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廷文在诊疗室为患者配药。

晏廷文新购买的汽车成了外出诊疗的得力助手，紧急情况还能充

当救护车。

杏林

资料图片

零下 30℃的除夕

祖国边陲的“80 后”村医

守护村民健康

东北边陲， 零下

30℃

， 凛冬的第一缕阳光还未

完全穿透夜色，“

80

后” 村医付艳敏就已穿行在积雪

覆盖的小路上。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幸福乡长发村，付艳敏

是这里唯一的村医。 除夕当天，付艳敏照例七点多就

来到了卫生室，开始了一天的奔忙。 这间

150

平方米

的卫生室建于

2016

年，设有诊疗室、观察室、静点

室、药房。

“党的政策好，才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作为一名

基层村医，我们的感受是最真切的。 ”付艳敏告诉人

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长发村是大村，服务人口数

1863

人，过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的情况不在少数，

近几年政策跟上了，村医的底气也足了。

今年

43

岁的她，

6

年前来到幸福乡长发村卫生

所，从事乡村医生工作。 几年间，付艳敏为上千名村

民提供了诊疗服务。 她所在的小小卫生室，也为长发

村打造了一道“健康屏障”。

作为基层村医，长发村里的老人也多，一到了冬

天几乎无法出门， 付艳敏就背着药箱一家一户地去

跑。“村里谁也不能掉队，来不了卫生室我就去家里，

要让乡亲们都能看上医、用上药、治好病。 ”

多年来，她的手机从未关过机，就怕有个紧急情

况找不到人。 除夕当天，卫生室也难得“冷清”了一

回，偶尔有人过来拿个药，总要和付艳敏唠上几句家

常，有的还给她带了炖的肉。“天气冷，但心里暖，能

被乡亲们需要，被大家认可，我打心眼里觉得值。 ”

据付艳敏介绍 ，

2024

年， 村卫生室接诊患者

1500

余人次 ， 为辖区重点人群开展健康体检

211

人，慢病随访

830

余人次，为本村全部居民提供家签

服务。

“今天人少，等下我也回家了，和爸妈团聚。 我就

是咱们长发村土生土长的人，小时候就想当大夫，出

去也闯荡了， 最后还是想回来， 给乡里乡亲做点贡

献。 ”付艳敏笑着说，“村民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乡

亲， 能改变多少我也不确定 ， 但能改变一点是一

点。 ” （侯佳欣 张瀚允）

青海乡村医生的春节：

常念父亲“初心”

三十三载情系村民

今年春节，周口市郸城县张完乡大周庄行政村的

村民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拜年者”———家庭医生周

子才。 他带着一份特别的“健康大礼”，走进每一户村

民家中。

这份“健康大礼”就是《大周庄行政村健康公约

十一条》。 周子才根据“健康素养

66

条”精心制定了

这份通俗易懂、贴近村民生活的健康公约，并将其张

贴在每家每户的厨房内。 春节期间，外出返乡的村民

们围坐在一起，纷纷学习这份健康公约，交流健康知

识，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浓厚的健康氛围。

不仅如此，周子才还把以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为主

题内容的春联贴满了大街小巷。 这些春联不仅传递

着节日喜庆，更蕴含着健康生活理念，让大家在欢度

佳节的同时，也能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

每年春节，周子才都会特别关注贫困户的健康状

况。 今年，他依旧将写有健康内容的春联送到贫困户

家中，并为他们送去更多的关爱和健康指导。

“防病比金子都重要，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

村民们都能养成良好的卫生健康习惯， 做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周子才说。

在这个新春佳节里，周子才医生的“健康拜年”

让大周庄的年味儿更“浓”、更“健康”。 他的身影忙碌

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用实际行动守护着村民们的

健康与幸福。 （李晓敏）

跨越

63

年，一家两代村医的春节

在村卫生室坚守

希望乡亲们能过个健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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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大年初五。 早上

7

时，万州区响水镇青林村村卫

生室的卷帘门“哗啦” 一声拉

开，晏廷文、晏廷贵兄弟俩又开

始了新一天的春节值守。

一到春节， 外出务工的村

民们陆续回村。 村里越发热闹，

晏廷文、 晏廷贵兄弟俩也格外

忙碌。

两兄弟的父亲是青林村的

老村医晏朝兴，已退休

5

年。 自

1962

年晏朝兴行医以来， 晏家

两代人已在青林村“接力”行医

63

年。

青林村村民大多散居在山

坡、沟壑中，看病极为不便。 两

代人在“接力”中守护着村民们

的健康， 也见证着村卫生室从

“老破小”到宽敞明亮的发展

变化。

父亲曾是村里唯一

的“赤脚医生”

