却非
常专业。

“您最近感觉怎么样？头晕不晕？我给您
量下血压，别紧张哦。”在村卫生室，杨海燕

熟练地为80岁的曾庆秀婆婆测量血压，还叮
嘱老人按时吃药、注意饮食、补充营养。

“小杨态度好、服务好，就跟自己的亲人
一样。”提到这名“村医丫头”，曾庆秀婆婆
竖起大拇指，“每次她上门看我，我都嘱咐她
骑摩托车小心点。”

原来，和裴医生一样，为方便出诊，
2019 年 5 月杨海燕就用头两个月的工资购买
了一辆摩托车。村里留守的老人多，杨海燕
隔三岔五就骑摩托车上门提供血糖、血压测
量等公共卫生服务，一并带去降压药等药
物，嘱咐老人按时服药。杨海燕说，一开始
她还不会骑摩托车，经常摔得青一块紫一
块，现在她已经是骑摩托的“高手”了。

76 岁的村民朱宏菊患有糖尿病、高血
压，因为两个儿子在外务工，长期以来，家
中只有她和儿媳妇及两个孙儿留守。山路不
便，田间农活又繁多，朱宏菊很少主动去村
卫生室体检就医，却也知道村里来了位大学
生村医。“我们跟海燕蛮熟，她人蛮好，经常
到屋里来为我量血压。”

69 岁的村民朱宏香提起杨海燕更是激
动：“那次突发脑梗，多亏杨医生及时赶到，
我才捡回一条命。”

原来，今年农历正月廿三晚上 10 点多，
朱宏香出现头晕、发抖等症状。正值疫情期
间，家人都在外地，朱宏香试着拨通了杨海
燕的手机。

“好，我马上到！”杨海燕二话没说，冒
雪赶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朱宏香家，鞋袜
都被雪水湿透。评估完病情，来不及歇口
气，杨海燕又搀扶着朱宏香一步步下山，转
诊到县医院。

一年多下来，杨海燕熟悉了村里大多数
村民的健康状况，也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她
感慨，“留在村里有‘三好’”。一是村民
们真诚朴素，大家待她像亲人一样温暖；
二是村医的工资待遇有保障，去年 7 月，
她考取了镇卫生院的编制，职业晋升还有
提升空间；三是有师傅一对一指导，专业
技能有长进，去年，她已顺利考取执业医
师助理资格证。

守村寨：
“像师傅那样扎根大山”

杨海燕口中的师傅，就是老村医裴光鑫。
五峰采取轮训、师带徒等方式，对大学

生村医进行全方位培训，只为年轻人能尽快
提升技能、独当一面。在百年关村，老村医
裴光鑫和大学生杨海燕结成了师徒。他带杨
海燕下村入户，到每家每户熟悉情况，尤其
是对一些患有慢性病的老人，裴医生都叮嘱
杨海燕要多加关注。

师傅倾囊相授，徒弟也积极奋进。尽管
杨海燕家距离百年关村卫生室只有 25 公里，
她半个月才回去一次。来村里一年多，杨海
燕已经学会开中药处方，“裴医生将中医方法
一遍遍地教我，我现在针灸、拔罐都会了。”

在师傅裴光鑫口中，这个徒弟很敬业：“小
杨医生工作踏实肯干、认真负责，还帮着把全
村的公共卫生资料整理到电脑里。”令师傅印
象最为深刻的是，杨海燕经常周末也不回家，
就留在村里加班学习，“她不是一到周五就跑
了，说明很安心在这里，真心为村民服务。”

杨海燕正在做的公共卫生资料整理，是
为每个家庭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与普通临床
医生不同，村医不仅要有临床医疗知识，还要
会基础护理、基本公共卫生管理、卫生防疫及
农村常见病治疗等，尤其是发挥信息化方面的
优势，前移疾病预防关口，将“以治病为中心”
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织密基层健康网。

大学生村医的到来，让裴光鑫的“心事”
终于了了。“现在好了，卫生室有人值班，另一
个人还可以上山出诊，而且我们俩是一老一
少、中西结合，合作得很好，山村卫生事业后继
有人了，可以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

按照“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目标，截
至目前，宜昌市已分批定向委培大学生村医
1275 人，毕业上岗 779 人。宜昌市政府还出
台了《宜昌市村卫生室人事管理办法》，明确
乡村医生的身份管理、收入待遇、养老保
障、职业发展、进退机制等，委培学生毕业
后乡村医生经招聘考核后纳入乡镇卫生院编
制内管理。实施乡村医生定向委托培养前
后，全市 35 岁以下村医占比由 11.5%上升到
27.5% ， 大 专 学 历 占 比 由 5.4% 上 升 到
31.83%，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人数占比由11.6%
上升到 19.8%。以大学生村医为突破口，宜
昌已为全市30多万农民建立了详细的电子健
康档案，为全市20多万老年慢性病患者签订
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在实施定向委托培养计划启动前三年，
宜昌市平均每年仅有 4 人进入乡村医生队
伍。如今，随着定向委培村医陆续毕业进入
村卫生室工作，超龄老村医可以有序安心退
出，乡村医生队伍逐步年轻化。此外，新进
的乡村医生都具备全日制医学大专学历，一
改过去低素质低水平的村医补充机制，有效
解决了村医后继无人、素质不高的难题，乡
村医生队伍走上职业化、专业化道路。

“将村医逐步由过去的半医半农人员，转
变为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是农村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的一大跨越，有利于补齐基层医疗服
务的短板。”宜昌市卫计委负责人说，到“十三
五”末，全市 1392 个行政村，每村都将有一名
大学生村医，履行全科医生、健康教育师和公
共卫生人员的职责，成为村民离不开的健康

“守护人”。
“现在我要发挥余热，带出一个村民满意

的徒弟，继续为大家服务，这样我就能安心
退休了。”裴光鑫这样规划未来。

记者问杨海燕，5 年服务期满后，有什
么打算？

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还是想留下来，像
师傅那样扎根大山。只要村民需要我，我就
一直为村民服务。”杨海燕的目标很明确：

“医生是一个很严肃的职业，不进步就会落
后。我要坚持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
平，争取在两
年后考到执业
医师证，胜任
村卫生室的工
作，也希望有
更多的年轻人
回村发展。”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

地处武陵山区的湖北宜昌百年关村两代村医接力守护村民健康——

村卫生室“飞”来大学生村医小“海燕”
本报记者 叶 子

“咳嗽不要命，但烟酒还是早戒早好哦。”
“您是害了‘富贵病’，以后可不能光吃大鱼大肉啦。”
“您去山上摘点金银花，当茶喝还消炎。”
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百年关村地处武陵

山连片特困地区，村卫生室门口伫立着两棵百岁有余的榆树。平
日里，看病的、过路的、闲叙的，经常三三两两聚在树下。

榆树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百年关村卫生室，里面不仅整洁
明亮、设施齐全，还有两位村民信赖的村医——行医50年的老中

医裴光鑫和23岁的大学生杨海燕。
正像这两株苍老粗壮的榆树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守望

着错落散居的山里人家一样，百年关村一老一少两代村医接力传
承、坚守岗位，守护着村民们的健康。

杨海燕骑行在行医路上。

裴光鑫 （右） 和杨海燕 （中） 一起为村民看病。

裴光鑫正在为村民配药。
（本版照片均为杨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