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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路鸿艳初
次来到高青县唐坊
镇店子村，已经过
去半月有余了。作
为全市派驻的首批

“第一村医”之一，
这段时间来，她走
访了百余户村民，
对一些家庭贫困且
常年患病的老人，
她也能叫得上名
字。她深知，在这个
南北长450米、东西
长500米的小村落，
承载着近290户村
民的生计与希望，
而她与店子村的故
事，才刚刚开始。

淄博百余名“第一村医”下乡，变弱村为“健康强村”

送送医医送送药药，，还还帮帮建建卫卫生生室室

一条长近6 7 0米的平
整水泥路，为到处都是土墙
茅顶的店子村平添了些许
现代的味道，这是村里最长
的一条路，得益于2 0 0 7年
村委出钱，才有了如今的光
景。早上8点，路鸿艳和村
医杨育亮走在路上，初升的
太阳将两人的影子拉长，与
斑驳的村房巷影混杂在一
起，纵使乡间阡陌纵横，但
两人依然轻车熟路，脚步迅
速。

路鸿艳是淄博市妇幼保
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的一名骨
干医生，也是首批“第一村医”
中的一名在职女博士。58岁的
杨育亮则是村里唯一的一名
老村医，在村里行医39年，几
年前因为患病不得不退居二
线，对于路鸿艳的到来，他似
乎格外高兴，并主动担下了

“向导”的任务。
“大娘，大爷在家不。”推

开一扇旧铁门，一位头发斑
白的大娘热情地将路鸿艳两
人迎进屋内。“这家的荆大爷
今年65了，常年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但就是不愿意吃药，
儿子在外地工作，谁劝也不
听，今天再来做工作。”路鸿
艳告诉记者。

量血压，测血糖，拿着健
康宣传单一点一点给荆大爷
讲解，面对眼前这位最近经
常来“骚扰”的年轻女医生，

荆大爷似乎“心虚”了很多。
“大爷，药得有规律吃，不能
乱吃，尤其是这些不知道从
哪开的中药，万一有副作用
该咋办？你按照我之前和你
说的法子来，药没了就告诉
我，我给你带。”一边听着路
鸿艳介绍，荆大爷一边点头，
临走时，他亲自把两人送到
门口，路鸿艳嘱咐他吃的药
的药瓶，荆大爷一直紧紧攥
在手里。

随后，路鸿艳两人又来
到了73岁的马大爷家，马大
爷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虽然
很注意身体，但因为买药不
方便，他只能让孩子每隔一
段时间从外面给他带药。“这
个孩子好，来了好多次了，每

次都给我查好久，嘱咐很多，
跟我闺女似的。”马大爷说。

“我出生在黑龙江的一
个普通农村，当时觉得这是
一个锻炼的机会，就提交了
申请，虽然来之前也曾想象
过这里的条件，但来到这还
是吃了一惊。”路鸿艳说，

“杨大爷最早带我到了一个
村民家，当时坐着四位大娘
和两位大爷，进屋的时候我
发现，屋里竟没有一件像样
的家具，之后又走访了几
户，其中大多数人家都是这
样，真正家里条件好一点
的，还是占少数，缺医少药
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当时
我就想着一定要在这做出
点成绩来。”

“店子村之前有两名村
医，其中一位外出打工了，剩
下的杨医生几年前也因为脑
梗塞没法再行医。”店子村村
书记赵建设告诉记者，“再加
上我们没有自己的卫生室，
村民生了病，只能到镇医院
或者县医院看，确实不方
便。”

而据杨育亮介绍，他在
村里行医数十年，多年来都
是在家里开出一间小屋，给
村民当卫生室，几乎所有人
都找他看过病，但后来因为
他生了病，再加上在他那里
买药没法享受医保，所以村
民渐渐地也就不去了。“那
时村民买药都跑到相邻的
南于村，那边有卫生室，因
为家里也没有检查的仪器，

所以碰上很多看不了的病，
只能打120送到大医院。”

