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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医们都很“买账”

“接下来，我们就讲讲心肌梗
死。很多人掌握不了怎么诊断治
疗，我这里改编了凤凰传奇的《荷
塘月色》：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
心绞痛主要有五大症状。冠脉造
影势不可当，扩冠、抗凝、调脂、节
能，四大金刚流过了四季，荷花依
然香……”

曾在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从
医的梁韶春，现任内科学、传染病
学、诊断学等学科的授课老师。那
些晦涩的医学名词，被他串进了
熟悉旋律里。妙趣横生的讲述显
然让乡医们很“买账”：有的托着
下巴听得津津有味，有的赶紧做
起了笔记，有的干脆拿起手机录
下精彩的一幕幕。

其实，山东协和学院的免
费乡医培训要追溯到2005年。
梁韶春是首期培训讲师中的一
员，“这么多年来，我在临床工
作中积攒了很多经验，但儿女
都没有从医，我不甘心把经验
浪费掉。得知乡医在临床一线
非常劳累，任劳任怨、随叫随
到，正好有这么一个培训机会，
我就想帮帮他们。”

梁韶春是原内科主任，擅长
各种胃肠、肝胆病的治疗，在心血
管治疗和防治方面有很深的造
诣。站在乡医们眼前的他，正绘
声绘色地讲述心电图怎么划
分。比如p波(代表心房除极过
程)是个丘陵象征着日落西山，
qrs(代表心室除极过程)是个高
峰象征着如日中天，“同学们，看
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画(指心电
图)啊，初升的太阳，中午的太阳，
夕阳无限好。”

说来也奇怪，经过梁韶春的
一番讲解，来自德州禹城的赵姓
乡医有了“茅塞顿开”之感，“p波
代表心房，qrs代表心室，梁老师
讲得非常生动，容易吸收。”

“梁老师，我参加了很多培
训，住宿条件可能比这边好，但学
习内容没你讲得精彩丰富，非常
实用，学完就能用得上。”“梁老
师，我过去对医学特别是基础医
学能否坚持下去充满了疑惑，听
了您讲的课，脑子立刻清醒过来
了，心里也一下子明朗了，我知道
了怎样去适应环境，怎样把医疗
工作做得更好。”

课后，乡医们也给出了梁韶
春“很接地气”的反馈。

其实，像梁韶春一样到山东
协和学院参与培训乡医的专家有
十几位。十几年过去了，每年都有
新面孔乡医的加入，梁韶春明显
感受了乡医群体的变化，“从近几
年来看，乡医的整体素质在不断
提高，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
学习新知识的渴望，学员们很珍
惜这次学习机会，我也想把毕生
所学奉献给他们。”

关键时候“能救命”

在这项免费培训背后，受益
者无疑是乡村医生们。

从医25年的张行强是东营市
垦利区皇殿村卫生院的一名医
生，他在课上听得很认真，不时低
头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原来，张行强所在卫生院仅
有两名乡医，覆盖着两个村庄
2600多名村民的就医，“这几年去
城里的多，留下来的村民也就

1000多人了。我们现在服务着200
多个高血压患者，七八十个糖尿
病患者。患者的病情在天天发展，
要想干好这份工作，就得不断学
习新技术新方法，这次培训给我
提供了和专家当面请教的好机
会。”

从东营到济南，为了这次免
费培训，张行强专门向卫生院请
了假。通过三天的学习，他发现这
里的培训“不玩虚的”，所开设课
程比较全面，其中就包括常用药、
常用针灸推拿和护理内容，其中
还涉及了他所关注的老年心脏
病、冠心病、糖尿病，“上午四节，
下午四节，每天的课程都被安排
得满满的。老师们讲的大部分都
很实用，接地气，不虚此行。”

在乡村医生的培训课堂上，
从医40多年的程绍申是本期学员
里从医年限最长的一位乡医，“我
们很需要这样的培训，每一次学
习机会我都会抓牢，认真学，认真
记，为的是提高个人水平，更好地
为患者服务。”

60多岁的程绍申已经过了退
休年龄，但因为村民需要，他又
被当地卫生部门返聘回来，继
续担任着德州禹城十里望乡后
邢卫生室的唯一一名乡医。多
年从医经历，让他和村民产生
了无法割舍的情感，“当初学医
是村里需要，虽然这活风险很
大，但我每次问诊都很仔细。从
医这么多年我已经离不开村民
了，村民有大病小灾也会找我寻
医问药。”

“种地时村民会找到地里去，
吃饭时村民会找到家里去，尤其
到了冬天，有时刚躺下村民就找
来了，有个冬夜骑摩托出诊两次，
路上被冻得瑟瑟发抖。”虽然辛
苦，但在程绍申看来，乡医这份工
作，干了就离不开了。

