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患矛盾，这在如今是屡见

不鲜的话题。从大型公立医院到

偏远山区的小小卫生室，患者与

医生之间，似乎一直都找不到一

个平衡点，让双方都学会心平

气和。

正如二泉村村民的不满，他

们要求享受到

的医疗服务与

帮助其实并不

过分，且都是

政策规定内

村卫生室必须

要做到的。但

回过头来，这

一切问题的症

结，真的是一

句“医生不负

责任”就能解

释， 亦 或 是

直接换个医

生就能解决得

了的吗？

曾经有一名在村卫生室工作

的医生上网发帖称，他所在的村

子有 1300人，只有一个卫生室、

一名医生。如果完全按照政策要

求的对高血压、65 岁以上、重

症精神病、糖尿病者有查体随

访，那村里符合条件的有408人，

按规定每年需查体 4 次，每次1

小时，就算这名医生一年365天

不休息，一天也要花4 个半小时

去随访——更何况村医还身兼

村内的预防接种、孕产妇管理、

0-6 岁儿童管理等一系列职责，

等这些事情处理完了，也就没有

时间看病了。关键是，如此大的

工作量，补助却十分微薄。在四

川省通江县檬子垭村卫生室工作

了18 年的乡村医生向荣贵也曾向

媒体记者感叹，“守一天的店还

挣不够一天的饭钱”。

诚然，客观条件不能成为不

好好为患者服务的理由，我们也

并非想要为一部分不负责任、玩

忽职守的医生开脱，但归根到底，

加大政策、资金对基层医疗的倾

斜，不仅改善硬件设施，也努力

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专业素质与

个人素养，用完善的制度规范其

行为的同时，也相应提高其待遇，

多措并举，才能打击抬高药价、

弄虚作假等一系列让群众不满的

“小动作”，真正实现农村患者“小

病不出门”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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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编后

( 上接 A06 版 )

在 走 访了近 10 户二泉 村

村民家庭后，今日女报 / 凤网

记 者发 现， 村民 卢保 生、 陈

德志等人 反映的情况确实存

在，而药品售价高、儿童疫苗

注射通知不到位则最让村民反

感——但在魏莲花看来，村民

们对自己所有的不满，全是因

为“他们欺负外村人”。

魏莲花告诉记者，自 2007

年她和丈夫陈向荣通过考试接

管二泉村卫生室后，一直都被

排挤。在儿童疫苗这件事上，

魏莲花认为这并不是村卫生室

的工作，所以她没有责任；而

收疫苗本人为填满疫苗注射选

项的事，魏莲花也予以否认，

“绝对不是我干的！我们不管疫

苗，也不会去收本子，我丈夫

更没去收过”。

“注射疫苗是防疫站的事

情，我们卫生室只负责通知。”

魏莲花说，她每个月的 7 号都

会 通知有孩子的村民去打疫

苗，“挨家挨户通知是不现实

的，我 都是在 卫 生 室 立个牌

子，有时候还会在广播里喊一

喊”——至于这样做的效果如

何，魏莲花表示自己也没有进

行后续统计。而根据《宁乡县

村卫生室建设管理办法》的要

求，村卫生室应掌握 7 岁以下

儿童的情况，协助做好儿童系

统管理工作，其中包括定期体

检、协助通知打疫苗等。管理

办法中还提到，儿童计划免疫

合格率应高于 95%。

当记者就村民们反映的村

卫生室医生没能为 65 岁以上

的老人上门看诊、没有对重大

疾病和精神病患者进行登记等

情况向魏莲花进行核实时，她

坦陈，卫 生室虽然做 过一部

分登记，但确实没有一家家去

统计情况，“不过不能把有些

家庭领不到国家发放的免费药

物这事怪在我头上，因为精神

类免费药物是政府发放的，由

镇上的卫生院统计后再确定指

标，然后才能领药。”而当记

者提出想看一下卫生室关于重

大疾病和精神病患者的登记册

时，魏莲花则表示“登记册在

丈夫那儿，暂时看不到”。

针对村民指责的村卫生室

不开票据、药品售价高等情况，

魏莲花直言：“我以前在卫生

室工作的时候就没开过票，其

他村卫生室也都不开票的啊！

至于药价，我觉得不能跟那些

大药房比，他们的药本来就更

便宜。”

