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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安心卫生室：

打造阻断因病致贫的第一道防线
� � 4 月 25 日，江西南昌。

传化集团董事长、传化慈善
基金会名誉会长徐冠巨宣布，传
化慈善基金会决定在全国贫困
地区实施“传化健康扶贫行动”，
即从 2018 年起的三年内，捐资 2
亿元， 帮助 1000 个行政村援建

“传化·安心卫生室”。
在启动关爱卡车司机的“传

化·安心驿站”项目后，传化慈善
基金会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村
医。这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群体，
几乎没有被公益慈善力量关注
过。 那么，这次为什么是他们呢？

一家三代的守护者

提到“乡村、长期坚守、默默
奉献”等关键词，大多数人第一时
间想到的就是乡村教师。 其实乡
村中这样的群体并不只是老师，
还有几乎每个村子里都会有的村
医。 他们同样重要、同样可敬。

茶文英， 鲁奎地村村医，在
本村行医 22 年；安敏英，老姆登
村村医， 在本村行医 21 年；张
靖，龙河村村医，在本村行医 12
年；杨中荣，墩丘村村医，在本村
行医 34 年； 古小明， 草汾村村
医， 在本村行医 20 年……在云
南怒江、贵州雷山、江西兴国等
地的山村里这样的医生比比皆
是。

他们大多数是本乡本土的
村里人。

年轻时的茶文英乐观开朗，
寨子里的妇女生产时都会找她
帮忙，看到姐妹们在家中生产时
的种种风险， 就决定去学医，希

望能帮帮她们。 这一帮就是 20
多年。

而安敏英则是因为父亲的
原因懂一点中草药知识，在乡亲
们的极力推荐下走上了行医之
路。

他们大多数会一辈子坚守
在村里。

李振英一家就住在鲁奎地村
卫生室的旁边，对她们一家来说，
茶文英已经不仅仅是一名医生。

“我小时候痛经特别厉害，
每次都是茶医生给我开药给我
治疗；现在我娃娃有什么病也都
去找茶医生， 娃娃也不怕她，每
次去还会说大妈我又来了；我爸
爸有高血压，茶医生每次看到就
要他少喝酒、吃清淡的。 我们一
家三代都离不开茶医生啊。 ”李
振英表示。

茶文英接生的新生儿高达
七八百个，如今的很多孩子已经
长大了。“他们回来看到我会跟
我说，他们的妈妈告诉他们是我
接生的，所以性格像我。 ”茶文英
表示。

24 小时工作制

对于茶文英们来说，这份坚
守并不简单，他们需要做的工作
有很多。

以鲁奎地村卫生室为例，目
前需要承担的工作就包括管理
慢性病人群、65 岁以上老年人、
重症精神病患者、孕产妇、0~6 岁
儿童健康体检、适龄儿童的预防
疫苗接种、 儿童营养包发放、0~
36 个月儿童中医辨识、健康知识

讲座、家庭医生签约和一般诊疗
工作。

同时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管理和运转人口台账、独
生子女的奖学金和儿保费的材
料登记、计划生育结扎人员病发
症的材料和收集上报、为适龄已
婚夫妇办理生育证等）。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村医们
需要在卫生室和村民家中来回
奔波。 为了方便村民就医，茶文
英和同在鲁奎地村卫生室的李
春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直接写在
了卫生室的大门上，24 小时随叫
随到成了他们的工作常态。

2007 年的一个夜晚，熟睡的
茶文英被电话铃声惊醒，原来是
一个产妇在家里难产，孩子生出
以后大人昏迷了。 茶文英赶紧一
边在电话中指导产妇的家人，一
边联系包车出诊。

当时是凌晨四点多，大雨过
后的山路湿滑，半路车子上不去
了，茶文英便一个人打着手电往
山上爬。“四周黑漆漆的，但是一
心想着产妇就不怕了。 ”茶文英
回忆道。

到了产妇家，茶文英对产妇
进行了抢救，同时联系县妇幼保
健院，最终救回了产妇。“如果孕
妇出意外， 家庭就不幸福了，所
以我们都是随叫随到。 ”茶文英
表示。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一个村
医都曾遇到。“说没时间自己会
觉得都不好意思。 ”安敏英也表
示。

阻断因病致贫的第一道防线

尽管重要， 尽管愿意奉献，
但村医们依然面对着种种现实
问题。

一方面，村卫生室的条件有
限。“我们县的村卫生室大部分
还都是 2006 至 2008 年建设的，
当时的建设标准也不高。 ”泸水
县卫计委负责村医管理的何其
礼表示。 鲁奎地村卫生室就是那
一批建设的， 墙是空心砖的，屋
顶是石棉瓦的。

房屋老旧，保健室、配药室、
观察室、药房挤在一起，没有村

卫生室借用村委会、学校甚至医
生自己的房子，这样的情景比比
皆是。

此外，村医们还面临着收入
不高、职业成长途径狭窄、培训
提升机会匮乏等问题。

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
展，村民的健康意识在提升，“十
多年前有病也不去医院，现在有
病了会主动来打吊针。 ”何其礼
表示。

据茶文英介绍，夏天忙的时
候，鲁奎地村卫生室一天就有四
五十个人输液，而卫生室就两个
医生，“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饭
也吃不上。 ”

内外交困之下，老姆登村就
有一名村医离开村子出门打工
了， 而安敏英也在考虑是否离
开。“你们不做了，我们到哪里去
看病呢， 到大医院要花多少钱
啊。 ”对村民来说，这是一个大问
题。

如果没有村医，村民们的就
医成本无疑要大大上升。

一方面，看病需要去很远的
地方，交通成本在提高。 像鲁奎
地村， 到最近的乡医院有 15 公
里的山路，而且没有公共交通。

一方面， 经济成本大大提
升。 吃住在医院需要花更多的
钱。 而且在村里看病基本上是先
看病后付钱，而乡县医院就得先
交押金了。

种种因素叠加，导致村民不
会去及时就医，很容易小病拖成

大病，因病致贫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

社会力量共同支持

村医在乡村中的重要性毋
庸置疑，是阻断因病致贫的第一
道防线，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传化慈
善基金会在经过调研之后，决定
在全国贫困地区实施“传化健康
扶贫行动”，即从 2018 年起的三
年内，捐资 2 亿元，帮助 1000 个
行政村建设“传化·安心卫生
室”。

据徐冠巨介绍，2018 年将首
批援建 350 所“传化·安心卫生
室”， 其中江西 230 所， 贵州 70
所，云南 50 所。 今年底前全部竣
工并配置齐全医疗器械设备，投
入使用。

在援助“硬件”建设的同时，
传化慈善基金会还将考虑“软
件”的建设，以“互联网+”的方
式，帮助村医提高医技水平。

对于传化慈善基金会的举
动，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巡
视员曲天军表示：“介入健康扶
贫的社会力量还不多，投资规模
还不大，客观上需要有一家甚至
多家，有的社会影响力的社会企
业、社会组织示范引领。 ”

“我希望更多的基金会，更
多的社会组织向他们学习，积极
行动起来，为早日实现中国的小
康梦而努力奋斗。 ”曲天军强调。老旧的鲁奎地村卫生室亟需翻建

村医茶文英在给村民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