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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絮语

75年风雨兼程，75年砥砺奋进。为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医药卫生报》推出

“强国复兴有我·医者岁月”主题征文活动，热情
讴歌全省卫生健康行业的沧桑巨变，生动讲述中
原儿女追赶时代大潮的感人故事，展现个人命运
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家
国情怀。欢迎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踊跃参与。

征文要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
来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结合个人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所
感，用小故事折射大主题，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文章要求原创，主题鲜明，文笔流畅，字数不
超过2000字。

联系人：李歌
投稿邮箱：258504310@qq.com。请在“邮件

主题”处注明“强国复兴有我·医者岁月”征文。
联系电话：（0371）85967078

“强国复兴有我·医者岁月”
主题征文启事

我的从医之路，是从 20 世
纪70年代开始的。那时候的农
村贫穷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很
差，虽然有的传染病得到控制，
但是一些传染病仍然流行，威胁
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党和
政府决定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
放到农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
和其他两位同事被调到新成立
的卫生室工作。

说是新卫生室，其实就是
两间新建的低矮的茅草屋，屋
内空荡荡的，湿漉漉的墙壁散
发着泥土味儿。我们既然到卫
生室工作，就不能辜负群众的
期望。于是，我们凭着一股热
情，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用
砖块和木板搭了一个药架，上

面铺一些报纸和塑料布，摆了
几十种常用药。

就这样，新卫生室开诊了。
当时村里有一位老人突然晕倒，
不省人事，情况危急。经过我们
及时抢救，老人脱离了生命危
险。很多村民向我们投来了赞
许的目光，给了我们很大鼓励，
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后来，为了提高卫生室的技
术水平，单位又派我到县里学
习。经过培训，极大地提高了我
的医学知识和技术水平，使我成
为卫生室的业务骨干，肩负起为
村民防治疾病的重担。

那时，农村卫生条件非常落
后，家家散养家禽。家禽的粪便
严重污染环境和水源，滋生大量

有害昆虫和病菌，引发传染病流
行，给卫生工作带来极大压力。
那年，村里流行甲肝（甲型肝
炎），在1个月内，几十个孩子患
了甲肝。

患儿需要每天坚持治疗，但
是当时正值秋收时节，农活儿紧
迫，如果到上级医疗机构治疗，
不仅经济负担重，还要耽误家长
的生产劳动。

于是，卫生室承担了这些患
儿的治疗任务。这项任务艰巨
而棘手。我们在缺乏药品的情
况下，白天为患儿精心治疗，晚
上查阅有关资料。

虽然设施简陋、药品缺乏，
但是靠着我们的执着和责任
心，靠着家长们的信任和支持，

一个个患儿都痊愈了。一朵朵
枯萎的花儿又鲜艳起来，让人
欣慰。

随着改革的浪潮，农村经济
条件迅速好转，面貌日新月异。
卫生室为了适应形势变化和村
民需求，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些
年也经历了几次修建和搬迁，面
貌焕然一新，今非昔比。

如今的卫生室，有一个独立
的院子，交通方便；院内环境优
美，杏花、紫荆花、凌霄花、长春
花、菊花、梅花等花卉次第开放，
使人赏心悦目；宽敞明亮的科室
各具功能，都配备了崭新的医疗
设备。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坚
守在这里。我经过多次培训学

习和几十年的经验积累，能胜任
卫生室的各项工作，为村民的健
康保健护航。

新冠疫情期间，卫生室发挥
了很大作用，上级把8个行政村
的核酸检测任务交给卫生室。
由于物资充足，防护措施严密科
学，宣传到位，卫生室最终顺利
地完成了那项艰巨的任务。我
们打赢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

几十年来，农村卫生事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卫生室从
简陋到标准化的“蝶变”，正是我
国卫生健康事业重大变化的例
证和缩影。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长葛市
南席镇高庙村卫生室）

我的乡村医生生涯
□侯义康

秋天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
走。本来晴好的天气，忽然飘来一片
乌云，雨说下就下。

秋雨，通透清爽。它虽然遮住了
大多数光线，但是有时会在房檐透露
出一点儿亮光；虽然带来了寒冷，但
是为草木洗去了灰尘。一场秋雨，一
抹清凉，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秋天
的情意。