“我梳理发现，这个村子
有近900人，其中65岁以上的
有140多人，50岁以上的占了
四成多，而年轻人多在外打
工，很少回家，所以中老年人
看病难的问题确实是需要解
决的。”路鸿艳说，“当时我就
和镇上的领导和镇卫生院院
长商量，看能不能建一个卫
生室，当天晚上，我还和我们
市妇保院院长张立新做了汇
报。起初考虑到新建花费会
很大，本想在村委办公的地
方改造一下，但张立新院长
来考察以后，觉得那样建太
小，也达不到一个标准卫生
室的要求。”

据路鸿艳介绍，要建一

个标准的村卫生室，基本要
设置治疗室、观察室、休息室
和药房，且总面积不小于80
平方米。“后来张立新院长告
诉我，建卫生室需要什么条
件，医院届时会全力支持，缺
的基本医疗设施、办公用品
和药品，医院也会配合提供，
同时，院长还要求，药房一定
要进购平价药品，以最便宜
的价格卖给村民。”

现在，与店子村村委会
相邻的一面，一个占地面积
在100多平方米左右的卫生
室正在拔地而起，“估计十天
左右就能投入使用了，到竣
工时市妇保院还安排了专家
来村里做义诊，村民很多都
知道消息了，都在等着呢。”
赵建设说。

其实，路鸿艳只是全市百
余名“第一村医”的一个缩影。
今年11月初，淄博在全国率先
启动了“第一村医”工作，以每
半年为一帮扶周期，从全市二
级以上医疗卫生单位中选派优
秀年轻医生到基层担任“第一
村医”，并要求必须全脱产住村
工作，吃住在村。截至目前，首
批百名“第一村医”已全部到
岗，第二批“第一村医”也已陆
续入村就位。

选派工作启动会上，淄博
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宋晓东表示，淄博卫生计生系
统担负着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的职责
任务，要以淄博市委、市政府在
全市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的

“打造卫生强市、建设健康淄
博，绝不让一个人在追求健康
的道路上掉队”为工作目标，抓
住时代机遇，用好用足政策，精
准对接新时代群众多样化健康
需求。选派优秀年轻医生到基
层不仅是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
心下移、资源下沉的重大举措，
更是着力改善民生、健康扶贫
的具体措施，是深入推进分级
诊疗制度建设的重要抓手。希
望卫生计生系统人员要提高认
识，做好从专科医生到“第一村
医”的角色转换，切实加强调查
研究，全面摸清驻村实情，为当
地居民提供健康方案，为所在
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提出指导
性意见和针对性措施，切忌走
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调研。

“目前，全市共有乡镇卫生
院89处，村卫生室3161处，农村
服务人口251 . 7万人。但当前淄
博基层医疗服务发展水平仍很
不平衡，部分偏远贫困乡镇的
卫生院、卫生室资源短缺，能力
还十分薄弱。这些都是我们的

‘短板’，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
匮乏成为制约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提升的最主要因素。”宋
晓东说，“‘第一村医’工作有助
于建立卫生人才向下流动通
道、基层医务人员职业发展通
道和患者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大
医院普通门诊患者下沉，推动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

‘第一村医’是这些优秀年轻
医生熟悉农村卫生工作的一
个开始，也是从专科医生到

‘第一村医’角色转换的转折
点，希望通过这项工作，能切
实提升这些村在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在家庭医生签约、在
签约服务、健康扶贫、在村卫生
室标准化建设、在信息化推进
上都有一个大的突破，变弱村
为‘健康强村’。”

嘱咐吃的药村民攥得紧紧的

100多平米的卫生室十天后就能启用了

不让一个人在追求

健康的道路上掉队

每次从村里回来，路鸿艳

总会把所得所感写成村医日

记。

路鸿艳和荆大爷沟通病情。

路鸿艳为马大爷检查身体。

文/片 本报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宋天印

路鸿艳和老村医杨育亮走在

村里的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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