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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推出适合医生职业的贷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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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房地产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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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R认证买方代理人
* CBR注册买方代理人
* CIPS注册境外资产专家
* CRB注册住房经理
* CRS注册住房买卖专家
* CRI房地产经纪人学院毕业
* e－Pro房地产网络专家

手机:（202）276-6928

●二十年以上房地产买卖经验

●在全部买卖过程亲自把关

●多项优惠购屋计划

● 客户换房时卖房本人只收1%佣金

●第一次买房者将获免费赠送本人执笔

的买房必读宝典《购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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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hallwang1688@yahoo.com

地址：751 Rockville Pike,#27-B,Rockville, MD 20852

传真:（301）738-8158
维州:（703）688-3298

公司:（301）309-8859

免费：1－800－908-5188

爱心基金会衷心感谢来自美、中爱心人士与志愿者的无私捐助
和奉献支持。爱心基金会享有美国联邦政府 501(c)(3)免税和美国联
邦政府联合捐款（CFC # 10769）待遇，如您有意支持中国农村的爱
心助学和健康教育，中美文化交流和生态环保，以及可持续发展项
目等，爱心基金会将全力助您达成心愿。

如欲了解爱心基金会，
请浏览爱心网页: www.aixinfund.org
如欲联系爱心基金会，可Email: aixinfund@gmail.com
或Tel: (202)-321-8558, (301)-309-9421,
or (301)-762-5345,
您的善款支票可寄往：
AiXin Foundation, Inc.,
13621Valley Oak Circle,
Rockville, MD 20850

骑马村医
李玉忠是半路出家的乡村医

生，十多年来，村子只有他这一
位乡村医生照看这里 2741人的健
康问题。20世纪 80年代，李玉忠
初中毕业回到村里。父母瘫痪，
姐姐是残疾人。当时李玉忠最常
做的事就是去村卫生室，叫上年
轻的女村医来给家人看病。后来
村民投票选他当村长，负责村子
里的大小事务。怕耽误家人看
病，于是他开始自学医学知识。
2005年他去州里的卫生局学习一
年、实习半年后回乡时，村里唯
一的村医辞职进城，36岁的李玉
忠便接替了她的工作。

村医要做的事情很多，打
针、输液、处理打架村民的伤口
……上了年纪的老人来不了卫生
室，还得上门出诊。碧播村紧邻
中越边境，四周环山，寨子间相
隔较远，有的不通路。想到村民
家，李玉忠得背着药箱翻过山
头。山路崎岖，七八公里的路得
走上两个多小时。

早些年，村子没通电，药箱
里的疫苗得不到低温保存，只能
靠路上加速节省时间。村里的老
人见他翻山越岭不容易，建议他
买匹马代步。买马是笔大花销。
小马驹 4600元，接近李玉忠当时
月工资的 40倍，他找外出务工的
朋友借钱买了一匹。久而久之，
寨子里的村民听到悠悠的马蹄声
也能猜出个大概——李医生骑着
马来了。再后来，村子里的人都
称呼他“骑马医生”。

身份难题
村医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

只要寨子里来了电话就得出发。
为了能接到电话，李玉忠拿出存
款买了部手机，整夜开机。有一
次凌晨一点，手机响了，哈尼族
寨子里的一位村民病了。他背着
药箱走了一个多小时，去给病人
打针。路上花了将近3个小时，一
针才收费 3元。 钱不多，但心里
满足。

李玉忠记得刚当乡村医生的
头两年，只要有病人打电话，自
己就很激动。那是一种被认可、
被需要的感觉。当村医的第三
年，最远的寨子打来电话，一位
产妇要生了。李玉忠没接生过，
只能求助乡卫生院院长，通过电
话指导，帮产妇顺利产下一名男
婴。李玉忠行医经历丰富，但他
也说不清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医
生，只是以“赤脚医生”自我打
趣——这是“乡村医生”的前身。

