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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
大型公益活动

活动报道时间：

2015年5月12日至2015年10月

活动投票时间：

2015年11月（11月底或12月初公布十佳
医护人员评选结果）

推荐标准

全省医疗机构职业道德高尚，深得患者认可
的医护人员。

1、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风范，热爱医
疗卫生工作，爱岗敬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

2、具有执业医师、乡村医师资格、执业护士
资格。

3、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真诚为患者提供优质
服务，深受同事、病人及家属的肯定和赞扬，无私
奉献，事迹感人。

4、廉洁行医，拒收红包，无商业贿赂及其他
违法违纪行为，无重大差错事故。

推荐方式（4种方式）

1、由省内医疗机构、各市县卫生局推荐；
2、关注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微信平台、海南日

报微信平台、海南日报客户端，并留言推荐；
3、发送推荐人选到海南日报健康周刊邮箱：

hnrbjkzk@qq.com；
4、社会人士推荐，可以拨打海南日报的热线

电话966123推荐（推荐需提供被推荐人的真实
姓名、所在单位，并配以简短的事迹介绍）。

投票：投票平台以南海网网络投票，海南日
报手机客户端以及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微信投票
为主。在海南日报健康周刊上刊登医护候选人，
报道期间不进行投票，报道全部结束后，集中进
行投票。

最终评选：投票结果将结合专家评审，最终
选出2015年度海南省十佳“寻找百姓身边好医
护”名单，获奖者将推荐作为卫生系统全省道德
模范候选人。

2015年，我省医疗卫生计生事业将
以深化医改为重点，需要医务工作者尤
其是担负着诊疗工作的医护们，更好地
发挥专业特长，为患者的健康，为医院的
发展贡献力量。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们，
大多默默无名，但很多人身上的故事都
令人感动。辛勤工作的他们，传递着医
疗行业的正能量。

2015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海南
省卫生计生委联合推出海南省“寻找百
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此次活
动将通过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资
源，即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海
南日报新媒体等进行立体报道，力求寻
找到我省更多闪烁职业光芒的医护人
员，将他们的故事推向公众，传递社会正
能量，营造更加和谐的医患关系。获选
人也将作为央视寻找最美医护活动海南
地区的推荐候选人。

活动背景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
省卫生计生委联合推出

人物简介：
林文辉

东方市三家镇
居侯村乡村医生
推荐人（单位）：
东方市卫生局
投票编号：

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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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能 特约记者 高智

东方市三家镇居侯村乡村医生林
文辉今年57岁，镇里的朋友习惯叫他

“老林”；在村里，不少村民们叫他“林
院”。

“我一个乡村医生算什么院长，听
着挺尴尬的。”采访时，林文辉不好意
思地对记者说。这个称呼的背后是村
民们对他的认可和敬重。

林文辉年幼时体弱多病，父亲经常
赶着牛车拉着他去邻镇看病。那时候农
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的情况
十分普遍。居侯村以及附近的昌江黎族
自治县旧县村、大风村3个村只有一个村
医。“那时候看病难啊。”林文辉回忆道。

1981年，林文辉从东方县卫生学
校毕业后，成为居侯村的乡村医生，一
干就是34年。

当时，村里还没有卫生室，林文
辉在家中开起了诊所，并向农信社贷
款 3 万元购买药物、医疗器械等物
品。他没想到，直到今天，这笔账只
还清了2万元，账本上还欠着1万余
元。

“村医收入不高。全家4口人的吃

穿用、两个儿子读书费用主要是靠妻
子种地、打零工来负担。”林文辉尴尬
地说。

除了银行贷款的账本，林文辉还
有另外一本账本。这本发黄的笔记本
上，记者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村民看病

的赊账记录，人名后面是一串加号和
数字，表明赊账不止一次，金额从几十
元到成百上千元不等。

这些赊账记录主要集中在2000
年前，当时村民普遍贫困，有人来看病
没有钱，林文辉便让他们先看病，该打

针打针，该吃药吃药。“以前还有一些
欠条，后来没有管，也不知道放到哪里
去了。”林文辉说，上门催债的事做不
出来，实在太伤感情了。他从来没有
算过村民一共欠了多少钱。等到他们
有钱了愿意还就还。

40多岁的村民老林是卫生室的常
客，20年前就患有结核病，由于没钱根
治，常年依靠林文辉输液维持。“林院
态度好，收费合理。没有他，我可能早
就死了。”老林说。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乡村赤脚
医生成了村民口中的“林院”。“群众对
林文辉挺满意。”三家镇卫生院院长符
以山表示。

