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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有无数的乡村医
生，他们长期扎根在农村，
风里来雨里去， 承担着农
村地区大部分医疗照护责
任和公共卫生服务责任 ，
是广大农村居民健康的守
护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为
广大农村乡亲们防病 治
病。 宋显伟就是其中一员。

日前， 笔者来到岚皋
县石门镇横溪卫生院 ，宋
显伟正在门诊为前来就诊

的患者依次开展诊疗，通过问诊、查体、检测后，
为患者制定诊疗方案，叮嘱患者用药及病情监测
注意事项等。

忙完门诊的工作， 宋显伟顾不上喝一口水，
便开始了对住院患者的查房工作。

刘登美是兴坪村村民， 最近精神状态差，头
晕、心悸、乏力、行走不便。 她的丈夫便带她来到
横溪卫生院就诊，接受住院治疗。 今天是患者住

院第 4 天，病情已明显好转。 “宋医生他们对病人
都很负责， 还经常到病房来问病情、 对病人很关
心。 ”刘登美对宋显伟的诊疗服务十分满意。

查完房， 宋显伟便急忙整理接下来上门诊疗
需要的医药箱，与院里护士一起驱车前往目的地。

横溪辖区总共服务四个村， 且常住人口大多
是留守老人和儿童，交通十分不便，最远的距离卫
生院有七、八公里。 但横溪卫生院职工仅 8 人，要
承担石门镇横溪辖区 2000 余人的基本医疗保障
和公共卫生服务，业务涵盖非常广，最高峰一周接
诊 241 位患者，工作十分繁重。宋显伟作为横溪卫
生院的院长，更要身先士卒，院里很多大小事情都
要他亲自去处理，有时群众的一个紧急电话，他都
要立即出发。

当天，宋显伟一行来到兴坪村二组，为一位新
冠病毒感染患者钱福德老人诊疗。老人听力很差，
宋医生便俯下身凑近大声地询问老人身体状况。

钱福德老人今年 89 岁， 感染新冠病毒后，半
个多月一直很虚弱，先后出现恶心、呕吐、发热、肌
痛、腹痛、心悸、头晕等症状。于是他的大儿子彭早

聘便通过微信及电话与宋显伟沟通联系上门诊
疗。

彭早聘告诉笔者，在母亲患病期间，宋医生几
乎天天到家对他母亲的病症做监测。目前，他母亲
已经转阴，还在继续治疗中。

对患者做完一系列的诊疗，临别时，患者的家
属们纷纷挽留宋显伟，希望他留下来吃饭。但宋显
伟表示后续还有大量工作，婉拒后便继续出发，与
同事迅速前往 5 公里外的大河村， 到村民陈吉福
家进行上门诊疗服务。

陈吉福因患食管癌晚期并伴随肺部转移，身
体十分虚弱，无法自行前往卫生院进行日常检测，
宋显伟便定期上门为他对症治疗， 以减轻他的病
痛。

面对门诊患者人数剧增，卫生院人手匮乏，医
疗资源紧缺等实际， 加之还要为很多行动不便的
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上门诊疗， 横溪卫生院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卫生院医护人员先后全部
感染，但宋显伟和同事们一起，始终坚守在医疗岗
位上。

宋显伟家住岚皋县佐龙镇明星村，自 2017 年
23 岁大学毕业，便到距家 2 个半小时车程的石门
镇横溪卫生院工作。六年时间里，他从大男孩蜕变
成为大男人，从门诊部医生到卫生院院长，曾经有
调往县城工作的机会，但他却选择主动放弃，继续
服务于横溪辖区的所有居民。

六年来，宋显伟共计接诊门诊 14700 余人；收
治住院 1000 余人次；入户急诊 50 余次；完成家庭
医生签约履约入户 8000 余次。就在对横溪人民一
点一滴的无私奉献中，宋显伟成就了自己，成了一
个横溪人民交口称赞的好医生。

面对村民们的肯定，宋显伟显得很开心、很自
豪：“人的一生，还是需要干一点实事，最起码我们
多年以后回首的时候，能够感觉不愧此生。 ”。

宋显伟是无数乡村医生中一员， 他们日复一
日地走在田埂上、穿梭在山岭间，用医术和医德、
专业和奉献守护着村民的健康， 他们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崇高职业精神，他们用自己坚实的臂膀和情
怀、信念筑起护佑人民健康的钢铁长城。

“我这两年在医院住院 ， 花费 40.8 万
元， 除了医保报销和民政救助 24.7 万元以
外，政府还救助了我 6 万元，现在党和政府
的政策真是太好了！ ”家住平利县城关镇响
当河村的刘某在收到大病专项救助资金时，
难掩内心的激动，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刘某 2021 年检查出患有再生障碍贫
血，此后辗转在安康市中心医院、西安市交
大二附院住院治疗，累计花费 40.8 万元。 出
院后通过医保报销和申请民政救助共计
24.7 万元， 自己仍需负担 16.1 万元医疗费
用，给这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带来了沉重的经
济负担，存在一定的返贫风险。 村委会通过
研判，按程序将刘某一家纳入“三类户”进行
监测，并根据《平利县防止因病返贫专项救
助办法》， 为其申请最高额度的专项救助资
金 6 万元。

像刘某一样，平利县首批申请“防止因
病返贫专项救助 ”共计 10 户 ，已落实救助
资金 24.8 万元。 另有 47 户申请救助 68.97
万元已进入审核阶段。

