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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作为一线医护人员，一年四季穿梭在社区村组、
街头巷尾，起早贪黑，不分严寒酷暑，在一次次输液、一次次
检查、一次次出诊中，治疗着小病，守护着大健康。

从早期的“赤脚医生”到现在的“家庭医生”，在漫漫岁月
里，他们恪守为民之责，上门为群众提供公共卫生、健康管
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优先预约、优先转诊、出诊、药品配送
与用药指导、长期处方、中医药“治未病”等服务，书写“医者
仁心”感人故事。

家庭医生在基层一线，一干就是十多年，甚至一辈子，
一代接一代实现健康梦想，用青春换来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他们用辛勤付出，为万千群众高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有“医”靠。

他们的故事，是无数基层医生的缩影；他们的故事，也将
被人们永远铭记。

用脚步书写“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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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至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要加强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建设，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在宁夏大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走村入户、穿街越巷，默默

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他们，就是最早的赤脚医生、曾经的乡村医生、
现在的家庭医生。他们，是老百姓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是治疗小
病的专家，更是大健康理念的践行者。他们用专业知识和仁爱之心，
让老百姓有了“医”靠，享受到健康生活的美好。

一 辈 子 一 件 事
——宁夏家庭医生守护百姓健康

本报记者 剡文鑫 杨志挺 杨玉瑛 郭小立 文/图

“高大夫，你给我看看，最近老犯晕，怎么回
事？”7月 4日，固原市原州区黄铎堡镇陈庄村卫
生室冲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庄稼汉，焦急地询问
家庭医生高向福。

“你这是血糖高了，血压也不正常，我给你把
药调一下，按时吃药就好，不用担心。”高向福边
检查边安慰。“高医生这娃娃心细又认真，跟他
爷爷和父亲一样负责任。”听了高向福一番话后，
56岁的患者马国林长舒一口气。在陈庄村，高家
三代人用他们的医术和爱心，书写着平凡而又不
凡的故事。

1960年，一位名叫高进林的年轻医生，怀揣
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毅然决然地选择成为
一名赤脚医生。在那个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高
进林背着药箱，走遍乡间的每一个角落，为村民
医治了无数小病痛。

“爷爷经常给我们讲，当时连村卫生室都没
有，是在家里的小土屋里给村民看病开药。”高向
福回忆，“爷爷作为第一代赤脚医生，药箱里装满
各种药和简单的医疗器械。”

20世纪 60年代，农村缺医少药不说，老百姓
因家境贫寒，无钱支付医药费，只能赊账。但高
进林始终坚守治病救人初心，宁可自己吃亏也
不能让乡亲们无药可医。

随着时间推移，加之常年出诊奔波，高进林
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就将责任传给卫校毕业的
儿子高军。“我父亲接任后，乡村经济条件改善，
村民参加医保，购买药品和看病相对变得容易，
但村医身上的担子更重了。”高向福说。

高军的药箱，不仅是药品的集合，更是初心
与使命的象征。每当打开药箱，村民们就会围拢
过来，大家知道，高医生的到来意味着病痛的缓
解和健康的守护。

在高向福的印象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严
寒或是酷暑，只要听到有人生病，父亲总会第一
时间赶到。一次，村里一名患有高血压的村民在
凌晨突然发病，高军接到电话后提起药箱就赶到
村民家中，开药输液，一直忙到清晨，等到患者病

情稳定才回家。
“第二天，患者到我家道谢，说如果不是我父

亲连夜治疗，可能都不在世了，是我父亲救了他
的命。”在这样的感谢与对话中，“医者仁心”的种
子在高向福幼小的心里扎根发芽，他下定决心，
长大后也要成为像爷爷和父亲一样的医生。

高向福从小耳濡目染，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康复治疗专业毕业后，高向福没有选择大
城市，而是回到家乡，接过爷爷和父亲的药箱，成
为第三代家庭医生。