多年来，作为乡村医生，林文辉不
仅每天要为上门就诊的病人看病，还
要经常半夜到村民家中出诊。

“每家每户的电话我都有，人家找
我看病是信得过我。”林文辉告诉记
者，居侯村400多户居民，他的手机里
存了800多个号码。30多年来，他跑
遍本村和周边村庄的每一条小道，对
每一户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
掌。谁患过高血压、谁患糖尿病、谁对
哪些药物过敏，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林文辉的桌
上堆着30厘米高的各种医学杂志、报
纸资料，许多都已泛黄。这是他30多
年来收集的学习资料。“看看这些资料
杂志，就像在请教一位专家。”林文辉
说自己只是村医，必须加强学习。

给村民们看了30多年病的林文
辉自己也是个病人。2007年，他被确
诊为良性鼻咽肿瘤。在海口就医两个
月后，林文辉又急忙赶回村里给村民
看病。

东方市卫生局疾控股负责人张华
景表示，2012年，该市启动村医培训计
划。得知消息后，林文辉把毕业于海
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在海口工作的
小儿子叫回家报名。如今，小儿子通
过3年的培训毕业回到村里，成了林文
辉的助手。

“我还能干多久就干多久，干不了
了还有儿子接班。”林文辉说。

东方市三家镇居侯村乡村医生林文辉：

34年行医路上的
“两本账”

■ 本报记者 侯赛
特约记者 汪传喜

一天至少100个问诊咨询电话，
一个上午的门诊常常要看到下午上
班前，下班时间还要见缝插针地给病
人手术，这样的工作节奏，相信没几
个人能跟得上！而被同行们称为“铁
打的医生”的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主任陈正义却每天像陀螺一样转
个不停，保持着这样的节奏。

54岁的陈正义留着一头干净利
落的超短发，洪亮略带嘶哑的声音里
透出一股子精气神。他说自己天生
精力好，一天睡3个小时就够了，这让
记者有些吃惊。

与陈正义交谈了不到15分钟，他
就前后接了8个电话，来电者有儋州某
村的村民，也有海口某单位负责人。
一个科主任的电话号码怎么人人皆
知？医院同事老汪告诉记者，陈主任
从不会因为自己的技术好就摆架子，
他的电话号码一传十，十传百，他也成
了老百姓身边随叫随到的医生。

记者采访中发现，陈正义每接一通
电话都认真严肃回答，没有因为记者的
采访而草草了事。电话里解决不了的，
他干脆直接让患者下班后过来看看。

“凌晨5点，就有乡村病患打电话
来，问我出不出门诊，要坐车过来看
病。”陈正义告诉记者，经常接到这样
的“骚扰电话”，有时也气恼，但从没
有因为害怕患者打扰而关机换号。

“我也是农村里出来的，能理解农
村老百姓的难处和生活习惯。”陈正义
说，正是因为对老百姓的理解，他的门
诊从不限号，有时一个上午排了80个
号，要看到下午近2点才能下班吃饭。

陈正义在接到患者电话时耐心
指导，但是遇到不听话的病人，他可
是科室里出了名的急脾气。

“你干嘛要住院，干嘛要乱吃
药？”6月24日上午，海口市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门诊里传来陈正义的声
音。跟陈主任共事9年的护士长云小
余告诉记者，每次陈主任坐诊都会出
现“骂”病人的情况，她们对此已经见
怪不怪。

“有一些病人身体没什么大碍，
只是功能性疾病而已，根本不需要吃
药，但他们到了医院总想让医生开些
药、甚至要求住院，好像不开药、不住
院就白来医院了。”云小余说，遇到这
些病人，陈正义总是先指导患者日常
调理的办法，不希望他们用无用的
药、花冤枉钱。

“其实，根据患者的要求开一些副
作用少的药，对医生来说反而简单，一
分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陈主任宁肯
花10分钟向患者解释不必用药的道
理。”余小云说，对于一些比较“顽固”
的病人，他也始终坚持“该开药的就
开，不该开的不能开”的原则。病人再
坚持，他会毫不留情地骂过去。

除了他的急脾气，陈正义的细心
也是出了名的。科室医生江雪梅告诉
记者，一次，陈主任给一个患者做常规
胃镜检查，发现病患的食道有一处异
常，他果断用钳子夹掉疑似癌变的部
位拿去进行病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
癌病变。但是，术后对切除部位进行
病理检查，却没有发现癌细胞。

“不要认为这是误诊，这其实是临
床上所说的‘一点癌’。”江雪梅告诉记
者，陈主任检查发现并取下了异常部
分进行病理检查，所以术后的截取部
分里没有了癌细胞。如果当时检查
时，没有发现这点癌，后果不堪设想。