上世纪 60年代，为解决医疗
资源匮乏问题，鼓励医疗资源下
乡，为乡村提供基础医疗体系。
由于医学专业人才稀缺，只能培
训一批粗通医术的人应急。李玉
忠说，当了十几年“没有名分”
的村医，他从没后悔过。当村医
的第一个月，他领了 30 元的工
资，同乡出去打工的兄弟一个月
能挣 180元。妻子劝他也出去闯
闯，他不干，他对治病救人有着

“解释不清”的热情。
当上村医后，李玉忠读了医

学中专。碰上公益机构开展的乡

村医生培训，他也想办法报名参
加。但他心里清楚，自己仍不是
正规军。在全国，像李玉忠这样
的乡村医生有 79.2万名。他们身
着白大褂行医，承担着农村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这些

“李玉忠们”是游离于医疗体制之
外、“半农半医”的农业医疗从业
人员。

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报
告》提到，村医中 70%左右为中
专文凭，过半村医没有任何职
称。“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驻
点队员队长郭帅跟村医打交道 4
年，走访过 200多名村医。他发
现，近几年考资格证书的村医越
来越多，但多在取得资格证书后
就离开乡村，转至乡卫生院或县
级医院工作，村里留下的多是平
均年龄超过45岁的村医。

郭帅说，绝大多数地区的村
医面临无编制、无社保、退休后
还是农民待遇的窘境。调查数据
显示，仅 26%的村医有养老保
险，每月养老金额在 100元~500
元的占 43.76%。还有 19.82%的村
医每月养老金额在100元以下。

“消失”的村医
今年 25岁的钟丽萍是云南澜

沧酒井乡岩因村的村医。2012年
起，多地推行每一千名农村户籍
人口配备一名乡村医生。岩因村
1868人，需配备两名医生。外地
人不愿意来，原在县城上班的她
回到村卫生室担任村医。在村
里，学过医同时还懂少数民族语

言的年轻人只有钟丽萍一个。8个
寨子里150余位老人一季度得上门
随访一次。6位精神障碍人士、5
位糖尿病患者、131 位高血压患
者，至少每月上门查看一次。

钟丽萍说，村医不仅要给村
民问诊，还负责全村的公共卫
生。 2016 年，国家发文，提出
2020年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
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
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落实
到乡村，就意味着村里的幼儿健
康管理、孕妇建档、村民慢性病
管理等工作都需要由村医统一收
集信息，做好信息录入工作，并
定期去乡里、县里汇报。钟丽萍
坦言，开会、做表之类的行政工
作占据了村医一半以上的工作精
力。卫生室七点半开门，但村民

不到七点就会敲响卫生室的大
门。最多的时候一天 30个患者轮
番候诊。“哪儿还有时间深造。”
钟丽萍叹了口气。

后继无人
《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近 5
年，村医数量在以平均每年5万的
速度锐减。 李玉忠也发愁：等到
自己退了休，谁来接替他的工
作？郭帅认为，若不明确村医的
身份问题、提高收入，这个行业
很难注入新的血液。目前乡村医
生收入来源包括三部分：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费、诊疗费以及药品
零差价销售后的基本药品补助。
三部分都算上，钟丽萍能拿到
3000 元左右，偶尔遇上“上级”
发不出工资时，一月一发的工资
自动改成了两个月一发。

看着同学都去了城市，钟丽
萍也在犹豫要不要进城务工。但
她也纠结，村里不通汉语的老人
因沟通问题难以外出就医，多是
选择在村里卫生室就诊。逢到自
己有事外出，卫生室关了门，老
人们就忍着，等她回来了再看。

“如果我走了，这里更没有人来
了。” 钟丽萍说。

后记：

乡村医生现状与面临的难题
作者：邱慧 中国慈善家杂志 编辑：爱心志愿者

编者按：在农业社会，乡村医生曾是全村羡慕的职业。但如今，徘徊在医疗体制边缘外的村医已经吸引
不了年轻一代。一个村医要照顾承担全村的医疗与照护，庞大的工作量让许多人无法承受，选择离乡务工。
近5年，村医数量正以平均每年5万的速度锐减。有人觉得村医没地位，收入低没前途，后继无人的现状令人
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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