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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获20多次表彰，“小医生”有大作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雯倩 通讯员 李武艺

在郴州市苏仙区王仙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这样一群“娘子军”，她们站在了守护社区居民健康最前沿，
从中心开办至今，4 年里先后获得了 20 余次表彰，用实际行动展现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半边天”的热情与担当。

霸蛮的“健康女子突击队”

2019 年 3 月，王仙岭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运营。初运

营时，职工 18 名，其中女性职工

就有 15 名。他们负责区域内 16

平方公里、近 6 万人的基本公共

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成立初期人少事多，在困难

和问题面前，“娘子军”们抱着“啃

硬骨头”的状态，炼成了一支吃

得苦、霸得蛮的“健康女子突击

队”。

2020 年正月初一，早上 7 点

不到，天空还黑漆漆的，雨夹雪

混着寒风一直往衣服里钻，该中

心中医医生刘丽群主动放弃与

家人的团聚，千里迢迢从外省赶

回，加入到京港澳高速王仙岭收

费站的疫情防控值守中。

一整天，她用瑟瑟发抖的手

举着体温枪，不停地为过往旅客

排查、测温。因为担心体温枪因

低温保护出现停机、关机等异常

情况，她便一直用身体捂住体温

枪保温，生怕耽误事。长时间的

室外驻守，让她脸上的汗水凝成

了一层薄冰霜。

刘丽群只是王仙岭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健康女子突击队”

中的一个普通身影。

她笔下最湘的菜，有人间百味和湖湘精神

四季湘菜，
是湖南人的生命底色

“三餐四季，周而复始，就

是我们的一生。而四季湘菜，就

是湖南人的生命底色。”活动伊

始，刘利君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

创作体会。   

刘 利 君是 湘 潭人， 从 小就

在湘菜的浸润里成长，看湘菜，

吃湘菜，爱湘菜。尤其是到了

北京工作以后，她更为怀念家乡

的味道。作为湖南师范大学中

文系毕业的学生，她一直有文字

 当美食碰到文学，舌尖
的酸甜苦辣也就成为了笔下
的人间 百 味。12 月 22 日，

《拾箸小记：人间烟火里的
湘 味 》 新 书 分 享 会 在 长 沙
举 行。 活 动 现 场， 该 书 作
者 刘 利 君 讲 述 了 自 己 创 作
的 心 路 历 程， 同 在 场 的 嘉
宾 交 流 阅 读 体 会， 大 家 共
话 湘 菜， 一 起 品 味 文 字 与
美食带来的感动。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这群“战疫玫瑰”主动请战，有