2022 年 3 月 ，平利县累计纳入监测对
象 1542 户 ，其中因病纳入 680 户 ，因病纳
入监测占比 44.1%。 针对因病纳入监测占
比高，住院自付费用额度大 ，家庭负担重 ，
为有效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坚决守牢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2022 年 4 月 ， 平利县
制定印发了 《平利县防止因病返贫专项救
助办法 (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 ）,由县财政
统筹整合资金 300 万元 ，设立专项救助资
金，对因病因意外住院支出大的 “三类户 ”
实施专项救助 ， 切实减轻群众经济负担 ，

坚决筑牢防止因病返贫致贫工作防线。
《办法 》明确 “三类户 ”家庭成员因病

或因意外住院导致家庭支出骤增 ，住院治
疗费用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报销 、商业
保险赔付 、民政救助 、社会救助帮扶后 ，自
付费用超过 10000 元的， 对超出部分按照
比例实施再救助， 对救助核算基数低于 1
万元的，给予 2000 元定额救助。 对监测对
象多次住院和监测户家庭成员多人住院
的可累计计算救助金额 ，每个人年度专项
救助上限为 6 万元 ，每个家庭专项救助上
限为 10 万元。 《办法》 同时明确了专项救
助的申请审核程序和专项救助资金的监
督管理机制。

平利县坚持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作为
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重要前提和
坚实基础 ，用心用情用力抓好动态监测帮
扶， 对 1715 户 5107 人监测对象逐户落实
帮扶责任人 ， 针对监测对象返贫致贫风
险 、发展能力和实际需求 ，按照 “缺什么补
什么 ”的原则 ，在用足用活用好现行帮扶
政策的同时 ， 积极探索创新帮扶机制 ，织
密织牢保障网络 ，不断释放乡村振兴政策
红利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 截
至目前，已累计消除风险 1043 户 3199 人，
持续帮扶 672 户 1908 人，牢牢守住了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 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显著提升 。

大病专项救助守住群众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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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 天天 里里 的的 ““ 金金 钥钥 匙匙 ””
记者 潘润生 通讯员 张昊

1 月 29 日，安康市汉滨区环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所在的街区有些冷
清，料峭的春寒却无法掩盖环博校园里学员的求知热情。

听说汉滨区要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各镇村的群众纷纷赶来，聚
集在学校“让党的阳光照亮群众就业创业之路，把党的温暖送进千家万
户”鲜红标语下。崭新的学校、热情的工作人员、群众热切的脸庞，在这个
初春，显得格外应时、应景。

“我报名，报互联网营销师，我想学吸粉技能，直播带货……”排了大
约 20 分钟队， 汉滨区早阳镇田庄村 7 组村民张延霞兴冲冲地对着前台
工作人员说。

“好，这是入学须知，您先看看。 这边是包吃包住，一共 8 天，如果觉
得可行，请把身份证资料提供给我，我们要进行登记分班了。 ”学校前台
文员蒋方爱回答。

据蒋方爱介绍，当日是开班第一天，学校开设了互联网营销师、修
脚、按摩、家政月嫂等科目，短短两个小时就有 200 多人报名。

简短的开班仪式后，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率先开班，学员们围在直播
间，聚精会神地听老师授课，时不时传来阵阵掌声。

很快到了中午 12 点，学员们有序来到餐厅就餐。 “我还是没想明
白，这个学校吃住又免费，这办学经费从哪儿来呢？ ”就餐间，一位学员
和周边的同学聊了起来。

在一旁查看学员伙食情况的汉滨区人社局局长罗峰听到这话，笑
着走上前解释道：“大家安心在这里学习，这里吃的、住的、用的产生的
费用都由政府承担，汉滨区今年整合资金 1500 余万元，预计会免费培
训 4700 余人。大家学到一技之长，我们还会根据大家意愿安排就业。”

城区喜气洋洋，农村热火朝天。
在距离环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17 公里的瀛湖镇阳坡村休闲广

场上，歌曲《好日子》响彻一江两岸，这里正在进行家政月嫂、按摩、烹
饪技能培训。

在烹饪技能培训区，两张桌子搭建的灶台前，已经围满了村民，
大家仔细地看着两位老师熟练地配菜、烧水、下锅、起锅、装碗，不一
会儿，一碗碗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酸辣粉就摆上了桌，大家你一
口、我一筷，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听着老师讲解，现场气氛热烈而
轻松。

“好吃， 这个酸辣粉的手艺要学到， 以后出去开个店， 肯定能
火。 ”瀛湖镇阳坡村三组村民张红梅端着碗笑着说。

广场另一侧，同步进行的是按摩技能培训。 在老师的指导下，村
民们互相操作，谈笑间，大家的手法也渐渐熟练起来。

“一、二、三、四……”在村活动室二楼，家政月嫂培训也在进行，
随着老师的口令，20 余名妇女为道具娃娃做着抬腿运动、 扭腰运
动、伸展运动、扩胸运动，大家轻手轻脚，仿佛手上真的捧着孩子。

“按照汉滨区统一安排，2023 年要进行 30 余次送技能下乡活
动，让广大村民都能学到一技之长，拓宽增收渠道。 ”汉滨区环博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汪成立介绍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影西斜，当天的培训也画上了句号。 站在
阳坡村休闲广场，隔江远眺，山间星星点点的山桃花在春风中依稀
可见。

“要不了多久， 这些山桃花会开得更加绚烂美丽。 要不了多
久，今天培训的村民也一定会挣到手艺钱，吃上技术饭。 ”汉滨区
人社局局长罗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