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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刘庆民事迹报告会听哭台下乡医

““治治病病救救人人就就得得对对得得起起良良心心””

本报济宁5月13日讯(记者 贾
凌煜 通讯员 包庆淼) 5月13日
是济宁泗水县“万名乡村医生进课
堂”的其中一课，与以往不同的是，
乡医刘庆民成了这堂课的“教材”。

这堂课上进行了首场刘庆民事
迹报告会。刘庆民的儿媳、患者及苗
馆镇卫生院院长向310名乡医分享
了他们眼中的刘庆民。

“俺家这个诊所负责8个村庄
1800多口人的医疗卫生，或许是35
年不分白天黑夜地出诊，俺爸得了
膀胱癌。临到动手术，家里却拿不出
钱来，我就奇怪了，俺爸行医这些年，
怎么连一万块钱都没有呢？”嫁到刘
家4年多的席丽华说。

听到这儿，台下很多人都流下
了泪水。

报告会结束时，乡医杨位洪的
鼻头和眼圈都红了，他的大女儿也
是一名乡医。“突然想俺大闺女
了。”72岁的杨位洪说，“既然闺女
选择了当乡医，就要对得起病人，
挣钱多少不重要，我们干的是治病
救人的活，还得对得起良心。”

刘庆民是泗水县苗馆镇隈泉
庄的一名乡医，行医35年坚持先看
病后付费，攒下1880张账单。即使
患癌急需用钱，他也不愿主动要
账。他的事迹经本报报道后，我省
号召全省卫生系统向他学习。

大大学学生生村村官官自自办办辅辅导导班班广广播播站站
徐洪君：让村里人的业余生活像城里人一样精彩

本报见习记者 陈晓丽

“在这里工作两年，让我感
受到村民的善良，感受到村庄
的宁静，当村官，我很快乐。”临
沂沂水县院东头镇曲家洞子村
的大学生村官徐洪君说。

毕业于菏泽学院的徐洪
君，2012年8月来到这里。“除了
可以就近照顾妈妈，我也挺喜
欢这份工作。”徐洪君说，“我觉
得基层的工作环境能进一步锻
炼我的意志。”

来到小山村，徐洪君琢磨
着怎么给村里人办点实事。因
为爱好读书，她自然成了农家

书屋和电子阅览室的管理员，
这里定期对村民开放。

起初，很多村民不会用电脑，
电子阅览室人气不足。“我就在每
台电脑上都下载了练习打字的软
件，他们慢慢就学会了。”说到这
儿，徐洪君也有点小得意。平时，
她会下载一些关于生姜、茶叶、芋
头等农产品种植技术的视频，供
有兴趣的村民参考。

由于地处山区，这里的行
政村地理跨度非常大。村里的
315户900多口人，分在6个自然
村居住。因为村里很多青年人
在外打工，孩子们放学后喜欢
下河玩耍，并因此发生溺亡事

故。出身师范专业的徐洪君就
萌生了办辅导班的念头。

2012年寒假，村里的办公室
还没有建好，风大雪多，这件事
只好搁置下来。2013年暑假，辅导
班终于如愿以偿地开了起来。

除了课堂知识的辅导，徐洪
君也很重视学生心灵的建设。从
班歌《我相信》到手语歌《感恩的
心》，徐洪君都一一教给孩子们，
此外她还开了排球课、自然课，
开拓孩子们的视野。

别人办辅导班是赚钱，徐
洪君却是花钱，从筹备到请好
友前来协助，徐洪君花掉了近
两个月的工资。不过，徐洪君自

己却很高兴：“村里的孩子现在
见到我，也不像以前一样躲起
来了，见了就喊‘老师好’，我心
里也美美的。”

此外，徐洪君还利用村里
的广播设备，开办了大学生村
官广播站。每周二，她都会准时
打开广播，播放半个小时，内容
涵盖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三
农政策宣讲、县城和镇域新闻、
村务党务公开、生活小常识、天
气预报等。

除了这些，徐洪君还筹划着
教村里的年轻人跳健美操，教老
年人太极拳，“让他们和城里人
一样，过上精彩的业余生活”。

乡医感慨：“学医先学德，要做到不容易”

台上报告团成员讲得声
情并茂，台下听课的乡医们
感慨良多。

一早从泗水县泉林镇马
连村赶来的薛桂清一边听，
一边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
他是村里的一名乡医，今年
50岁，对刘庆民的事迹感同
身受。

“我们村2112人，一共两
个卫生室，村子虽然很大，但
至少属于平原地带，不用在

山路上来回奔波，我的工作
相比刘庆民也轻松不少。”薛
桂清说，虽然村民住得比较
集中，但有情况危急的病人，
他也得上门服务。次数虽然
不如刘庆民多，但他也能从
中感受到艰辛，更不用说刘
庆民35年如一日的坚守了。

马连村距离县城约35公
里，薛桂清是开车来的，每
个月收入在3000元至5000元
不等。他觉得，工作虽然很

累，但生活还算滋润。在他
看来，现在的乡医不单纯是
看病救人，“如今每个人都
注重服务，服务好不好是老
百姓评价我们最基本的标
准”。

这场报告会对薛桂清的
触动很大。同样的历程让他
再次重温了“学医先学德”这
句话，他说，这句话道理虽然
简单，但做到真不容易。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八旬老中医

专程来“学习”

在13日的刘庆民事迹报告
会上，有一位高龄听众，他就是
80岁的老中医李衍士。从1957年
开始给人看病，李衍士已经行医
57年。

谈起乡医刘庆民的事迹，老
人不禁情绪有些激动。“我这次来
是专程向刘庆民学习的。现今这
个社会都讲究票子，尤其是年轻
人有点浮躁，像刘庆民这样的医
生不多见。”当了近60年的中医，
李衍士在当地颇有名气，有时一
些企业专门邀请他去治病、传授
养生经验，他从来不在乎能拿多
少钱。

听说刘庆民的儿子和儿媳也
回到了卫生室，帮助父亲看病救
人，李衍士的脸上满是笑容。“如
果是为了挣大钱，干脆不要当乡
医。”李衍士说，人活在世上，就要
活出质量，让别人一想起来就觉
得有用。

“泗水县有1200余名乡村医
生，遍布在大大小小的村庄里，基
层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急性病
症，都得他们及时服务。”泗水县
卫生局局长崔庆海说，刘庆民用
坚守和行动告诉所有人，医务工
作者的工作神圣又肩负职责，每
个人在学习他的同时，也应反思
自己。

本报记者 贾凌煜

现场

13日，刘庆民的儿媳席丽华在报告会上与台下的听众交流。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徐洪君到村民家中给学生上辅
导课。 受访者供图

乡医35年攒1880张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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