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治病病救救人人，，刘刘庆庆民民仍仍在在路路上上
“您老人家别动，我再给您

打一个止疼针。”2014年4月12
日上午，在隈泉庄村村民龚春
阳家里，53岁的刘庆民熟练地
为他扎上针。一上午跑了两个
村，刘庆民回到卫生室，累得气
喘吁吁。来不及缓口气，他又找
出一张纸条，记下龚春阳当日
的花费，记好后码整齐，放进一
个鞋盒里。这个鞋盒里，已经有
1880张村民的欠条。

走在附近的村里，无人不认
识刘庆民，见到他，有些小孩甚
至会踢打，因为刘庆民一到来，
伴随的就是打针和疼痛。从1979
年开诊所以来，刘庆民已干了35
年乡医。如今，他的卫生室是这
片被大山环绕的村落中唯一的
卫生室，要为附近8个村服务。

卫生室还有儿子壮壮和儿媳

丽华帮忙，他们是被父亲“下套”
才回村里的。2009年，刘庆民突然
感觉身体乏力，硬撑了俩月才去
医院。“结果是膀胱癌。我和俺妈
商量后，告诉俺爸是个良性瘤。”
刘壮壮回忆说。自己原本有心让
儿子儿媳回来，再加上身体不好，
将小两口从县城医院成功劝回卫
生室后，刘庆民一步步的指导下，
俩人渐渐成气，一般的病症不用
他再骑车上门救治了。

在刘庆民的卫生室里，还有
几位老人看病不用花钱。原来，
2010年刘庆民患癌住院时，有一
位老人和他邻床。“他没有亲人，
外甥把他送到医院后，就没人管
了。”刘庆民说，有一天吃午饭时，
他正吃着方便面，抬眼一看，邻床
的老人正眼巴巴地盯着那碗面看
呢。刘庆民顿时鼻子一酸，对老人

说:“我给您泡碗面，还有什么需要
的您就跟我说。”从医院回来后，
刘庆民便有了照顾孤寡老人的想
法。今年，他准备再纳入一位免费
治疗的老人，让他们不再担心花
钱，能安心地看病。

本报连续两天报道了泗水
好乡医刘庆民和他的卫生室的
故事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省
长郭树清、宣传部长孙守刚先
后批示，向刘庆民学习。随之，
刘庆民先进事迹宣讲团成立
了，在泗水、济宁、济南先后开
讲，让更多人熟知他的事迹。

从医35年，妻子包现云一直
默默支持着刘庆民，去北京看天
安门是妻子最大的心愿。在热心
人的帮助下，5月1日俩人在天安
门看到了升国旗，还逛了故宫，游
览了颐和园，梦圆了。

进入2015年，采访刘庆民事件
暂告一段落，生活也渐渐平静下来。
刘庆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他
依然带领儿子儿媳，坚持在治病救
人的道路上，且从不后悔踏上这条
路。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不是在采
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都说记者不
易，但是看看刘庆民，这点苦真不算
什么。干一行，爱一行，刘庆民用35

年的坚守，换来8个村村民的健康。
社会需要正能量，通过我们手中的
文字和镜头，将正能量传播出去，让
更多人从中汲取力量，这种喜悦和
激动，无以言表。

2014年4月18日，本报一
篇名为《乡医刘庆民和他的
1880张欠条》，将这个大山里
的乡医展现在读者面前，刘
庆民“火”了。弃教从医后，53
岁的刘庆民已经在村里干了
35年乡医，期间自己得了癌
症，又将儿子、儿媳拉回村卫
生室继续服务，且从不后悔。

为职责“战斗”不止

记者手记

刘庆民(右一)经常会传授给儿
子和儿媳一些技巧。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本报记者 贾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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