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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艳坤
通讯员 刘忠霞

“春暮花堆雪，秋深果溢香。陇原
佳丽地，半在什川乡。”诗人笔下的什
川乡（现什川镇），位于甘肃省兰州市
皋兰县，黄河于此穿腹而过，在干旱的
西北内陆留下一片沃野。当地农村居
民多种植瓜果，什川镇北庄村46岁的
村医魏万春和同为村医的妻子王小
霞，也曾靠种地贴补家用。过去村医
收入少，夫妇俩只能一肩挎药箱、一肩
扛锄头。

最近几年，甘肃省积极完善乡村
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在全省推行“乡

聘村用”，保障村医收入和养老待遇。
魏万春和妻子终于告别“半农半医”，
心里敞亮踏实了。

当村医一度是最后的选择

魏万春出生于中医世家，在中药
堆里长大，在兰州医学院（现兰州大学
医学部）接受了3年专业医学教育。
2002年毕业时，面临留城还是还乡的
选择，魏万春很是纠结了一阵。

“当时年轻，觉得自己有才能，想
着兰州市里天大地大，留下来定能成
就一番事业。回去做村医，没个正规

单位，收入不稳定，日子肯定过得苦
些。”在北庄村卫生室里，魏万春陷入
了回忆。但是，身为中医的父亲和他
想法不一样：“咱家世代在这里行医，
这一方水土能养活我，就能养活你。”
魏万春最终没有拗过父亲，回到了北
庄村当了村医。

那时，村医收入全来自给村民看
病的收费。结婚生子后，魏万春夫妇
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收入却不升反
降。魏万春记得，2010年以后，村里
的常住人口越来越少，看病的人也随
之减少，夫妻两个人一年的收入满打
满算也就2万元左右。

干村医养不起家，他们就和其他
村民一样种植瓜果，用来贴补家用。

“每天早起先到地里干活，早上八点半
准时赶到卫生室上班。下午6点锁了
卫生室的门，赶紧往地里跑。”魏万春
回忆，“收桃子的时候最辛苦，凌晨4
点多就得起床，先到地里摘桃子，摘完
了再找商贩卖掉，顾不上收拾就得回
卫生室上班。”

在不远处的什川镇北坡村，长魏
万春几岁的村医魏君，一开始同样不
想留在村里。他毕业于甘肃中医学院
（现甘肃中医药大学），曾经不满于行
医的收入，干脆找了家企业做起了会
计。不想没过几年，由于经营不景气，
企业关门歇业，魏君只得再捡起老本
行。“那时一心想有个稳定的事干。”魏
君说。 （下转第2版）

“我们给乡亲们看病更安心了”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
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
展的意见》，提出打造一支
专业化、规范化的乡村医生
队伍，对村医工作作出部
署。近日，本报记者奔赴多
地采访，记录村医工作、生
活的故事，倾听他们在守护
农村居民健康中如何发挥
更大作用的心声。

□首席记者叶龙杰发自日内瓦

当地时间5月21日晚，瑞士日内
瓦，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结束
之后，一场以突发卫生事件医疗应急
为主题的边会在日内瓦湖畔举行。中
国代表团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
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应邀参加会议。

今年的边会主要由各成员国在会
场外举办，边会主题与正在召开的世
界卫生大会审议议题相关，各成员国
参会代表、世卫组织秘书处等相关方
代表参加，交流分享技术领域最佳实
践和经验做法。

“最近的疫情暴露了医疗保健能
力的差距，并改变了政府和公众对专
业化、有组织和一体化紧急医疗保健
需求的认识。随着气候变化、自然灾
害和人类冲突的发生，采取综合办法
的必要性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边会
邀请函指出，拟提交世界卫生大会的
相关决议已经得到80多个国家的支

持，力争在大会获得通过。
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代表齐聚

日内瓦湖畔。“这是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的第一场边会，体现了各方对医疗应
急的高度重视。”会前，郭燕红向记者
表示，新冠疫情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了应急管理特别是医疗应急的重要
性。经过近20年的不断努力，我国公
共卫生应急能力不断提升，在应对历
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事件
的紧急医学救援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应急体
系已经初步建立。

