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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年年乡乡村村医医生生可可领领生生活活补补助助了了
对年满60周岁且离岗的，每满一年按每月补助20元标准发放

国国医医堂堂：：弘弘扬扬传传统统中中医医看看病病模模式式
市民偏爱中医诊疗，家门口中医理疗更方便

本报8月24日讯（记者 邢
敏 通讯员 吴如明） 国医
堂建成了，基层百姓可以享受
到更贴心的传统中医理疗服
务。生病找中医，有病去国医
堂，成为群众方便、实惠、有效
的一种新选择。

近日，在许商街道卫生院
内，仍有几位市民在候诊。记
者看到，国医堂办公用房装
饰一新，诊疗室宽敞明亮。中
医诊室、针灸治疗室、小宽针
治疗室、中药房、煎药室、牵
引室、中医病房等一应俱全，
充分满足了中医临床业务需
要。国医堂将中医科、针灸推
拿科、中药房、煎药室等资源
集中设置，建立起以多种中
医药方法、手段，提供中医药
医疗预防保健综合服务的相
对独立区域。

随着最后一位患者走进诊
室，该院中医师孙生明告诉记
者，“从上午8点上班，到现在已
经看了10多位患者了，还有好
几位患者约到下午来。一天的
接诊量能达到20多位。如今越
来越多的市民认识到了中医的
优势，未来的传承也大有前
景。”

孙生明告诉记者，他是
2013年来到卫生院为患者进行

中医诊疗的，主要为患者进行
针灸方面的治疗。除了他之外，
还有10名大夫，有中医、中西医
以及药剂师。其中，主治医师
赵医师有着20年的中医从医
经验，经验非常丰富。此外，
国医堂每个诊室和康复治疗
室都至少配备1名中医医师，
其中包括3名中级以上中医
医师，还定期邀请中医专家
到院坐诊，保证了国医堂的
诊疗水平。

“我的手疼了有一年多
了，最近疼得连筷子也拿不
起来了。”这段时间，许商街道
的邢女士大拇指关节处一直疼
得厉害，被医生诊断为腱鞘炎。
24日，她专程来到镇卫生院的
国医堂看中医，经过针灸和按
摩治疗后，困扰她多年的疼痛
随即减轻了不少。

和记者一边介绍，孙生
明给邢女士点上了隔姜灸。
他告诉记者，姜在中医上来
说有驱寒、分解的作用，艾叶
有通经络、驱寒的作用。患者
常年劳作，这样可以进行舒缓，
从而进行治愈。

在孙生明看来，中医就是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它本身可
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俗话
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中医有

着它独特的疗效和优势。医生
可以运用它来治病，百姓可以
用来养生。”随着基层中医药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服务
水平的不断提高，有病愿意
看中医的群众越来越多。其
中的一位患者说：“中医调理
的是整个身体机能，吃药之

后，各方面都挺舒服。”
据悉，为提高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让群众省钱、省
力、省时间，在家门口就能看
上好中医，商河县于2015年
正式启动乡镇卫生院国医堂
项目，计划自2015至2017年，
利用三年时间在全县12家乡

镇卫生院全部建成国医堂。
目 前 已 建 成 使 用 的 有 殷 巷
镇、贾庄镇卫生院和许商街
道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国 医
堂，玉皇庙、韩庙和孙集镇卫
生院的国医堂也即将投入使
用，百姓“看中医难”的问题
将得到缓解。

提起赤脚医生，他们是广大农民的健康“守护神”，他们24小时
随时待命,不顾辛苦奔家到户。他们也被称作“乡村医生”，这一处
于中国医疗最基层的群体一直备受关注,75岁的乡村医生贾现亭
便是这其中的一员。近日，记者从商河县卫生与计划生育局了解
到，开始对年满60周岁且离开村卫生室工作岗位的老年乡村医生
发放生活补助了。