“2023年 1月 12日爷爷去世，一周后，父亲在
出诊途中发生意外去世。”亲人接连去世，给高
向福一家带来沉重打击，然而，村民求助治病
的事却不能耽误。就这样，高向福将悲伤藏在
心间，接过爷爷和父亲的药箱，当起村民健康的
守护者。

“多好的人，就这样去世了。”70岁的村民何
文山说起高向福的爷爷和父亲，惋惜不已。何文
山的子女和孙子都在外面，家里就剩老两口，都
患有高血压和腰腿疼病。“他父亲随时来看，现在
高医生又经常来看，有医生在身边，心里也踏
实。”何文山说。

高向福继承爷爷和父亲的事业，也继承了那
颗为人民服务的心。陈庄村常住户 505 户 2051
人，其中，高血压患者 133人、糖尿病患者 33人、
精神病患者 12 人。高向福与住户签约后，一年
4 次定期入户随访。同时，还要开展常规预防
接种。

在从事家庭医生过程中，高向福也明白了爷
爷、父亲选择做医生的原因，每当患者因自己一
次出诊、一颗药、一次输液病情好转而露出笑脸
时，自己总有一种满足感。“这也是我选择从事家
庭医生的原因。”他说道。

高向福不仅继承了爷爷和父亲的医术，更发
扬了家庭医生的吃苦精神。他将远程医疗等现
代技术融入工作，让更多村民享受到了优质的医
疗服务。“让每一位村民都能在家门口得到最好
的治疗”成为他的誓言。

“作为基层医务人员，能够看见自己接诊治
疗的患者逐渐康复，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7月 4日，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家庭医生豆宝强，对居民进行居家健康服务
时，说出了从医多年的心里话。

2005年，豆宝强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
后来到吴忠市，在吴忠康复专科医院跟师国家级
名老中医陈卫川学习。7年下来，豆宝强不仅打
下扎实的中医基础，还发现很多老年人多病共
存、带病生活。

“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用自己所学，提升他们
的生活品质。”豆宝强说。2015年，他如愿成为一
名家庭医生。从此，从病房到患者家，两点一线
的路，豆宝强整整走了9年。

签约家庭医生第二年，豆宝强接诊了一名33岁
的男性患者，患者因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偏瘫，
需要进行康复治疗。豆宝强为病人进行康复评
估后，发现患者左侧肢体功能严重障碍，活动已
经受限，生活不能自理。

“最难的不是治疗患者身体上的疾病，而是
心理治疗。”面对患者不愿治疗、更不愿沟通的状
况，豆宝强一次次进行心理疏导，消除患者的抵

触情绪，让患者自愿接受康复治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1个多月康复治疗和

功能训练后，患者能够自主从轮椅转移到床上。
病情有了好转，病人的信心也随之增强。为了巩
固康复效果，豆宝强和家属协商，每天去患者家
里进行康复训练和指导，最终患者能独立行走，
生活基本能自理。

2022年，胜利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医养
结合科，豆宝强带领团队充分发挥“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团队”的优势，将老年人健康与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相融合，为老年人多发病、常见病，以及
长期卧床患者进行分区分类实施，建立家庭病
床，每周定期入户健康服务。

“已完成家庭病床90张，撤床84张，在管6张。
与社会承办的敬老院签订协议 132份，共计服务
1100人次。”豆宝强的笔记本里，记录着每一位病
人的情况和治疗心得。

多年家庭医生工作，让豆宝强探索出家庭
病床服务和护理延伸服务等系列老年健康服
务新模式，总结的家庭病床工作经验、康复评
估、护理措施以及管理制度等得到有关部门的肯
定和认可。

“刘大夫帮助我重新站起来，生活品质恢复
到以前。”7月 5日，西吉县白崖乡白崖村村民王
登元来到卫生院，找家庭医生刘中柱给妻子马富
花开药。

77岁的马富花曾因脑出血导致半身不遂，长
期依赖轮椅生活。刘中柱随访中得知这一情况
后，进行中西医结合技术治疗。一段时间后，马富
花借助拐杖重新站立行走，甚至恢复到日常饮食自
理程度。

