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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村医走村入户，让村民有“医”靠
乡村振兴，健康是“基”。

而乡村医生就是活跃于农村的
健康“守门员”，在乡镇医疗服
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农村
居民健康的“守护人”。与以往
人们对于乡村医生的印象不同，
村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女大学
生的身影。今年 8 月 19 日是第
6 个“中国医师节”，我们一起
来看看女大学生村医如何用自
己的青春、医术守护村民健康。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新农人 兴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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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 熊秀华：
村民泣求她别外出工作

“我曾经想外出的，可是一些老百

姓舍不得我，在我家哭着让我别出去，

我就留下来了。”8 月 13 日，39 岁的

村医熊秀华聊起自己坚守乡村 13 年

的往事时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熊秀华是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

桥镇大塘乾村熊秀华卫生室的医生，

2004 年从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

学专业毕业，2010 年担任乡村医生。

2011 年，熊秀华曾经想要外出赴云南

工作，就有村民到她家恳求她别外出。

“我没想到当乡村医生这么辛苦。”

熊秀华回忆，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比

较多，很多时候都要去村民家里出诊。

但是，村民住得非常散，有些村民离

村卫生室有 20 公里远。村里只有她

一个医生，她每天上午坐诊、下午出

诊，经常在村民家忙到晚上十点以后

才回家。

10 年前，熊秀华还没有买车，只

能步行去村民家出诊。2012 年 8 月某

天晚上七点多钟，她接到几公里外一

个年长村民的求助电话，他的妻子风

湿病发作，痛得手已变形 , 并发高烧。

熊秀华便背起医药箱、带着 1 岁多的

孩子步行前往。“当时孩子没有人可

以照看，只好带着一起去。”等她看

完病，准备回家时，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了。“回家要经过一片坟地，晚

上 7 点多天还有点亮没什么怕的，可

晚上 10 点多孩子已经睡着了，我背

着他经过那里，真的是怕。”熊秀华

最终是麻着胆子、快步通过，回到家

才长舒一口气。

后来，这个村民给她送来了家里

产的鸭蛋以示感谢，但熊秀华没有收。

村里的老人患冠心病、高血压等

老年病的比较多，熊秀华都是尽心尽

力为他们治疗。

2016 年，村里一位 80 多岁的老

人患肺衰竭，家属在准备后事的同时

找到了熊秀华。熊秀华根据老人的情

况，给予了针对性的治疗，“采用中

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止咳化痰强心。

根据其呼吸不好，便想办法扩张其支

气管。开出了一些增强抵抗力的药”。

老人的病情因此慢慢好转，现在依然

健康。

2019 年底，当新冠肺炎疫情来临

时，“阳了”的熊秀华头痛、嗓子痛，

但她没有休息，每天工作到深更半夜，

第二天 6 点多就起来继续看病。

“帮人治好病，别人开心，我也开

心。”熊秀华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

服务村民，她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水

平，2016 年拿到了长沙医学院临床专

业本科文凭。“我已经习惯了乡村生

活，跟村民非常熟，像亲人一样，舍

不得他们。”

村医 蒋小红：
外村的病人都慕名而来

在郴州市临武县水东镇畔塘村的

田间地头、村口小巷，经常会看到一

个背着医疗箱的背影，那就是该村村

医蒋小红。

蒋小红走上村医的道路，受家人

的影响颇深。

“我的外婆是赤脚医生。我的姑姑

和姑父也是医生。”8月12日，蒋小红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2002 年中

专毕业后，蒋小红谢绝了临武县人民

医院的聘请，毅然回到乡村当了一名村

医。后来，她又拿到了南华大学临床

医学本科文凭。“有人问我为何坚持留

在农村，我说因为这里的村民更需要

我。”

2013 年，县政府提出消灭医疗卫

生“空白村”号召，蒋小红积极响应，

不顾条件艰苦在茅金坪村（现畔塘村）

成立了乡村卫生室。茅金坪村属于采

煤区，受地质灾害影响较大，多年来

都没乡村医生，老百姓就医难以保障。

在这里，蒋小红成了村里的“定

心丸”。她对待病人如自己亲人，不管

大病小病都细心周到，认真询问，认真

诊断，为附近老百姓解决了“看病难”