在秋雨抚摸下，公园里的花宛如
进入梦境，释放出别样的魅力。当雨
丝飘洒到这片花田上时，每一朵花都
微微颤动，她们似乎在迎接秋雨的洗
礼，感受秋雨的柔情……

四季更替如同优美的乐章，秋雨
是最深情的音符。经过秋雨的洗礼，
小草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山峦显得更
加柔和朦胧，楼宇显得更加清新素
净，整个世界被大自然勾勒出一幅动
人的水墨画卷，一切都充满了诗情与
禅意。

我坐在院子里，抬头仰望屋檐下
滴落的雨点，萦绕着丝丝缕缕的乡
愁，让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时代。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秋雨下得
连绵，遥遥无期。我曾经看到像豆子
一样大的雨滴落在屋顶的瓦片上，瞬
间腾起一片烟雾，让原来灰白色的瓦
片变成了青褐色。我曾经看到雨水
把路变成一条小河，流向大庙门前的
沟壑里，形成一洼池塘。我曾经看到
秋雨使院子里竹子和枣树的叶子变
得更加青绿，躲在屋檐或大树下的鸡
鸭冻得发抖。

下雨了，大人们把家里的大盆、
水桶拿出来，放到屋檐下接雨水，以
备不时之需。小孩儿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把几只纸叠的小船放在盛满雨
水的大盆里，看小船在里面自由打
转、漂浮。

秋雨，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秋
雨不像春雨那样缠绵，也不像夏雨那
般热情。秋雨，落在庄稼上是那么清
脆；秋雨，落在瓦片上是那么硬朗。
秋雨，好似一曲悠扬的旋律，像一首唐宋诗人的绝句，又如
远方传来的天籁之音。

我喜欢在秋雨中凝望竹林的云雾缭绕，喜欢在秋雨中
聆听故乡田野的蛙叫虫鸣。我想让心绪在秋雨中自由翱
翔，也想让心灵在秋声中恢复平静。

秋雨使人沉静，也教人与世无争。其实，在生活中，无
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大自然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改变着我们
每个人的心境和性情。在秋天的早晨，最惬意的事就是站
在村口静静地眺望，享受田野的广阔和寂静。在秋天下雨
的夜晚，我最喜欢打开门窗看雨，室内灯光明亮，屋外秋雨
醉人。秋雨如梦，它最懂得人世间的滋味。

秋雨是迷人的，带着一丝丝诗意，轻易地闯入我的生
活。在秋雨连绵的日子里，我可以睡一个好觉，想一段心
事，读一本好书，看一部电影……

一季芳菲，万千景色。在落叶飘零的秋雨里，幽径寻
芳，绿茵叠翠，我沉浸在泪眼婆娑的记忆里，享受着温柔与
安静、平和而厚重的情趣和意境。你若撑一把伞行走在乡
村田野里，就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秋雨的滋味了。

聆听秋雨，是一种享受，是与大自然的交流，更是一种
生活。让我们放下繁杂的事务，放松一下心情，用心聆听大
自然的韵律，让心灵在雨声中得到洗礼与升华。

一场秋雨，一帧美景。秋雨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
的享受，还为城市净化了空气、补充了地下水资源。秋雨不
仅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还让我们在喧嚣的
世界中寻找到宁静与美好。不知这场秋雨，是否也落在了
你的心上，是否为你绘就了属于你的乡愁画卷。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孟州市创建卫生城市办公室）

我是三门峡市湖滨区涧河街道
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
近日有幸加入医药卫生报社三门峡
通讯员微信群。这不仅是一个通讯
员微信群，还是一座连接健康与知
识的桥梁。

前段时间，我意外地收到医药
卫生报社朱晓娟老师发来的几篇文
章。起初，我以为是朱晓娟老师误
发；随后，我意识到这是朱晓娟老师
特意为我准备的学习资料。这份意
外的关怀，不仅让我深受感动，还激
发了我提升写作技能的热情。我立
刻回复朱晓娟老师，向她表达了感
激之情。

后来，我被邀请加入医药卫生
报社三门峡通讯员微信群。在这个
微信群中，朱晓娟老师每天都会分
享精选文章，不仅为我们提供丰富
的写作素材，还激励我们相互学习，
不断提升写作能力。例如，阅读《让
中医药文化在基层传播》一文，使我
了解到“知识角”“百草园”“幸福树”