时间回到2006年农历正月十
五，一位村民突发心衰，生命垂
危，慌乱之下其家人找来了程绍
申。经过研判，程绍申建议病人家
属考虑转院，却得到了“哪都不
去，就让你治”的坚决答复。

这是病人对自己的一份信
任，静下心来，程绍申和病人家属
沟通好，把可能发生的风险讲透
之后，为病人输上氧，推上了抢救
心衰的药。这是程绍申从医以来
抢救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一个
病人，“抢救过来以后，又持续治
疗了40多天，这个病人的病情终
于稳定下来。也因为这次经历，我
开始注重并且向往学习最新的医
学专业知识，对我们医生来说关
键时刻能救命。”

学习之余，程绍申和参与培
训的其他乡医们最关注的还是与
临床相关的知识，“我们天天和病
人打交道，病人中有些疑难杂症
和疾苦，想要为他们尽快排除掉，
因此想尽快提升技术能力，目的
是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治好病。”

免费培训还会继续

在梁韶春看来，乡村医生的
整体素质在提高，但他们当下最
缺乏的有两点，一是基本功的锤
炼与应用；二是新发疾病和新技
术的应对和使用。而这些正是培
训课上重点涉及的内容，乡医们
课上也最喜欢老师们的即兴发
挥，即：需要什么解决什么。

比如，胶东胆石症病人比较
多，他们就想重点听一节讲胆石
症治疗的课；鲁西南地区种棉花
可能弯腰多，患有腰腿疼的病人
也比较多，他们就想重点学学怎
么治腰腿疼。70岁的梁韶春深得
学员们的喜欢和信赖，他常常对
乡医们说一句话——— 满汉全席虽
然好，但并非每个人都需要，医生
就要“看人下菜碟”。

几年前，梁韶春就曾收到过
一位烟台乡医的提问：胶东人吃

海鲜比较多，为了治疗腹泻，医院
常常用补液或者抗生素来预防感
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治疗腹
泻？也有乡医给梁韶春发来求助：
梁老师，我父亲和哥哥都是胃癌，
我现在也发生了萎缩性胃炎肠上
皮化生(胃癌癌前病变)，怎么办？
梁韶春都一一给出了有效的答
案。

培训时，梁韶春讲的都是基
层常见病，他往往会结合经验和
国内外指南分享给乡医。像降压
药，指导书上只讲了分几类、怎么
用，但没有标注如何选择，他就给
乡医们设计了一个表，哪些是降
收缩压的，哪些是降舒张压的，哪
些是减少蛋白尿的……

“培训过后，我对医疗理念的
认识和对突发疾病的应对确实提
高了。”来自德州禹城市张庄镇大
洼王村卫生室的田大平就是一名
乡村医生，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
参加培训了，他在课后不由地向
记者感慨道。

从2005年至今，山东协和学
院已经义务培训乡村医生18年
了，先后共有3万多人受训。这项
免费培训为何持续了如此之久并
依旧继续着？

据山东协和学院乡村医生培
训负责人周老师介绍，学校创始
人盛振文教授的父亲是乡村医
生，曾经历过诊疗水平有限带来
的遗憾。为提高乡医们的临床诊
疗水平，2005年，学校利用优质教
学资源开始了乡村医生免费培
训。

“盛教授一直都是乡村医生
培训的首席顾问，这么多年来，一
期又一期的乡医培训从没间断
过。2022年，我们也为淄博、菏泽
等地1500多位乡医进行了线上培
训。”周老师透露，针对乡村医生
岗位职责要求及素质现状，学校
拿出经费聘请了具有丰富教学和
临床经验的专家来校授课，同时
还免收培训费和住宿费，无偿提
供被褥等生活用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来参与
培训的乡医群体也在发生着变
化，从“60后”到“70后”，再到现在
的“80后”，乡医群体也逐渐趋于
年轻化，“未来，免费培训乡医、服
务社会这件事，我们会持续做下
去。”

4月13日，山东协和学院郭店校区的一间公共教室里座无虚席。站在黑板前妙语连珠授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退休教授。讲台台下坐
着的是来自东营和德州等地的乡村医生，他们中最小的39岁，最大的60多岁，集聚于此有个共同目的，就是学习“怎样才能花最少的钱
给村民治好病”。

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贴近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守护人”。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条条件所限，他
们的专业技能往往有所欠缺，提高业务能力成了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山东协和学院提供的免费培训对于他们来说无疑就就是雪中送炭。
更难能可贵的是，协和学院的免费培训已经坚持了十八年，而且还要继续下去。

梁韶春在给乡村医生们授课。

山东协和学院的“乡医教医”已经开设了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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