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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4月22日讯(记者
李倩 贾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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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泗水县人民医院将组成近
30人的专家义诊团，走进刘庆民
服务的大山，为千余村民带去

“健康大礼”。同时，专家团还将
对刘庆民做医术指导，结成长期
帮扶对子。

在大山深处，村民们只有在
生病无法忍受时，才会到卫生室
治疗，多数老年人不知道“体检”

是什么，更没有参加过体检。而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刘庆民心有
余而力不足，他的卫生室没有专
业设备，只能提供基础医疗服
务。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济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呼吸内
科、外科、中医科、眼科、心电图、
放射、超声共八个科室的主任或
主治医师，决定23日一早带着各
种先进设备仪器，赶赴刘庆民所

在的泗水苗馆镇，给村民进行各
项检查。

“乡医刘庆民扎根山区35
年，即使身患疾病也坚持治病救
人，在了解到他的故事后，我们
很受感动。”泗水县人民医院院
长王士珂说，他们也选派了近10
位医护人员，将和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的专家一起前去义诊。据
介绍，在泗水开展的“保健医生
进农户”活动中，泗水县人民医

院的内科医生闫凯与刘庆民的
卫生室结成帮扶对子，每月三次
去隈泉庄村巡诊。

泗水县卫生局局长崔庆海
介绍，在泗水县和济宁市卫生
局开展的“万名乡村医生进课
堂”活动中，刘庆民也在培训
之列。此外，支持村卫生室建
设已经纳入计划，并上报至济
宁市发改委等部门，正等待敲
定实施。

本报报道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各界为好乡医“助阵”

专专家家团团进进山山为为刘刘庆庆民民乡乡邻邻义义诊诊

文/图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李岩松
通讯员 包庆淼

自费印挂历已坚持四年

69岁的山合寨村村民侯玉刚是刘
庆民服务的老病号。他患有糖尿病、冠
心病和高血压，每隔四五天就得喊刘大
夫到家里来输液。

侯玉刚家不富裕，堂屋墙上除了孩
子的奖状，最显眼的就是一张1米高的
挂历。挂历上除了毛主席像，还有五个
大字“隈泉卫生室”，下面是三个电话号
码。“这个手机号是壮壮的，这个是庆民
的，这个固定电话号是卫生室的。”虽然
背不下来，侯玉刚早已将三个号码牢记
在心，只要看见，就能分辨出都是谁的。

这张挂历是今年春节前刘庆民送
给侯玉刚的。像这样的挂历，刘庆民今
年印了300多份。“春节前我到谁家去，
就顺手送出去了。”刘庆民说。

山里不识字的老人多，而且老花眼
多，刘庆民特地把挂历上的数字印得大
一号。这样只要身体有点不舒服，他们
就能直接打电话找到卫生室。

刘庆民的特制挂历从2011年开始
发放，至今已坚持了四年。

雪夜一个电话，就上门出诊

在侯玉刚家的床头上，有一个小纸
匣，里面放着一张记满电话号码的纸条，
第八个号码就是刘庆民的。“前几个都是
俺儿子、姐夫这些亲戚的，剩下的最重要
的就是庆民的了，这是救命号啊！”

因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的

四亩地还得老两口耕种。在侯玉刚的口
袋里，放着速效救心丸，这也是刘庆民
为防止他在地里犯病准备的。“给了我
两瓶，已经吃完一瓶了，这瓶还剩十几
粒。”老人把救心丸放在胸口内袋里，给
记者展示完，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我心脏供血不足，一犯病就‘突
突’地跳，非常难受。”侯玉刚回忆，一年
前的一个冬夜，天上下着大雪，他的冠
心病犯了。实在熬不住了，他给刘庆民
打了电话。山路上雪厚，无法骑车，刘庆
民背上医药箱，一步一滑地走着就去
了。当他敲开侯玉刚家大门时，头发和
身上都已被雪水浸湿。跺了跺脚，查看
病情后，刘庆民赶紧给他输上液。

看着报纸上登了刘大夫的照片，侯
玉刚用手指了又指：“就是他，就是他，
服务态度可好了。”听说刘庆民得过癌
症，侯玉刚很着急：“他要是真有什么
事，俺这些人可没法治了。”

发小受感动，为其义务修车

22日晚上9点，三山口村村民张金忠
来到卫生室。他跟刘庆民是多年的好朋
友。自从隈泉庄村有了卫生室，张金忠亲
眼见证刘庆民骑坏了十几辆自行车和摩
托车。每当车子坏在路上，刘庆民首先就
是给张金忠打电话“求救”修车。

几年前的一个周末，张金忠正在地
里干农活，突然接到刘庆民的电话，回
家拿起修车工具就去了。

“当时看见他满头大汗，脸色发黄，
吓了我一跳，还以为他摔着了呢。”一聊
起来，张金忠脸上仍有些紧张。

说起23日济宁大医院的专家要来
村里义诊，刘庆民掩饰不住地高兴：“今
天我又得失眠了，哈哈！”

家家家家都都挂挂着着
他他自自费费印印的的挂挂历历
刘庆民将自己手机号印上面，村民称是“救命号”

济宁卫生系统倡议向刘庆民学习

本报济宁4月22日讯(记者 马辉
李倩) 18日，本报报道的《乡医刘庆民的
1880张欠条》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21日，
济宁市卫生局在全市卫生系统发起学习

刘庆民同志的倡议决定。
行医35年，刘庆民骑坏了六辆自行

车、七辆摩托车；自己生活不富裕，却对村
民一律先看病后付费，欠医疗费的账单足
足攒了1880张，数目有9万元之多；被诊断
为膀胱癌，本应休息治疗，可术后不久，他
就走村入户为老乡看病……倡议书中说，
作为一名扎根山村35年的乡医，刘庆民的
故事中闪耀着医者仁心的光辉，体现了重
德敬业的精神。

“要学习刘庆民同志心系群众、无
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恪尽职守、奋勇争
先的拼搏精神和热情服务、乐于助人的
优秀品格。”济宁市卫生局局长焦华说，
刘庆民是新时期基层医务工作者的优
秀代表。

笑看江湖448：医者仁道也，35年的奉献，急乡民之急，此仁者当比雷锋，让人感
动。以个人的名义向您学习，向您致敬。

玫瑰花瓣玉：如果我们的医院都这样，那还会有医患纠纷吗？
紫阁传奇：9万元对那些奢华的人来讲，就是一顿饭、一件衣服，他们一掷千金的行

为轻于鸿毛；而刘医生的9万元是一家许多年的生计，他的所作所为重于泰山。
康宁：有医术更有医德，值得我们学习。

相关链接

刘庆民服务的村民家中，墙上都挂着一张相同的挂历。这
是春节前刘庆民自己掏钱定做的，上面用大大的字号印着他们
父子的电话号码。很多老年人认字不多，却能记得住这两个号
码，他们说“庆民的电话号就是救命号”。

网友点评

泗水街头的阅报栏将本报对刘庆民的
报道版面重点展示。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侯玉刚家里的墙上挂着刘庆民送的挂历。

乡医35年攒1880张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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