1955

年，

17

岁的晏朝兴守

着一亩三分地， 靠一把子力气

养活家人。

那时，当地农村缺医少药，

一个村里能有个“老郎中”就已

经算“高配”。

也是在那个时候 ，国家乡

（现已并入响水镇） 里的医院

准备落户在青林村里，医院正

计划培养一批“赤脚医生”。 晏

朝兴对行医治病感兴趣 ，加上

其年轻 、领悟力高 ，因此成为

青 林 村“赤 脚 医 生 ” 的 唯 一

人选。

1962

年，晏朝兴在乡卫生

院学医后， 拿出积蓄在村里开

起一间小药店， 开始了自己的

行医之路。

青林村村民大部分住在山

沟，晏朝兴成为村里唯一的“赤

脚医生” 后， 每周都会翻进大

山，给行动不便的村民瞧病。

村里医疗条件有限， 他在

山里赶路时，还得采集中药材，

等给村民看完了病， 便在药店

里蹬着药碾自制草药。

行医

58

载，村里几乎所有

人的身体状况， 晏朝兴都了如

指掌。

两个儿子接力当村医

药碾响了一年又一年，父

亲把脉、瞧病的样子，也印入了

晏廷文、 晏廷贵兄弟俩的童年

记忆。

“一次大年初一早上接到

求救电话， 我和父亲的汤圆都

还没来得及吃一口就拎起药箱

往山里赶……” 少年时的晏廷

文时常和父亲一道出诊， 时间

一长， 心里便有了一个做医生

的梦想。

父亲见他对行医有兴趣 ，

便将自己的医术倾囊相授。

学 病 理 、 摸 脉 象 、 学 药

性 ……此后几年里， 晏廷文跟

着父亲出诊， 对各种病症诊疗

掌握得八九不离十。

1990

年，晏廷文通过响水

镇上卫生院的考核， 先后拿到

村医上岗证、执业资格证，成了

村里第一个执业乡村医生。

他和父亲一样， 同样是在

23

岁的年纪开始了自己的“村

医”之路。

头一次行医， 父亲便给他

下了个考题：“坐镇” 村卫生室

给村民看病。

首次行医， 不少村民议论

纷纷，觉得

20

岁出头的小伙子

看病“不靠谱”。

晏廷文也不恼， 他想了个

法子：所有患者，不用开口讲症

状， 他通过号脉、 观察判断症

状， 讲错了村民可以寻其他大

夫，他不收一分诊疗费。

10

天时间， 晏廷文没说错

一个病人的症状。

考核期结束后， 晏朝兴担

心 后 继 无 人 的“心 事 ” 也 放

下 了。

卫生室留一个人值班 ，另

一个人则上山出诊， 一老一少

合作得很好。

不过父子俩仍然保持着出

门问诊从不分清早半夜的传

统，逢年过节，晏饭桌上总是坐

不齐。

小儿子晏廷贵看着大哥 、

父亲治病救人， 也萌生了当村

医的想法。

1997

年，晏廷贵和大哥晏

廷文一道考入万县中医药学校

（现为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并在同一年毕业 ，经考

核 后 获 得 乡 村 医 生 执 业 资

格 证。

2000

年， 同样是在

23

岁

的年纪，晏廷贵和大哥一样，成

为了一名执业乡村医生。

两代人坚守行医路

年轻时， 晏朝兴点着煤油

灯，在村口一间小药店看病，人

一多就水泄不通；后来，父子三

人搬到了正街上的一间门面 ，

还是打挤； 直到

2000

年以后，

卫生室才逐渐固定到父子三人

在村道旁自建的二层小楼。

2020

年，

80

岁的晏朝兴退

休了。 青林村的卫生室，由晏廷

文兄弟俩完全接手。

晏廷文觉得一切都变了，

但似乎什么都没变———以前，

村里只有一条土路， 他们父子

三人只能翻山越岭去给村民看

病， 三个人只能带简单的温度

计、血压计等医疗器材；如今晏

廷文买了汽车，后备箱能装

100

多种药品，遇到紧急情况，还可

以充当临时救护车， 晏廷贵则

接过了大哥骑旧的摩托， 辗转

多个村子给更多村民看病。

以前， 晏朝兴的药店只常

备了治头疼脑热的药；如今，晏

廷文、 晏廷贵兄弟俩坐诊的村

卫生室已经普及了中西医结合

治疗技术，电子血压计、血糖仪

等诊疗设备一应俱全。

以前，晏朝兴翻山越岭，一

周只能瞧上一两个病人；如今，

晏廷文、 晏廷贵兄弟俩足迹遍

布周围

7

个村落， 青林村卫生

室已经能服务 周 边

700

多 位

村民。

村卫生室没变，

63

年以来，

两代人仍然接力保障着村民的

健康。

2

月

2

日，大年初五，屋外

零星响起爆竹声， 晏廷文接待

完上午的患者， 准备开上新买

的汽车， 为距离较远的患者一

一复诊。

此时， 在外出诊结束的晏

廷贵骑上坐垫缝补过多次的摩

托车，迎着寒风回到村卫生室，

和哥哥完成了一次再平常不过

的春节交班。

（刘冲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