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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邓嫣红不同，从卫校毕业后，汤美艳先后

在江西、深圳的大医院就职，直到 2007年，在

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才回到浏阳市，入职大瑶镇

中心卫生院，成为一名外科护士。

“刚开始工作的半年，我很不适应。”汤美艳

坦言，初到卫生院，硬件设施给了她“迎头一击”。

当时，卫生院一楼是儿科和内科，外科诊室位

于三楼。她还记得在第一次参与抢救患者时，

因为卫生院没有电梯，她和同事们只能推着

平车爬上3 楼。

起初，大瑶镇中心卫生院的患者很少。

为了自救，卫生院决定大力发展疼痛科和肛

肠科作为特色科室。可疼痛科的检查需要核

磁，卫生院没有核磁，“患者认为我们卫生院没

有核磁，还需要到浏阳的医院排队做完核磁，再

回卫生院治疗。”汤美艳告诉记者，因此患者更

愿意直接到浏阳市的医院就诊。

幸运的是，2011年，浏阳借着新一轮国家医

改东风，开展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在

这场改革中，浏阳以突出强基层为重点，允许卫

生院拿出医疗服务收入，增发医护人员绩效，并

向临床一线倾斜。同时，市里还将大型乡镇卫生

院的专科业务进行剥离，参照公立医院管理，允

许专科采购非基本药物，扩大诊疗范围，并申请

医改试点，为卫生院争取手术权限。

在新一轮“医改”中，大瑶镇中心卫生院紧

紧抓住机会，寻求发展与突破。

“我们努力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培养科室

骨干，引进医疗人才，与多家上级医院达成医联

体合作，加大医疗设备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卫

生院的服务能力。”大瑶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卢要

文说。

就这样，像汤美艳这样从大城市返乡服务的

护士也得到了卫生院更多的关注与重视。此后，

卫生院不断地将院内

的医生、护士送

到 浏阳、 长

沙、 省 级

等 医 院

进行 学

习， 回

来后强

大 科

室的力

量。

在 这

种激励模式

下，大瑶镇中心

卫生院取得了极大的

发展，不仅吸引了本地

的居民前来就诊，更吸

引了江西的患者前来就诊。

“事实证明，从大城市返乡基层的决定是没

错的。”汤美艳说，如今，医院不仅搬到了新院区，

有了更多更先进的医疗设备，前来就诊的病人也

越来越多。

 

全国 3.4 万家乡镇卫生院竞争排名 : 浏阳 6 家医院上榜百强，拿下第一、第二名

“逆吸”城市患者的超级乡镇医院，有她们的坚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很多人对乡镇医院的印象是“医疗落后、设备破旧、无人问津”。可在浏阳市乡镇医院，却出现了“逆吸”现象——不少湘赣地区的城市患
者蜂拥而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火热局面，连在外打拼的医生护士也纷纷返乡，服务基层医疗。

不久前，《2023 中国乡镇卫生院综合实力千强排行榜》发布，全国 3.4 万家乡镇卫生院参与排名，浏阳市 6 家医院上榜 100 强。其中，浏阳
市集里医院、浏阳市骨伤科医院位列第一、第二名，成为辐射湘赣边的“超级乡镇医院”。

“超级乡镇医院”为何能超越沿海地区，脱颖而出？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三代女护士，听她们讲述基层医疗的“逆袭之路”。

作为一名“00 后”，永安镇中心卫生院内一科护士

张紫萱曾经一度向往在大城市工作，但从学校毕业后，

经过多方比较，张紫萱回到了老家浏阳市永安镇，成

为中心卫生院的一名护士。

但张紫萱告诉记者，入职却不是一帆风顺，她和

其他的面试者经历了多轮考试和面试，最终才入职。

入职后，她需要经历轮岗，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是所有

人都能留下。层层考验后，

张紫萱留在了医院。

张紫萱所在

的内一科，更

多的是服务

老年人，而

这 些 前 来

看病的患者

中，不乏村

里“看着她

长大”的长

辈。

“一开始，大

家都很惊讶，问我是

不是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

才回来的。”张紫萱说，直到自己向对方介绍“永安镇

中心医院已不是传统乡镇医院，早在 2019 年就获评二

级综合医院”，对方才表现出赞赏。

永安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张硕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介绍，永安镇位于浏阳市和长沙市交界处，距离长沙