每天，陈正义都像个陀螺不停地
旋转于门诊和手术台之间。这一行，
他一干就是26年，不光医技超人，医
德更让人钦佩，深得病患信赖。

人物简介：
陈正义

海口市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
推荐人（单位）：
海口市人民医院

投票编号：
3017

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陈正义：

爱“骂人”的
铁打医生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邓积钊

近日，记者走进屯昌县龙水村委
会，一间60多平方米的平房依偎在龙
水小学门口，这就是36岁的乡村医生
陈亮日夜扎根工作的龙水村委会卫生
室。

炎炎夏日，卫生室里没有空调，一
个吊顶扇呼哧呼哧地转动着，为卫生
室带来一点热风。问诊桌旁，一个小
风扇呼呼呼不停地吹着，陈亮还是被
汗水浸透了衣背。

记者到卫生室时，陈亮正在为村
民李桂香量血压。“阿亮看病很好，我
女儿在海口，每次有什么病还要回来
让阿亮看。我平时也喜欢过来和阿亮
聊天。他经常提醒我平时要如何保养
身体。”54岁的村民李桂香对记者说。

年过六旬的周玉香因为痛风已经
卧床28年了，平时有什么病症，老伴
唐南明就叫陈亮上门去看。“老伴躺在

床上动不了，我也没办法，只能叫阿亮
过来打针。”唐南明感激地说，“多亏了
阿亮这个好医生。”

2000年从海南省第二卫校毕业
后，陈亮在海口做了 1 年的医药销
售。此后，他放弃高薪回到屯昌县，
随舅舅一起在诊所里帮忙，开始了行
医问诊之路。2005年，陈亮考取乡村
医生资格后回到龙水村委会行医，龙
水村委会从此才有了自己的村医。

龙水村委会有1400多人，村民的
常见病都找陈亮看。附近的海军村委
会去年6月前一直没有村医，陈亮多年
来一直为两个村委会的村民服务。没
有任何帮手，他一个人要做问诊、检
查、配药、打针等工作，多的时候一天
要看20多个病人，有时要忙一整天才
能看完所有病人。

陈亮刚回村做医生时，深夜出诊
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人们在半夜
发病，他一得知消息就立刻背上医药
箱出诊。如果病人在家里打吊瓶，陈
亮总是陪病人打完针才回去。赶上
下雨，没有修缮水泥路的红土路泥泞
不堪，他只能艰难地推着摩托车前
行。

一个冬日凌晨，还在睡梦中的陈
亮突然接到电话称，一个80多岁的老
人浑身冷颤急需医治。得知消息的他
立刻背上药箱，骑着摩托车沿着泥泞
的红土路来到了10多公里外的长尾
村为病人治疗。病人病情稳定后，陈
亮回家时又碰到摩托车故障，最后只
能艰难地推着摩托车回家，到家时已
经早上6点了。

“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有了
水泥路去哪都方便。村民夜里患病的
也越来越少了。”陈亮笑着对记者说，
过去，村民有病总喜欢拖，不到万不得
已不看病就医。现在，村民的保健意
识增强了许多，对疾病大多能做到提
早预防，提早检查。

村民保健意识的增强，离不开乡
村医生日常的健康宣传。记者在卫生
室看到了近12种常见病的宣传材料，
陈亮会不定期带着这些材料到村里宣
传讲解。时间一长，村民对常见病保
健知识和日常调理方法了解得越来越
多。

在卫生室配药室里，记者看到里
面摆放了一张1.2米宽的折叠竹床，蚊
帐下面夹着一个三叶小风扇。床上布
置也十分简单：一张竹席、一张毛毯、
一个枕头是全部用品。这就是陈亮常
年居住的地方。

“村民看病时间不固定。如果回
家住，来回很浪费时间，在这里住，村
民看病方便。夜里有人来，我也可以
随时为他们看病。”陈亮说，节假日他
一般不会走远。能第一时间为病人看
好病，让他感到很开心。

日常工作中，陈亮除了积极向老
医生请教外，还通过书本学习来提升
业务水平。在陈亮的问诊桌边，中医
原理、配药教程等医学书整整齐齐地
摆放着。其中，《内科学》已经被翻烂，
书皮被磨掉，书本被陈亮用圆珠笔画
得密密麻麻。“虽然现在看一些常见病
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多多学习，医者
无边啊。”陈亮说。

人物简介：
陈亮

屯昌县龙水村委会
卫生室乡村医生
推荐人（单位）：
屯昌县卫生局
投票编号：

3018

屯昌县龙水村委会乡村医生陈亮：

住在卫生室，
第一时间为病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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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义每天像陀螺一样不
停地旋转于门诊和手术台之
间。（图片由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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