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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镇包村

让乡村医生从“有”到“优”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镇：

夫妻村医服务暖人心

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太本站镇有一对

“夫妻档”村医，丈夫李英杰，妻子朱艳玲，

他们在乡村医生的岗位上， 看“小” 病 守

“大”家，全心全意守护着村民们的健康。

李英杰、朱艳玲夫妇就职于乌兰浩特市

太本站镇卫生室，无论多么忙碌，夫妻俩总

是带着温和的笑容， 耐心地接待着每一位

村民。

“每次有个头疼脑热的给他们打个电话

就过来了，风雨无阻。 在村里有这两口子给

我们看病，我们非常放心。 ”太本站镇曙光

村村民白海节说道。

对村卫生室来说， 需要做到

24

小时应

诊。 李英杰、朱艳玲夫妇深知自己身上的担

子，手机始终保持着开机状态。 对于那些患

有各种慢性疾病、行动不便的村民，夫妻俩

更是为他们提供上门服务。

“签订家庭医生服务的群众，大多是患

慢性病老年人， 需要定期上门进行一对一

的服务。 尤其对于急危病人的突发状况，只

要一个电话， 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赶到患者

家中。 ”太本站镇曙光村全科医生朱艳玲如

是说。

为给村民提供精准化的医疗服务，李英

杰、 朱艳玲夫妇通过建立村民健康档案和

病例台账、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医疗

服务模式，使村民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

便捷的医疗服务。

“我们入户为村民提供公共卫生、基本

医疗和健康咨询等多项服务。 接下来，我们

也会继续为村民们健康提供保障， 让村民

们能够获得更加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太

本站镇新华村全科医生李英杰说道。

李英杰、 朱艳玲夫妇在平淡日子里，日

复一日地默默坚守在岗位上， 凭借着自己

专业所长，为村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温暖

着村民的心。 （李彤 王平 贾功博）

村医曾凡旭：

扎根山乡三十载

医者仁心护村民

“曾医生，这几天总感觉头昏胸闷，可能

是老毛病又发了，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

11

月

25

日早上

8

时许，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容 光 镇 双 垭 村 卫 生 室 迎 来 了 当 天 首

位 患 者。

“量下血压，看是不是血压增高了。 天冷

了，平时要注意休息保养。 ”

55

岁的村医曾凡

旭一边与患者交流，一边拿出血压检测器。

不一会儿时间，双垭村卫生室就坐满了

前来就诊的村民。 一直忙到下午

1

点左右，

曾凡旭才有空稍稍停歇。 待到患者较少的

下午， 曾凡旭就开始了对老年慢特病患者

上门回访。

每月，曾凡旭都尽量对全村

184

名特殊

人群上门回访两次以上， 同步做好村公共

卫生的宣传，为村民提供“送药入户、送医

上门”服务。

曾经的双垭村地理位置偏僻， 交通不

便，几乎没有外来医生愿意留下当村医，村

民就医条件差。

1993

年

7

月， 曾凡旭从桐梓县卫校毕

业后，看到双垭村群众就医困难，就萌发了

回乡创办村卫生室、 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的想法。

1994

年

3

月，曾凡旭创办了一所简

易的村卫生室，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作

为双垭村当地人， 用学到的医疗知识服务

家乡父老乡亲，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

数十年如一日。 如今，曾凡旭仍坚守大

山，初心不改，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回忆起过去

30

年当村医的日夜， 曾凡旭有

辛酸、更有幸福。

“当年回村创办村卫生室时条件很艰

苦，收入也较少，难以维持家里的开支 ，曾

一度想外出打工。 但看到村民因医疗资源

短缺，普遍存在小病拖、大病扛 ，小病拖成

大病的实际困难，又想到自己是名党员，在

父亲的鼓励下，我选择了坚守。 除了双垭村

外，我还为临近村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

曾凡旭说。

30

年的村医艰辛历程， 双垭村的山山

水水见证了曾凡旭平凡又不平凡的付出 。

双垭村民对曾凡旭的村医工作，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周睿）

11

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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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

