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健康中国责编：熊 建 邮箱：bearjian@126.com

2023年6月13日 星期二

杨惠琪总是随身带着一个透明的
化妆包。

包里没有粉底和口红，而是装着
体温计、血压仪、听诊器，以及瓶瓶
罐罐的常用药。

作为贵州省龙里县观音村卫生室
的一名村医，20 岁出头的杨惠琪每
天都把头发扎在脑后，套上白大褂，
再提上这个当作“医药箱”的化妆包，
拐上梯田和油菜花地里的小路，给村
民做“健康监督”。

由于工作对象多是上了年纪的村
民，不少人耳背，这让她的问诊听起
来像在“嘶吼”：“喊你少吃点糖，听
到没得！”“喊你到卫生室来体检！”

“听不到撒？”
如今，新技术的春风吹进了大

山。杨惠琪会把村民的病症信息一条
条输给 AI，再等待着系统蹦出风险
判断和操作指示。有了这位 AI 村医
的加入，村民的健康得到了更好的
保障。

老村医迎来新同事

在杨惠琪来到观音村前，这里只
有一位村医——55 岁的方必勇。他
刚当村医的时候，卫生室就设在村里
一座老房子里，那里也是他的住所。

以前村里的路不好走，方必勇每
3 个月就要磨破一双解放鞋，有时还
要骑马上山。村里没有电视，许多医疗
保健的常识，村民们不知道。方必勇除
了看病，还要挨家挨户地科普，按时给
老人体检，给孩子打疫苗。有时，田间
地头都是方必勇的“诊室”。一次，一个
村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犯了急性肠胃
炎，拉肚子疼得起不来。方必勇听说
了，赶紧拿上药送了过去。

这间卫生室没有下班的点儿。半
夜、凌晨、天亮前，方必勇熟悉夜晚
每个时间段的敲门声。有一次半夜1
点，一个村民找到他，说家里的小孩
发高烧，请他快去看看。他们走了
15 公里山路。天太黑，方必勇滑到
沟里，手电筒碎了，脚也划破了，他
就用一块布条随便绑了一下。直到给
小孩看完病，他才发现，脚上的伤口
有七八公分长。

这间卫生室和三甲医院一样“全
面”。“我们要给村民打预防针、做婚
检、筛查慢性病。”方必勇说，“从管小
娃娃开始，一直管到死。”几十年来，他
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双脚丈量村庄，
用大脑和纸笔为每一位村民建档。

最近几年，变化多了。卫生室盖
了新楼，从里到外都亮堂堂的。村里
的农家乐一天能接待上千人次，以前
许多村民都去外地打工，现在“都是
外地来这打工”。

同事也不一样了。2002 年出生
的杨惠琪比方必勇的女儿还小。同
时，诊室里还来了一位沉默寡言却非
常“聪明”的电脑医生。

村医工作可不清闲

一开始，杨惠琪每天都想辞职。
她学的专业是农村医学，但是班

上的同学没人想到山沟里当村医。她
也不想当。但父母跟她说，村医是铁
饭碗，稳定、清闲，让她踏实工作。

来了之后，杨惠琪才发现这份工
作压根和清闲沾不上边。刚来时正值
新冠疫情，她每天都要值班、走访，
扯着嗓子给村民打电话；要在歪歪扭
扭、落差几米的狭窄山路上骑车；还
要在静得只听见昆虫声、狗叫声的夜
晚独自回家。山里冷，她试过很多款
靴子和保暖袜子，但“不管怎么穿脚
都是僵的”。

面对村民，两代村医的工作方式
不一样。有的村民不愿意配合，方必勇
就跟他们聊家常，温和地解释。而杨惠
琪更喜欢直接、高效的沟通。她喜欢

“朝九晚五”式的工作，总是在工作时
间上门，可村民往往都在四处忙活。

那会儿，杨惠琪觉得只有大医院
的医生才有机会救死扶伤，自己做的
事很小：就是给老人量个血糖、血
压，然后在小本子上记。如果老人血
压 高 ， 就 在 老 人 名 字 后 面 写 个

“高”，如果血糖高，就写个“糖”。

她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早做
完早休息”。杨惠琪喜欢美食，休息
日的时候看到想吃的火锅，第二天就
跟朋友约着一起去了重庆。

“新同事”有两把刷子

远程问诊的机器跟杨惠琪几乎同
时“入职”观音村卫生室——主体是一
块大大的屏幕，上面顶着一个摄像
头，里头装着相关软件。如果村医遇
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通过这位