边会开始之前，在与多国代表的
交谈中，郭燕红屡次提及：“中国在国
家层面已经建立了60支国家应急医
疗队伍，其中有5支队伍获得世界卫
生组织认证。全球有获得世界卫生组
织认证的医疗队共37支，中国是最多
的国家之一，体现了对人民生命健康
安全的高度重视和维护。”

边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国际急救医学联合会、非洲疾控

中心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德国、
意大利等多国的代表，针对突发卫生
事件医疗应急的国际合作分享了经
验，提出了建议。

“国际层面的医疗应急合作非常
有必要。中国正在并愿意继续参与卫
生应急国际行动，进一步推进国际应
急医疗队伍建设和加强国际援助，特
别是与世界卫生组织一道加大广大发
展中国家医疗应急人才培养、队伍建
设力度，分享中国经验并承担更多国
际责任和义务，以实际行动推进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郭燕红在英语
发言中表示，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
中，医疗应急能力提升有具体的目
标。比如，进一步推动医疗应急体系
和能力高质量发展，推进医疗应急救
治基地建设，建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基地和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针
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事
故灾难等突发事件建设医疗应急演训
基地，提高多场景下的医疗应急处置
能力。此外，在有工作基础的地区，

建设和布局国家中毒救治研究中心，
继续推进核辐射的医疗救治基地建
设，通过基地建设构建紧急医学救援
的核心支撑。

郭燕红发言后，与会代表热烈鼓
掌。会后，多国代表自发与郭燕红互
留联系方式，并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医
疗应急队伍建设情况。“中国的医疗应
急队伍配备移动CT检测车、ECMO
（体外膜肺氧合）等诊疗设备，以及必
要的信息指挥基本装备、个人携行装
备、后勤保障装备等，实现队伍的机
动化、携行化和自我保障化，满足国
家和区域重大疫情医疗救治需要。”郭
燕红表示，医疗应急工作是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的重要一环，是社会和谐稳
定、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
积极引领国际应急救援行动，先后加
入应对安哥拉、圭亚那的黄热病、寨卡
病毒等疫情；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
拉出血热疫情，中国连续4轮向疫区
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现汇和物资等援
助，派遣1200多名医护人员和公共卫

生专家赴疫区及周边国；2015年，尼
泊尔发生8.1级特大地震，中国先后
协调安排 4支共 193 人的中国政府
医疗防疫队伍赴尼泊尔灾区开展救
援，救治伤员，培训当地卫生防疫技
术骨干。

“展望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中国期
待更多的合作。”郭燕红说。

第一场边会展现中国医疗应急实力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
开展2023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
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将以医疗服
务能力薄弱地区为重点，组织2023年
的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组队医
院包括北京协和医院等16家医院，派
出时间为6月—10月。

《通知》指出，每支国家医疗队不
少于5人，以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医务
人员为主，适当配备管理人员；工作时

间不少于3周，其中在县域开展工作
的时间不少于2周，其余时间可以在
地市级医院开展工作。承担任务的医
院要保证派出人员各项福利待遇不
变，巡回地区要为国家医疗队队员提
供必要的工作、生活和安全保障。

《通知》指出，2023年巡回医疗将
重点开展以下工作：开展疾病诊疗、
健康宣教等巡回医疗工作；根据受援
地区医疗机构实际发展情况和辖区
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从加强

临床专科建设、提升医务人员技术水
平、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等方面，重点
对地市级、县级人民医院进行指导，
提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通过集中授
课、教学查房、病例讨论等形式对受
援地区医务人员开展培训，提高受援
地区医务人员疾病规范化诊疗意识
和临床技术水平；鼓励派出国家医疗
队的医院与受援的地市级、县级医院
搭建远程医疗协作网，提高优质医疗
资源可及性。

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即将展开
6月—10月派出国家医疗队，工作时间不少于

3周，其中在县域开展工作的时间不少于2周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泽林 许
伟国）5月23日，海南省医改办在福
建省三明市举办全省学习推广三明
医改经验培训班。海南省相关厅
局、各市县政府分管医改工作的负
责人，各市县卫生健康委主任，以及
部分市县医保局局长，共 50余人参
加培训。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毓
辉在开班式上表示，在三明市原汁原
味地学习三明医改经验，是海南省深
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三明
医改要求的具体行动，是推动主题教
育活动走深走实的重要安排，非常有
意义。要准确把握三明医改经验的
核心要义，学习三明改革的坚定决心
和勇气，不回避矛盾，敢触碰利益，坚
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创
造性地把三明经验与海南实际结合
起来，以更大的力度、更强的决心推
进三明医改经验在海南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张毓辉说，今后一段时期，海南要
把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作为全省医
改的核心和重点任务，推动建立高效
有力的医改领导体制和工作推进机
制，更好地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
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完善有序就医诊
疗新格局；发挥区域医疗中心和高水
平医院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市
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分级诊疗，优化
就医秩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
供健康支撑。