10

时， 河北省邢

台市任泽区西固城镇前台南村卫

生室来了一位自述胸闷的患者张

先生。

乡村医生黄力伟为他做了心

电图检查，当即诊断疑似心梗或室

上速。 随后，黄力伟将心电图结果

拍照发给了自己的老师———任泽

区 人 民 医 院 内 二 科 主 治 医 师 尹

丽艳。

很快，尹丽艳回复，诊断为心

梗。 黄力伟给患者用上双抗药物，

开始填写转诊单。 与此同时，尹丽

艳把患者信息和心电图结果发送

给医院相应科室，为患者打开绿色

就诊通道。

尹丽艳表示，今年

8

月她与黄

力伟签订“师带徒”协议以来，黄力

伟几乎每隔两天就会咨询请教。 从

最初的不会看心电图到现在可以

做出准确诊断，黄力伟的诊疗水平

提高了。

村医是村民健康的守门人，也

是县域医共体的重要一环。

任泽区人民医院作为该区紧

密型医共体牵头单位，创新推行联

镇包村工作机制，将临床及行政科

室资源进行“组团式”搭配，组建

9

支专职医疗小组，对接全区

8

个乡

镇及

199

个一体化村卫生室，针对

各分院和村卫生室实际情况量身

定制一对一帮扶方案。“师带徒”是

其中的一项内容。

11

月

13

日，由任泽区人民医

院重症科、儿科组成的医疗小组到

西固城镇义诊。

义诊现场就是黄力伟的学习

课堂，他站在儿科医生后面 ，边听

边在本上记录着问诊要点以及对

症药物。

“这个季节，孩子特别容易着

凉生病，村里好几家的孩子都感冒

了。 我得跟儿科医生学习如何对症

治疗今年的呼吸道疾病。 ”黄力

伟说。

任泽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杜晓伟介绍，医疗小组每月

到分包乡镇分院开展教学查房、学

术讲座、业务质控。 对急诊急救、基

层常见疾病防治进行规范化指导

培训， 规范病历及处方的书写，从

而提高乡镇分院医疗服务水平。 同

时，对村卫生室医生进行医疗基础

知识培训，提升村医对常见多发疾

病的诊疗能力。

此外，医疗小组每月到包联卫

生院或村卫生室坐诊不少于

6

次，

开展联合义诊不少于

2

次，通过包

联工作提升村卫生室服务质量和

服务水平。

在任泽区，医共体建设的牵头

单位只要邀请省级专家来授课，都

会组织村医来参加。

11

月

15

日一大早，黄力伟揣

上笔记本就赶往任泽区人民医院。

他要现场聆听当日召开的任泽区

2024

年基层卫生肿瘤防治工作培

训推广会。

在此之前，黄力伟对肿瘤防治

的认知以及癌症早期发现与治疗

的规范化操作等内容了解不多。 培

训会上，黄力伟学习到了很多肿瘤

防治知识。

黄力伟说，他要继续丰富自己

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做一名好

村医，守护好村民的健康。

编辑手记：

做好乡村医生“传帮带”

医改是一项持续优化的系统

工程，村医与上级医疗机构之间的

紧密联动，成为医共体建设的重要

基础。 任泽区人民医院创新实施联

镇包村工作机制，不仅医疗小组直

接下乡，还让包联的临床科室与部

分村卫生室医生签订“师带徒”协

议，以“传帮带”的方式规范指导其

诊疗工作，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条适

合当地的医改路子。

制度上的设计，为这项探索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提供了保障。 比

如，“师带徒”期间，临床科室的医

师作为老师，负责传授、指导医学

专业知识和技术，及时发现、纠正

徒弟在诊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根

据村医实际情况，师徒二人制定相

应的学习目标和教学计划，确保带

教培养质量。

为提升基层诊疗能力，河北省

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但目标只有一

个———让更多群众就近获得更好

的医疗卫生服务。

（赵泽众）

最新！ 涉及山东寿光这些村卫生室

村卫生室是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的网底 ， 是离群众最近的健康

“守门人”。寿光市卫健系统全面落

实全省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

质提效三年行动，推进优质医疗资

源向基层扩容，打造村卫生室“升

级版”。

走进洛城街道尧水社区卫生

室，全科诊室、中医阁、治疗室、药

房，小小的卫生室里“五脏俱全”，

各类功能用房设置齐全、 布局合

理。 村民们一走进卫生室，就能根

据标识前往相应区域就诊、配药。

村卫生室的“改貌 ” 和“升

级”， 得益于寿光加快落实全省乡

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提效三

年行动计划 ， 所有村卫生室按照

“五有三提升” 的要求进行提升改

造。 洛城街道卫生院结合卫生室服

务群众的实际情况，把辖区所有卫

生室进行了硬件服务能力改造和

提升，真正筑牢和发挥村卫生室提

供医卫服务的网底作用。

洛城街道尧水社区卫生室所

长王静：

“卫生室改造提升后，配备了

蓝牙血压表、血糖仪等智慧随访设

备和必要的检测仪器 ， 让老百姓

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更优质更方

便的医疗卫生服务。 ”

通过打通群众看病就医的堵

点、淤点、难点，慢病办理、慢病配

药 、检测服务、常规检验 、入院办

理、康复护理“六个不出村”的健康

服务，已经成为寿光基层医疗服务

的常态。 同时，寿光还以数智化为

引领，进行设备升级，并通过综合

能力培训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软实力”，加快提升村级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

圣城街道弥水社区卫生室张

海霞：

“卫生室随访设备进行了智慧

化升级， 配备了中医理疗设施、加

入心电一张网，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对我们进行设备使用

培训、业务指导。 ”

寿光市每年安排

30%

的乡村

医生到二级医院轮训 ， 乡医执业

(

助理

)

医师占比达

65.7%

。 并由乡

村卫生室承担起慢病管理、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等工作，主动提供健康

随访、上门护理等延伸服务。目前，

寿光

65.1%

的常住人口享受到了

家医签约服务。

近年来，寿光始终深入贯彻落

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党的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扎实开展乡

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提效行

动 ， 探索深化乡村卫生一体化管

理，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

卫生体系。

群众县域就诊率超

92%

、基层

诊疗量占比达

76.65%

， 综试区建

设成效位列全国第一，工作经验作

为全国卫生健康领域唯一县级典

型入选由习近平总书记作序的第

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并与

福建三明市一起，作为工作实践案

例入选中组部干部履职通识课程。

下一步，寿光将再加压力、再鼓干

劲，持续提升乡村防病治病和健康

管理水平，努力当好群众身边健康

“守门人”。

（据寿光市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