文/片 本报记者 邢敏

既然干上这行，

就要随叫随到

“从医这么多年，到老了
干不动了，国家还惦记着我
们，确实很感动。”75岁的贾
现亭是玉皇庙镇于寨村的一
位乡村医生，他告诉记者，他
从19岁开始，就开始行医。凭
着良好的医术和谦逊诚恳
的医德，在四里八村获得了
良好的口碑。

那些年，在乡村当“赤
脚医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虽然“赤脚医生”按照劳
动记工分，参与集体收益分
配和口粮分配，但他们并没
有脱产，有病人就行医，没
有病人的时候仍然要参加
农业劳动，农忙时还要到田
间地头巡诊。“我年轻时在
村里担任防疫员的工作。那
时候加的劳动工分是最高
的，有时忙到连吃饭都顾不
上。”贾现亭说。

尽管工作辛苦，贾现亭
还是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
为人民服务。行医50年来，无
论风霜雨雪、白天黑夜，只要
病人有了疑难杂症，贾现亭
总是随叫随到，认真地为病
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
了的病，他就一心一意尽力
去治；自己治不了的病，他就
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
陪着把病人送到医院。“农村
条件差，乡亲们一时拿不出
医药费很正常，我坚持先治

病 后 付 钱 ，有 些 账 也 没 想
要。”贾现亭说，有时候看病
只收个五毛钱的成本钱，有
时一块钱就能看好病。也有
时候连他连成本钱也不要
了，免费给人看病。

时间不是自己
的，家人也跟着受累

自从当上赤脚医生，贾
现亭就爱上了这一行。有一
年冬季，他接到公社通知后，
停下手里的活儿，扔下妻子
和孩子，参加了县里举办的
为期一个月的赤脚医生培
训班。

贾现亭回忆说，40多年
前，一个冬天的雪夜，齐家
村的一位村民半夜敲响了
贾现亭家的门，原来是齐家
村的一位9岁儿童夜里病了。
当时地面上的雪很厚，风很
大，根本不能骑车，贾现亭二
话不说，背起药箱，徒步走了
好几里雪路，及时赶到病人
的家里。经诊断，孩子由黑色
麻疹转成了肺炎，经过紧急
治疗，让孩子免遭了病痛的
折磨。

由于雪天路滑，他只好
摸着路边，深一脚浅一脚地
往家里走。他回到家后，已经
是凌晨4点多了。而像这种为
老百姓就诊的经历，贾现亭
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自己也
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次了。
对于不上门诊治与已取药走
的村民，他反复打听病人吃
药后的情况，听到病人没问
题才放心。

“我在家中要带两个孩
子，他太忙了，家务活一点也
没分担。这些年真是太不容
易了。”贾现亭的妻子王凤荣
提起贾现亭的行医经历就满
是 心 酸 和 委 屈 。她 感 慨 地
说，贾现亭工作起来比谁都
忙，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无
数次舍小家顾大家。家里的
重担和琐碎事务都要她自
己一个人承担，自己也感到
很委屈。但她又心疼丈夫的
辛苦，只好默默地支持丈夫
的工作。

自2015年起，乡村

医生可领生活补助

目前，县政府印发了《商
河县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
补助问题实施方案》，要求自
2015年起，对1941年10月1日
至2011年6月30日已进入或
曾在商河县或省内其他县

（市、区）村卫生院连续从事
乡村医生工作医生工作1年
以上，持有有效的乡村医生
职业证明文件，年满60周岁
且离开村卫生室工作岗位的
乡村医生发放生活补助，每
满一年按每月补助20元的标
准发放。

记者从商河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获悉，县卫计局前
期开展了乡医身份和补助年
限认定工作,制定了资金统筹
具体方案,明确补助标准和执
行时间及相关单位责任分
工。全县1861名符合条件的
乡村医生，到8月底生活补助
可全部发放完毕。

贾现亭和他平时工作的地方。

孙大夫正在为患者进行隔姜灸治疗。 本报记者 邢敏 摄


	E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