作为一名医生，用专业技能帮助患者重拾健
康，无疑是对医生最大的肯定，这也让刘中柱更加
坚定服务群众的决心。从事基层医疗事业16年，他服
务的人口累计20万人次，年均接诊超过1万人次。

“上门有关怀，服务显温情”。挂在诊疗室的
一面锦旗上所写的 10个字，是刘中柱成为家庭医
生的真实写照。

52岁的王金萍是刘中柱的常客，每次感冒发
烧，她总是第一时间来到诊所。刘中柱不仅为她
治疗，还耐心地教她如何预防。王金萍常说：“有
了刘医生，我们一家都有了依靠。”

2022 年 6 月，刘中柱到余套村随访，发现 66
岁的孤寡老人马桂英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生活不
能自理，他采用针灸技术现场治疗。随后经过多
次治疗，马桂英的病情有了显著改善。

“看到患者因为我的帮助而康复，是我最大
的快乐和满足。”刘中柱说。刘中柱小时候因为
父母体弱多病，从而萌生了成为医生的想法。长
大后，选择医学专业作为自己的职业道路。

精岐黄之术，存济世之心。在为患者提供健
康服务过程中，善于学习的刘中柱总结出一套温
针灸治疗干燥综合征的技术，除了为本地群众提
供诊疗服务外，还吸引了周边患者前来就诊。

“聂医生，我最近感觉脸上疼得厉害，你
帮我扎几针。”“我孩子发烧，给看看。”7月 5
日，吴忠市红寺堡区柳泉乡沙泉村老卫生室
内，输液、买药、拔罐、艾灸的群众络绎不绝，
村医聂廷学忙得不可开交。

61岁的聂廷学是沙泉村的一名老村医，
20世纪 80年代，他在驻宁某部队服役。作为
部队的一名卫生员，他钻研各类医疗技术，并
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针灸方面很有
研究。

退役后，聂廷学回到老家隆德县，出于对
医学的爱好，他在村里当起了乡村医生。那
时，每天戴着口罩，手提就诊包，骑着自行车
沿村道挨家挨户随访成了他的工作日常。

1999年，聂廷学举家搬迁到红寺堡区柳
泉乡沙泉村。在这里，他干起自己的老本行，
做了一名村医，为村里群众提供健康医疗服
务。“李大伯，这两天身体感觉怎么样？有没
有哪里不舒服？”在村民李如真家里，他打开
就诊包，拿出血压计、听诊器，开始问诊。

在聂廷学的家里，有本翻旧了的笔记本，
这是他记录村民赊药的本子。“乡里乡亲的，
有时候看病没带钱，有时候不方便，看病要
紧，村民生活困难，买药时常赊账，这些都没
关系。”聂廷学说。

“医生这一行，干到老、学到老。”近些年，
沙泉村的医疗服务得到极大提升，健康生活
理念已深入人心，村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健
康。聂廷学不断钻研理论，力求为患者提供
更好的服务。

村医道路上，聂廷学一干就是39年，即将
退休时，儿子聂亮金从宁夏医科大学毕业，子
承父业，聂亮金在沙泉村当村医。儿媳张婷
婷是儿子大学同学，2014年嫁到沙泉村，也成
了村医。

聂廷学退休后，本该在家颐养天年，但他
还是闲不住，被返聘后继续为群众提供诊疗
服务。“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多为村民提供一份服务，就能
多帮助一个家庭。”聂廷学说。

“现在政策确实好，有点儿小病小痛，直接到卫生室看，
离家近又方便。”村民孙秀玲说。现在，聂廷学一家3人坚守
在乡村医生的岗位上，为群众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成为当地移民
群众健康的守护者，也见证了村民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

医者仁心 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

健康守护者 豆宝强的温情故事

与生命同行 刘中柱的济世之心

高向福给村民做完检查后，建议其日常合理饮食。

高向福随访患有慢性病的村民。

豆宝强为患者看诊。

豆宝强为群众进行居家健康服务。

刘中柱在诊疗室为患者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