海南：推进三明
医改经验落地生根

□通讯员 袁儒青
特约记者 李蕊

“作为母亲，我被恐惧和不确定
感所淹没，您的从容和专业给了我希
望和安慰。非常感谢您在那些关键
时刻对我孩子的付出和照顾。”读着
获救患儿妈妈写的感谢信，刘振球不
禁落泪。

刘振球是援巴布亚新几内亚中
国医疗队副队长、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5
月 16日，在受援国莫港总医院工作
的第798天，他运用新生儿呼吸机辅
助通气技术救治的严重呼吸衰竭的
男婴康复出院了。孩子的妈妈专门
写了一封信表达感激之情，并请刘振
球给孩子取一个中国名字。经过一
番思量，刘振球给孩子取名为“泰乐”，
英文名“Taylor”，寓意为“否极泰来，
平安喜乐”。

4月21日凌晨1时15分，泰乐经
紧急剖宫产降生，出生时胎龄38周，
产重3.28千克，羊水重度污染，新生
儿评分非常低，存在重度窒息。当地
医护人员在手术室持续对泰乐复苏抢

救1个多小时，于当天2时40分将其
送入新生儿科。

泰乐入院后嗜睡，面色苍白，肌
张力低下，气促、呻吟、发绀明显，存
在明显呼吸困难，经检查，被诊断为
重度出生窒息、胎粪吸入综合征、败
血症。刘振球立即给予吸氧、抗感染
等治疗。

住院的前2天，在头罩及鼻导管
吸氧下，泰乐的血氧饱和度维持在
90%左右。随后，泰乐病情越来越重，
在第3天时血氧饱和度下降到60%～
70%。严重低氧血症会导致多脏器损
伤，而且随时有心跳、呼吸骤停的风
险。刘振球在早查房时发现孩子病情
极其危重，有死亡风险，决定立即给患
儿启动呼吸机治疗。

这是一台特殊的呼吸机，由刘振
球1年前组装而成，是当地医院新生
儿科第一台可以正常运行的新生儿呼
吸机。刘振球在支援莫港总医院期
间，发现当地没有可用于新生儿的呼
吸机，只在医院库房找到了呼吸机主
机。该主机主要用于急救车危重症患
者转运，一直没有找到配套的新生儿
呼吸管路和湿化器。于是，他向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求助。之后不

久，合适的呼吸管路和湿化器从遥远
的祖国寄到莫港总医院。刘振球反复
调试，最终成功组装成新生儿呼吸
机。正因为这台呼吸机，泰乐脆弱的
生命有了保障。

在当地医护人员的支持下，新生
儿科迅速成立救治小组，刘振球任组
长。随着呼吸机开始运转，泰乐的面
色由紫绀转为粉红，血氧饱和度由
60%上升到90%，其他重要生命体征
也重回正常范围。经过医护人员精
心治疗和照护，泰乐一天天好起来，
自主呼吸功能逐渐恢复，7天后脱离
呼吸机。

刘振球是第11批、第12批援巴
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医疗队队员，擅长
各种新生儿急危重症救治，于2021年
3月来到莫港总医院工作。为了降低
莫港总医院的新生儿死亡率，刘振球
主动选择留任一年。如今，新生儿呼
吸机辅助通气技术的顺利开展，可挽
救更多呼吸衰竭患儿的生命，让刘振
球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一位中国医生和一台特殊的呼吸机

援外故事

宣传
垃圾分类

5月23日，江苏淮安，淮
阴区长江路街道左庄社区举
办“爱回收·爱分类”活动，通
过发放宣传手册、做小游戏、
介绍垃圾智能回收机器使用
方法等，鼓励居民养成垃圾
分类好习惯。图为志愿者为
居民讲解生活垃圾分类回收
常识。 赵启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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