问题。有一天，她凌晨一点多接到一

个村民的求助电话，立马让丈夫开车

送自己去几公里外的对方家里，治疗

直至凌晨 3点多才回家。

为了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蒋小红

一边工作一边总结一边学习。她经常

回想病例的情况，思考总结，并记下来。

此外，她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自费学

习，向欧阳紫婷教授学习妇科；又到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自费学习了800 多

个课时，目前在该大学附属医院跟诊。

因为技术过硬、口碑极好，周边

村甚至外地村的病人都慕名而来。

有一对永州夫妻经人介绍找到了

蒋小红。“他们两口子几年没有怀上宝

宝，丈夫被某医院诊断为弱精症。当

时丈夫精神状态特别不好，而且有面

瘫、高血压。他两眼无神地望着我，

我顿时觉得压力好大。”蒋小红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首先给对方信

心，让他别想多了，一定能治好；其次，

她根据病情开了10 服中药。经过控

制血压和三个月的调理后，这对夫妻

怀上了。“这个丈夫喜不自禁，立马告

诉我这个好消息。他们的小孩出生后，

他们还赶到我的卫生室，当面给我报

喜。”

还有一名长沙女子，备孕五年多一

直没有受孕，经人介绍，找到了蒋小红。

蒋小红耐心诊断发现，该病人患有子

宫内膜息肉，右侧输卵管堵塞，每月

监测卵泡都是右边排，即使试管也不

一定成功。蒋小红通过激活病人左侧

卵巢功能排卵，用口服中药加上外敷

中药调理治疗。半年后，该女子成功

受孕，顺产一健康宝宝，还特地寄去

一面锦旗。

“病人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病人

心想事成我也开心。”蒋小红说，“从

事村医工作，能够让百姓认可、得到

病人的信任，我很开心、自豪。”

村医 吕玲：
为村民跨专业学医

“ 你 空 腹 血 糖 8.7mmol/L， 收 缩 压

160mmHg，20 多岁就有这三高的表现，小

心不好找对象哦！”8月13日，吕玲在给一

名 20 多岁的男性村民做完相关检查后，跟

对方开起了玩笑，并叮嘱对方按时吃药、

控制饮食、坚持锻炼。

35 岁的吕玲是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桥镇

东村村卫生室的医生，2019 年 6月从永州

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来到东

村，已为本村 1200 多名村民服务了4 年。

让人没想到的是，吕玲原本大专读的是

机电专业。“我学医应该说是机缘巧合。”8

月14日，吕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机

电专业毕业后，她就去了广东从事外贸行业。

后来，因为有了孩子，她便回到村里陪伴小孩，

并照顾家里的老人。

在村里生活久了，吕玲发现，村里年轻

人大都外出打拼，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而

且很多老人行动不便，外出看病非常不方便，

她便萌生了学医的想法，“做村医，帮助村

里的老人”。

吕玲从小就对中医很感兴趣，也跟奶奶

认识的一些中医学习过。2015 年，在家人

的支持下，吕玲拿起书本，通过考试、筛查

等程序，最终在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就读临

床医学专业。

吕玲班上有三四十个同学，但有一些同

学觉得村医工资低，农村老人多，帮老人看

病时照顾起来很麻烦，便选择去了大城市。

吕玲则坚持回到农村。“刚回村的时候，

确实有不少困难，但两年后，就没有困难了。”

吕玲 2019 年到东村当村医时，正赶上

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候。她每天都要走村入户，

登记村民信息，给村民量血压、测血糖，帮

忙查看医保报销项目等。“我们一年要对村

里所有的村民随访 4 次，对有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的村民要进行血压、血糖等

方面的检测，都是免费的。”吕玲说。有一

名已经 90 岁的“五保户”村民血压持续不稳，

而且记忆不好，吕玲一个星期要去她家三四

次，帮她测试，叮嘱她吃药。

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时，吕玲又和

村干部等人一起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叮

嘱村民尽量不要外出，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

测量体温。”吕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在为村民服务的过程中，吕玲的医术逐

渐赢得了村民的认可。2022 年，一名中风的

村民出院后依然嘴歪、流口水，吕玲一边给

他打消炎针，一边配合中医治疗。一段时间后，

这名村民不流口水了，说话也清楚了。

2021年，一名60多岁的村民患了肩周炎，

在外面的医院打了几天封闭针，依然很痛。

她回到村里后，就想请吕玲继续给她打封闭

针。吕玲在给她进行一番检查后，采取了针

灸理疗的方式，一个月后就彻底治好了。如

今，这名村民一见到吕玲总会忍不住道谢。

除了看病，吕玲也经常在生活上关心村

里的老人。比如，帮不能坐车的老人去城

里办医保卡、交电费，带上孩子和“五保户”

一起过小年等等。“在村里能够帮助到村民，

我很高兴，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价值。”吕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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