条不紊地完成信息摸排、居家隔

离管控、核酸采样、新冠疫苗接

种等一系列工作，服务到深更半

夜是家常便饭，好几次核酸采样

甚至通宵达旦，辖区里每一个居

民小区、重点场所都留下了她们

的脚印。

据统计，疫情期间，该中心

累计完成核酸采样 2 万余人次，

新冠疫苗接种近 8 万剂次，多项

工作指标在全市名列前茅，两次

因新冠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被中

国社区卫生协会通报表彰。

暖心开设“健康早市”
舒适的就医环境、保姆式的

诊疗服务、零差率的药品销售

……基层社区医疗机构是为居民

“治小病、管慢病、防大病”的

第一道防线。

为了让服务更接地气，王仙

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

联合城市医疗集团三级医院专家

深入辖区每一个居民小区，开设

“健康早市”送上“健康早餐”，

让“粉丝”越来越多，居民们纷

纷竖起了大拇指。

身处预防接种岗位的邓淑韬

负责中心常规疫苗接种，她每天

都会提前半小时到岗。有居民

问她 ：“小姑娘，你怎么总是这

么早就上班了？”她笑着回答：

“很多家长带孩子打完预防针还

要送孩子上学，我先 来开好主

机，这样大家一到就可以开始接

种。”因为居民多，完成接种工作

后，她还要核对疫苗、整理报表、

对场所消毒，她常常忙得连喝水

都顾不上，一天下来筋疲力尽。

从三级中医医院调来的护士

王来玲，充分发挥自己的中医工

作经验，走街串巷，了解居民中

医药服务需求，很快就为该中

心打开了中医药服务新疗法。

“我们用专业的中医护理技

术解决患者的病痛问题，把中医

适宜技术、中医理念、中医文化

传导给每一位居民，为护佑他

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

应有的贡献。”王来玲说。

有人觉得，在社区当“小医

生”没意思，要成为大专家才了

不起。可是，邓淑韬、王来玲用

亲身经历证明，“小医生”也有

大作用。截至 2023 年 11 月，该

中心已门诊接 诊 6000 余人次，

接种儿童 疫 苗 3 万多 剂次，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 1400 余

人次，为高血压、糖尿病、孕产妇、

儿童等重点人群提供健康管理

近万人次，这些工作量远超她们

负荷的好几倍。

正是她们的辛勤付出，连续

四年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数据

核查工作中，该中心因满意度高、

老年人和高血压糖尿病档案规

范、真实性高等被通报表扬，年

底在居民健康建档面访工作中

也多次名列城区第一。家住欢

乐海岸的李大爷、爱莲湖畔的赖

阿姨逢人就夸：她们的服务真是

太好了，去看病走累了都是医护

人员开车送我们回来，一杯水都

不肯喝！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该中心以

良好的团队精神，展示了女性工

作者的“天使风采”：12 名女同志

先后荣获市、区“最美医师”、“优

秀护士”称号，8 人被政府嘉奖，

2 人获业务技能竞赛奖项，中心

两次获评“平安医院”。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情结，于是开始用手中的笔抒写

心中所爱。

早 在 2018 年， 她 就 在《 今

日女报》上开设“最湘的菜”专栏，

用文字向读者描绘了她心中的湘

菜江湖。

而“最湘的菜”专栏，正是

这本书的雏形。

翻开《拾箸小记》，你可以

在春暖花开中来一盘甜蜜的五

圆蒸鸡，体验豪放耿直的湖南

人性情中永存的一抹温柔；可

以在炎炎夏日对伏鸡大快朵颐，

感受湖南人吃伏鸡的仪式感；

或者在秋高气爽时来一份霸气

的新化三合汤，体会色彩斑斓

中的生猛和热烈；至于在寒冬腊

月里，来一口手工糯米糍粑，领

略那一份至刚与至柔。

“我写的其实是与湘菜有关

的人 生记 忆， 我们的 味 觉 里，

都藏着儿时的那个自己。就像书

中的每一道菜的背后都有一个

温暖的故事。”刘利君说，她写

的就是她心目中的湘菜，在她心

中，湘菜就是活生生的人物角色，

有血有肉，有悲欢离合。

为 什么 爱写 湘 菜？刘 利 君

说，湘菜有一种“无辣不欢，无

辣不革命”的精神，可能不像其

他菜系那样精致，但胜在踏实，

与湖南人的精神气质非常契合，

蕴含了湖南人的智慧：普通的田

间地头的东西，在不经意中绽放

了惊艳；食材的搭配，经营出一

种人生；各种调配味道的手段，

充满了哲学思想。

从湘菜看湖湘精神
在分享会上，多位文艺学者

在点评中探寻湘菜与湖湘精神

的关联。《中国湘菜大典》主编

彭子诚说，目前有关饮食文化

的书籍存在一定空白，而对人们

在解读湖湘文化时往往对湘菜

的意义有所轻忽，这是值得大

家注意的，他很高兴看到本书的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芙蓉

杂志社社长、主编陈新文则表

示，饮食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拥

有的经历，里面承载了关于人生、

地域、文化的记忆，从湘菜而

进入湖湘精神，《拾箸小记》的

角度很好。

湖南省政协原常委、湖南省

湘菜产业促进会名誉会长陈敬

称赞了《拾箸小记》一书中细腻

的文字，她认为刘利君作为女

性作家，所写的关于饮食的文

章里充满了感性，和男作家是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原主

席王跃文打趣说，《拾箸小记》

是一本只能饭后阅读的书，因为

里面所描写的湘菜都非常生动

形象。书中既有对菜品的溯源，

也有对各地名菜的介绍，还有日

常饮食的描绘，有生活，也有感

悟，层次感很好。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原党组副书记陈叔红回顾

了自己与湘菜之间几十年的缘

分。他说，《拾箸小记》是一本

关于生活的书，它给人以动力、

激情、希望，他祝愿每一位读

者今后的生活都充满激情、希望

和未来。

刘利君分享自己的创作体会。

王仙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在社区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