市不过半小时车程，大家伙更愿意到长沙的医院就诊。

为了提高卫生院的竞争力，卫生院不仅针对辖区内慢病

人群较多的情况，差异化发展特色科室，大力发展心

脑血管内科等科室，提高对患者慢病管理的能力，同时，

卫生院也致力于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水平，让前来就诊

的患者在“更低廉的花费”下，可以“有更贴心优质的

医疗治疗”。

作为新入职的护士，张紫萱一进入科室，护士长就

叮嘱道：“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把患者当作自己的爷爷

奶奶照顾。”在工作中，张紫萱也不断提醒自己，很快，

这个“新来的、讲话轻声细语的小妹子”就得到了患者

的一致认可。

内科也可能会有紧急情况发生。一次夜间值班，张

紫萱正在查房，发现一位老奶奶躺在床上，脸色苍白，

旁边检测仪的各项数据显示老人家的生命体征极不稳

定。她下意识地按下了床头的铃，叫来了医生和其他护

士。由于张紫萱发现及时，老人家最终脱离了危险。

这件事情后，张紫萱更加注意密切查看患者的情况，

避免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护理工作很累，很辛苦。”但张紫萱并没有放弃进

步的机会，她积极参加院里和科室组织的每一次培训，

“几乎每个月都有”。

慢慢地，张紫萱成为内一科护理团队的“中流砥柱”。

她告诉记者，如今不光在永安镇中心卫生院，步入浏阳

乡镇医院，护士都会跟大城市综合医院一样，引导陪

护病人，做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筛查，并纳入系

统管理。2022 年，浏阳已开始推行全科诊疗模式，将

基本医疗、基本公卫、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管理等

融为一体，大幅提升了基层首诊率。

作为浏阳市集里医院护理部主任，邓嫣红还记得，

1995 年 7月，刚从卫校毕业的她提着行李箱，来到浏阳

市集里乡卫生院的场景——卫

生院不大，一眼望到头，

一座土砖房子便是当

时的门诊，病人寥寥

无几。

这里如何为患

者带来好的就诊

体验？邓嫣红有

些落差感。但她

很快就适应了自己

在卫生院的工作。

在这里，邓嫣红不仅

是一名护士，同时也是

一名护工。工作时间结束

后，邓嫣红还有一些重要的工

作：为注射器消毒、制作棉签、放置好氧气罐。

邓嫣红入职之时，正是集里乡卫生院力求摆脱困境

的阶段。发展专科，就是基层医院的背水一战。

集里乡卫生院是当地农村三级医疗网点的重要环节，

这里创立的第一个科室就是“中风科”，也就是神经内科、

脑血管病专科。邓嫣红成了专科的第一批护士。

“当时，乡镇卫生院地位尴尬，我们距离中心城区不

远，村民们小病到卫生室拿药，大病则去浏阳市的大医

院就诊了。”邓嫣红说，为了招揽病人，卫生院全体员工“集

中力量办大事”，白天，留下在卫生院看诊的医生，其他

医生和护士则前往辖区内各个村（社区），走进家家户户，

一边为老百姓筛查高血压，宣传中风的危害，一边宣传

卫生院的新科室。

终于，患者来了，可新问题又出现了——中风确诊需

要 CT，但卫生院还没有能力购置。邓嫣红记得，一个晚

上，已经下班的她正在房里休息，突然传来了众人的呼喊，

原来，一位晕倒的病人被家属送到了卫生院，大家蜂拥

而上，努力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等到患者度过危险期

后，接诊的医生就带着她，将患者抬上车子，送往浏阳市

人民医院照射 CT。“等到确诊了中风后，我们又把病人带

回来，在卫生院治疗。”邓嫣红说。

治疗好的患者成为卫生院的“活招牌”，前往就医

的群众也越来越多，集里乡卫生院购置了医疗仪器，引

入了优秀的医生，学习了先进的医疗技术，“中风科”

逐渐发展了起来，集里乡卫生院也在患者当中逐渐有

了一些名气。

在集里工作近 30 年的邓嫣红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浏阳乡镇医院之所以“牛”是有多层次原因的。在这里，

工资最高的往往不是院长，而是学科带头人和一线专家，

有的医生收入是院长的五六倍。医院用绩效激励医生外

出进修，回来后强大专科力量。激励机制留住了好医生，

浏阳也通过改革，不断破除专科发展的重重障碍。

如今，集里医院成为湖南省唯一一家设有重症监护

室、能做开颅手术的乡镇医院。2023 年还开展了2 台脑

神经修复术，让一名“植物人”睁开了眼睛。邓嫣红也跟

随医院的发展，逐渐成长为一名护士长，她的岗位从最

开始的神经内科，到之后的眼科、外科、妇产科等多个

科室，逐渐成为护理部主任，参与制定了医院护理部门

的规章制度，如今管理着全院 400 余名护士。

坚守的 70后
曾为招揽患者走家串户

返乡的 80后
得到基层医院重点培养

扎根的00后
迎时代东风回乡服务

▲张紫萱正在为
患者配药。

▲汤美艳在为生病的儿童
抽血，在她的安抚下，小
男孩很快镇静下来。

▲邓嫣红（左）正在
教年轻护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