“文化墙”等多种中医药文化宣传方
式，为社区卫生服务站营造浓厚的
中医药文化氛围；《银针点点祛顽
疾》一文，则为医生提供了治疗腰痛
的新思路。

朱晓娟老师还分享了特别报
道——《重点专科是这样炼成的》，
鼓励我们以此为模板，提升科室宣
传能力。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我
们的宣传技能，还让我们深刻体会
到医药卫生报社用“专业角度、健
康深度、情感温度”办医务人员自
己的报纸。

如今，阅读《医药卫生报》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无论是《健康促进》版、《中医药周刊》还是《综合新
闻》版，我都如获至宝。骨折术后康复注意事项、心力衰
竭家庭护理方法、祛湿妙招、养生食谱等科普知识，我都
运用到日常工作中，让我变得更加专业和自信。

医药卫生报社三门峡通讯员微信群，不仅促进了健
康知识传播，还提升了通讯员的健康素养。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选择《医药卫生报》，提升自己
的健康水平。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河南贡献力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涧河街道第二
社区卫生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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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德西/作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一个小村庄的卫生变迁
□李云庭 文/图

20 世纪 70 年代，我出生在
洛阳市郊区的一个小村庄，那里
不仅生活条件困难，医疗条件还
很差。

那时一下雨，积水就满街
流，尽是泥泞。有一次，妈妈的
脚被狗咬伤了，但是因为路上都
是泥，没办法去医院，只能静等
伤口愈合。

姐姐有过敏性鼻炎，爸爸偶
尔从外地带点儿治鼻炎的药回
来，才能让姐姐缓解一下症状。
在我的印象中，冬季和春季，姐
姐的鼻子总是红红的。哥哥得
了痢疾，直到严重脱水了才去村
卫生室输液。那时候村里的医
生主要靠听诊器、血压计、体温
表看病，需要输液的病都是“大
病”。

邻居家的大叔中午去地里
打农药，回来后发现农药中毒，
家属赶紧拉着架子车送大叔去
村卫生室。因为距离远，再加上

中毒的时间较长，所
以大叔错过了抢救时
机。到了春天，村民
们都到洛河边拔毛草
根（板蓝根），回去熬
汤喝，能治疗痄腮（腮
腺炎）等疾病。

我上初中时，生
活 条 件 渐 渐 好 了 起
来。村里的路也由土
路变为石子路，路途
较远的同学还能骑自
行车上学。村里的卫
生室也大有改善，面
积变大了，医疗设备也多了。我
听说卫生室还引进了治疗口腔
疾病的机器。

卫生室有很多中药，远远地
就能闻到浓浓的中药味。村民
舍得花钱到卫生室看病了。在
卫生室看病的村民多了起来，我
每次到那里看病都能遇到一些
熟人。行动不便的村民，可以乘

拖拉机到卫生室看病，比以前方
便多了。

大学放假回老家，我看到许
多村民盖了楼房，一些村民买了
摩托车，有的甚至买了汽车。村
里修建了水泥路，医疗条件也不
断改善，到乡卫生院、市区医院
看病的村民也多了起来。

后来，由于城市发展，家乡

归洛龙区管理，进行
了搬迁和改造。家家
住进了以前做梦也不
敢想的楼房，用上了
自来水。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设有诊断室、
治疗室、观察室、药
房、健康教育室等科
室，配备了B超、心电
图等医疗设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环境
整洁，不仅能看病，还
有防疫、计划生育宣
传、卫生监督、妇幼保

健等职能。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

是取得大专文凭、有执业助理医
师证的专业人员。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医务人员为居民建立
健康档案，不仅定期为老年人免
费体检，还经常开展义诊和健康
知识宣传活动。

再后来，由于洛阳新区规

划，小区周边兴建了一所三甲
医院。小区和医院之间，还修
建了过街天桥。小区居民只要
翻过天桥，就可以到对面医院
享受专家的医疗卫生服务。

短短几十年，家乡的医疗
条件从看病“三大件”（听诊器、
血压计、体温表）到如今的 B
超、CT（计算机层析成像）、血
气分析仪等，医疗设备越来越
先进；从“赤脚医生”、卫生员到
全科医生、坐诊专家，医疗人才
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从新农合
到如今的大病医疗保险，报销
比例逐年提高，医疗政策越来
越惠民。

洛阳市卫生健康事业的巨
变，增进了民生福祉，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老家李奶奶激动地说：“感谢党，
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洛阳市
卫生健康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