“医生”连线到镇医院、县医院的专
家，请对方远程问诊。

学会跟这位“新同事”合作，是方
必勇的一个难题。他常常找不到跟专
家视频连线的入口，或者不会传输文
件，为此，他不得不向比自己小 35 岁
的杨惠琪请教。慢慢熟悉操作之后他
意识到，这座大山一般坚固、闭塞的村
庄，并没有被隔绝到数字化之外。

方必勇说，农村老人得慢性病
的多，比如肺气肿，由于容易引起心
衰，难以准确判断患者的用药剂量
以及是否需要住院。以往的纸质病
历 也 很 难 完 整 呈 现 患 者 的 过 往 病
史。有了 AI 辅诊和专家的远程帮助，

“能精细一点”。
不久前，村里一位 70 多岁的老

人疼得走不了路。方必勇现场视频连
线了县医院的专家医生，人家建议老
人去县医院做系统检查，最后的诊断
结果是肝癌。所幸发现及时，老人已
经住院接受治疗。“多亏了这些新方
法，放在以前，恐怕就耽误了。”方
必勇说。

杨惠琪也在经历着改变。
一开始，杨惠琪走访的时候，村

民向她咨询病情，她只能给出简单的
答复。但她发现装了 AI 辅助问诊的
手机总能给出更专业详细的回答。

AI 就像一位经验老到的主治医
生，会仔细追问患者的症状、用药和
病史，“就像聊微信一样”。待杨惠琪
回答了“请问是否咳粉红色泡沫痰”

“是否对以下物质过敏”等问题后，
手机上会实时形成一份标准化的预问
诊报告，并自动上传给镇上、县里的
专家，对患者进行远程问诊。

杨 惠 琪 倚 重 的 AI 辅 助 问 诊 系
统，是由腾讯健康开发的，能鉴别诊
断超过 3000 种疾病。而 AI 背后的医
学图谱，涵盖了近100万医学术语节
点以及近400万条医学关系链。

村医工作除了看病和巡诊，还有
学习。打开腾讯会议，方必勇和杨惠
琪跟县里其他村医一样，都是班里的
学生，听县里、省里“大医生”的课。
有人问方必勇，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什

么，他回答：“我也需要充电。”
杨 惠 琪 觉 得 ， 有 了 AI 辅 助 问

诊、远程问诊、网课培训这“新三
件”，每次走访就“更有底气了”。

守护村民健康底线

说不上从哪天开始，杨惠琪有点
像方必勇了。

她开始在各式各样的桌子边测血
压、量血糖。麻将桌、火锅桌、茶
桌，还有通着烟囱的炉子桌，都是她
的诊室。

坐在老人身旁写健康记录时，她
就像他们正在写作业的孙女。帮下班
后的村民检查完，如果刚好到了饭点，
她要是不留下吃饭，村民就会假装生
气，说“不吃饭下次就不让你量了”。一
年下来，她吃百家饭胖了10斤。

许 多 村 民 都 把 杨 惠 琪 当 孙 女
看，爱拉着她聊天，有人要给她介
绍男朋友。这个曾经说不知道温柔
为何物的姑娘，开始习惯结束走访
后“边走边玩”，看到满山的油菜
花、错落的梯田、翘起来的屋檐，

都 觉 得 美 。 杨 惠 琪 会 一 张 张 拍 下
来，发给朋友“炫耀”。

这个原本只把村医当成一份工作
的年轻人，开始做起更多的事。碰到
独居老人，她会帮忙做饭；有人不方
便拿药，她就帮忙买上，再送到家
里；还有残疾的村民大小便不能自
理，她会顺手帮对方把脏裤子洗了。

“我是医生，嫌什么脏？”杨惠琪
说，“如果病人身上有癣，医生摸一
下也不会觉得脏啊。”

就这样，两位相差 35 岁的村医
共同守护着观音村近 3000 居民健康
的底线。

有时候，杨惠琪还是会纠结要不
要继续留在村里，跟朋友聊天偶尔也
会说着“不想干了”，但总是说着说着
就又干了起来。大嗓门依然飘荡在山
里的这边和那边。

（本文配图皆为吴新婷摄）

小村医·老村医·新“村医”
本报记者 熊 建

2022 年龙里县全县基层门
诊量达246871人次，同比增长
56%。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数
字化分级诊疗已覆盖龙里县全
县，受益群众达 10 万余人次。
向下，3 家县级医院连通 15 个
乡镇级卫生院、83 个村卫生
室，AI 辅助问诊和远程诊断直
接连线村医；往上，贵州省人民
医院甚至国字头的大医院、大专
家通过教学培训，帮助基层医生
成长。