 而因为疫苗本的事，唐贵

民的老伴还差点与前来收本子

的“村卫生室工作人员”起了

冲突，“我老伴说，我们没在

你的卫生室打过针，不能给你

们本子！”但疫苗本这次没交

上去，却在随后的“更换新疫

苗本”中被收，“发下来的新本

子也都被填满了”。

7 月 5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走访了多名二泉村村民后

发现，村里孩子的疫苗本上确

实大多项目都被填满，包括甲

肝、乙脑、百白破等。多名家

长告诉记者，他们对孩子已注

射疫苗的事情并不知情，“这

些项目是被人走家访户直接填

上去的”。

至于村卫生室是否通知过

孩子注射疫苗，有家长表示，

由于家离卫生室较远，所以从

未被通知；而一些住在卫生室

附近的村民则表示，“前些年

没有通知过，最近两年，魏莲

花会在村卫生室放一个牌子，

写上疫苗的注射时间”。 

看病反被打，陌生男子闯入家中找病历
药价贵、不出诊、疫苗注

射“乱弹琴”……在村民们的

投诉中，二泉村四组村民陈德

志则是“对魏莲花的医术和医

德不满”。

2011 年 8 月 14 日，刚从煤

矿做完工回到家的陈德志突然

感到手臂疼痛，全身僵硬发麻，

便赶紧拨通了村里卫生室的电

话，请求魏莲花“上门看诊”，“但

她只说了句‘没事咯，明天就会

好的’，不愿意过来”。

无奈，陈德志只能硬撑着

走了三里路，自行找魏莲花看

病。“她给我开了药，并打了一

针。”过了半小时左右，陈德志

的整只手臂都动弹不得。随后，

在家人的陪伴下，陈德志来到

宁乡县中医院检查。“医生说，

手臂动不了是因为打针时打坏

了神经。”陈德志说，在中医院

住院数日后，他回到村里，便

去卫生室找魏莲花理论。

“这不关我的事。”撂下这

句话，不管陈德志怎么质疑，

魏莲花都不回应。一时气急，

陈德志当场砸了卫生室的一块

柜台玻璃。见状，魏莲花便打

了一个电话，没多久，卫生室

对于二泉村村民与村卫生

室负责人的矛盾，宁乡县卫生

局一名张姓负责人表示早有了

解。 早 在 2010 年， 部 分村民

就将其情况反映到局里，当年

卫 生 局也专门成 立 过调查小

组，前往二泉村进行走访调查。

不过由于投诉证据不足，所以

并没有对该村卫生室负责人进

行更换。

“5 年时间里，我们又多次

派出领导和调查员进行走访，

并没有发现大的问题。”该负责

人表示，期间因为药价偏高问

题，也曾协调村卫生室给买药

村民退过钱。陈德志说，因魏莲花要求“私
了”，在签下调解协议后，对方支
付了 15000 元，便不再理会自己，
“可这些年我为治疗手臂已花去 3
万多元，且至今都干不了重活”。

里就进来了五六个壮汉，“他们

直接把我打了一顿，旁边的村

民看不过眼，就帮我报了警”。

手被治坏了，又被打了一顿，

但陈德志的噩梦还没结束。“我

去找她理论的时候提到我有在

宁乡县中医院的诊断病历，那

是我证明她出医疗事故的有力

证 据。”陈德志说，当晚，他

再一次在家中被 6 个闯进门

的男人殴打，“边打还边在我

家翻箱倒柜，想找出我的病

历本！”

所幸，陈德志的家人 报

了警，这些人只得离去。次日，

陈德志将情况反映到派出所，

却因“没有证据”，至今无法

维权。

“医生可以医术不好，但

不能没有医德。”于是，陈德

志带着自己在宁乡县中医院就

诊时的病历本，先后去了大

成桥镇卫生院、宁乡县卫生

局等相关部门，要求村卫生

室道歉并赔偿。不久后，陈

德志收到了二泉村党支部书

记的电话，“魏莲花要求私了，

同意赔偿我 15000 元”。

“我只要她承认在我这件

事上确实是医疗事故，我的

手好不了，她要负责。”陈德

志说，“私了”后，他为了治

手已经花去 3 万多元，而且手

至今使不上力气，也干不了

重活。但即便他再去找魏莲

花，对方却已经不再承认这

一系列的事情。

■回应

卫生室医生“喊冤”：
“被村民排挤，只因我不是本村人”

大成桥镇卫生院：村医有义务夜间出诊
就在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在二泉村进行实地调查后，部

分二泉村村民再次将村内卫生

院的情况反映到了相关主管部

门。7 月 25 日，该村村民告诉

记者，称魏莲花同意退还部分

药品差价。7 月 27 日，记者再

次联系了大成桥镇卫生院院长

谢文龙。

“按照规定，夜间就诊、24

小时 看 诊、看病开票 据 等 都

是村卫生室的职责，没做到位

确实存在问题。”谢文龙表示，

二泉村卫生室近日确有向村民

退钱之事，目前宁乡县物价局

已介入调查。而大成桥镇卫生

院负责二泉村卫生室的公共卫

生管理，所以针对村民反映的

看诊方面的问题，大成桥卫生

院之后将会展开调查。

至于二泉村的部分精神病

人没有领取国家发放的免费药

物的问题，谢文龙表示，每年

大成桥卫生院公共卫生办公室

都会下村统计情况，“但一些情

况并不严重、不需要服药治疗

的病人可能没有报上来，所以

领不到政府社会事务办公室的

免费药物”。 

宁乡县卫生局：已多次下村走访调查

宁乡上百村民投诉：咱村的卫生室不靠谱

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