在刚刚结束的贵州数博会
上，腾讯携手中迈医疗与贵阳
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毕
节市三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
动数字化分级诊疗，助力优质医
疗资源不断下沉，全面助力贵州
医疗数智化转型。

本报北京电（邱煜雯） 日前，由人民
网主办、人民在线承办的“2023 人民健康
大会·国民视觉健康论坛”在北京举行。本
次论坛以“共同呵护明亮‘视’界 开启光
明未来”为主题。各界人士深入交流，共话
青少年近视防控与全生命周期眼健康
服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计量司副司
长杜跃军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大执
法检查力度，做好近视防控产品违法违
规商业宣传整治工作，支持和引导相关
认证机构大力推广眼视光产品及验光配
镜服务认证，组织系统优势科研力量开
展面向近视防控的研究，为近视防控提
供技术支撑。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学校卫生处
副处长冀永才表示，通过多部门合力推
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近视防控持续向好、总体见效
的基本局面没有改变。同时，近视防控
工作仍存在着诸多难点和堵点，影响近
视防控的社会因素仍广泛存在，未来仍
需各级政府和部门下更大的决心、做更
扎实的工作，也需要学校、家长、社
会、学生等各方面共同携手，落实“四方
责任”。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已成为学
校、社会和家庭以及各级政府共同关注
的焦点。日前，教育部印发 《2023 年全
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
划》，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
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
核，引发社会热议。

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医学部主任
瞿佳指出，户外活动是最简单、低成本
以及健康的近视防控方式。包括框架眼
镜、OK 镜、阿托品眼药水在内的多种
干预方法可以矫正并减缓近视加深，但
建议在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毕宏生提到，要紧紧围绕
“查、防、控”三个关键环节，采用眼视光、眼科、中医眼科学方
法，形成科学有效的中西医结合综合防控技术和方案。

“在全生命周期，人们的眼睛会发生不同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
要终生呵护眼睛。”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指出，青少年眼病主
要包括近视、斜视、先天疾病，中老年眼病主要有近视、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血管阻塞、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等。我国眼病防
控任务艰巨，近视及高度近视并发症已成为主要致盲性眼病，要重
视眼与全身病尤其是糖尿病眼病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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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在丰润区
东张庄子村给村民检查视力。 朱大勇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电（陈得） 6月 11日，由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主办的 2021和 2022
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颁奖大会在首都医科大学举行。

2021 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分别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手显微外科专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主任、上海市手外科研究所所长顾玉东教授；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中心首任主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临床医学
中心主任王红阳教授。

2022 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分别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妇产科专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会长
郎景和教授，传染病学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原主任桂希恩教授。

2021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分别授予：精准药学/天然多糖专家、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玉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临床检
验诊断学专家、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杨正林教授，神经外
科、创伤外科专家、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侯立军教授，肿
瘤内科专家、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医院院长、研究所所长、华南肿瘤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瑞华教授，外科学 （骨科） 专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院长雷光华教授。

2022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分别授予：药剂学专家、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药物制剂研究中心主任李亚平教授，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教授，消化内镜/普通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教授，流行病学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海医系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曹广文教授，消化肝病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韩英教授。

吴阶平医学奖是在国家卫健委支持下，获国家科技部批准的中国医药卫生
领域高级别奖项，主要奖励促进中国医学科学技术进步、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传承与弘扬像吴阶平院士等老一辈医务工作者的高
尚品德和为祖国医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是2012年起在“吴阶平医学奖”下增设的奖项，主要奖
励年龄59岁以下，在医学、药学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优秀中青年
医药工作者。鼓励广大中青年医务工作者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勇于探索、
敢于怀疑、敢于批判，始终保持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激情，在科研实践中尽
情地展现才华、大有作为。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晓萌表示，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将始终不忘初
心，通过奖项的评选和颁奖活动，弘扬吴阶平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高尚的医德
和严谨的治学精神，鼓励广大医务人员努力攀登医学科技高峰，为推动中国医
学科技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21和2022年度吴阶平医学奖

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颁奖大会举行

◀方必勇（左）和杨惠琪在卫生室
合影。

健康中国
奋发有为

▲方必勇（左）和杨惠琪通过AI查询资料。

▲杨惠琪（右）借助远程问诊帮村民治病。▲杨惠琪（右）借助远程问诊帮村民治病。

▲杨惠琪走在巡诊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