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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清晨，秋雨间歇，那浓密的雾气宛如一层轻
纱，悄然笼罩着静谧的小山村。

汉阴县汉阳镇白庙村村医张小莉，早已起床许久。一如
往常的日子，她有条不紊地做好接诊的各项准备工作，静候
着前来就诊的村民们到来。

就在一个月前，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上海复星公益
基金会等联合开展的公益项目“健康暖心乡村医生”，发布
了 2024 年暖心乡村医生案例征集评选结果，张小莉成为陕
西省唯一入围暖心乡村医生的案例。 当镇村干部把这一消
息告诉她的时候，她好像并不感到意外。 她深知，在这较偏
远的山村里，每一位村民的健康都系于她的肩头，她要用自
己的专业与爱心，为他们撑起一片健康的天空。

今年已然 48 岁的张小莉，既非本村之人，亦非汉阴本
土居民。 1995 年，张小莉从渭南市白水县职业技术学校顺
利毕业，便投身于白水县城关镇西寨村，成了一名村医，在
那片土地上洒下了她的青春与热血 。 时光悄然流转至
2003 年，她远嫁至汉阴县，来到了白庙村，自此开启了长达
21 年的乡村医生生涯。

白庙村，地处汉阳镇江汉南岸的偏远山区，这里距离集
镇驱车大约需要 1 个小时，且道路崎岖，需翻山越岭，进村
车辆也很稀少。 村民们若有个头疼脑热、身体不适，前往镇
上卫生院就诊十分不便。 然而，张小莉的到来，恰似一道温

暖的阳光，照亮了村民们的健康之路。
张小莉初来乍到之时，眼前的景象令人唏嘘。此地山大

沟深，道路蜿蜒曲折，交通不便如同一把枷锁，紧紧束缚着
村民的出行，缺医少药的无奈深深刺痛着每一位村民的心，
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凸显无疑。

“村医是为村民提供最基本医疗和卫生服务的医务工
作者， 是守护村民健康最底层也是第一线的卫士和守门
人。 ”为了解决村民看病难的情况，张小莉便有了筹建村卫
生室的念头。 但是小家庭组建之初， 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
钱。

与丈夫商议得到支持后，张小莉从银行贷款 7 万多元，
在村里建起了一个家庭式卫生所。 从此， 她吃住在卫生所
里，村民们有病痛随时能找到她。

作为地道的关中人，张小莉根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每
次有村民来看病，婆婆、公公和丈夫就是她的翻译。“每当我
露出迷茫的神情时，婆婆总是笑意盈盈地给我细细解释，婆
婆语速快，公公则会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给我重复，在平
常，丈夫也会耐心地讲解一些常用方言的含义和用法。 ”在
家人贴心的帮助下，张小莉渐渐能听懂当地方言，和村民进
行无障碍沟通。

为了能迅速熟悉村里村民的健康状况， 张小莉开始着
手建立村民的健康档案。 白庙村山大人稀，全村 1100 多人

居住分散，从村卫生室到最远的村组，步行需要 3 个多小
时，而且很多村民小组当时没有通车。张小莉每天除了在卫
生室接诊外， 还经常背着医药箱为一些行动不便的村民上
门诊治，并顺道熟悉每一户村民的健康现状。谁患过哪些慢
性病，谁对哪些药物过敏，谁家有几个小孩，她心里都一清
二楚。

张小莉还将留守老人和慢性病群体视为重点关注对
象，定期上门为他们诊治，送去急需的药物。 对于那些家庭
条件困难的村民，她总是尽自己所能减免治疗费用。即便有
些村民因经济困难，看病的医疗费拖欠了好几年，她也从未
催促过。

一直以来，张小莉始终秉承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哪怕出
诊的道路再远，时间再紧迫，她也从来没有一次因为自身的
原因失约过看病的人。

还记得 2007 年 8 月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那是张小莉
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出诊。

当天傍晚时分， 张小莉接到村民赵章明家人的紧急电
话，说赵章明因严重感冒引发心脏病，病情十分危急，请求
她出诊。

外面大雨如注， 天黑沉沉得像要塌下来一样。 放下电
话，张小莉麻利地收拾了一些必需药品和医疗器具，背上沉
甸甸的药箱，和丈夫一起往赵章明家里赶去。泥泞湿滑的路
面，张小莉好几次差点滑倒。 为了能尽快赶到，张小莉和丈
夫相互搀扶着，在暴雨中几乎奔跑了 3 公里赶到赵章明家。

不等片刻停歇，张小莉立即投入到诊治工作中。赵章明
此时血压低得让人担忧，且脉象紊乱，伴随高烧症状。 但送
往镇卫生院已然来不及， 张小莉果断地先为赵章明输液治
疗，以减轻他高烧症状，稳定其生命体征，并守护在赵章明
身边寸步不离， 直到第二天凌晨 4 点， 赵章明终于转危为
安。离开前，张小莉反复叮嘱赵章明家人务必送其到镇卫生
院进一步治疗。

张小莉学的是中医学专业，为了更好地
发挥自己的专长，她一直坚持学习中医理论
和民间验方，经常自己进山采挖草药自制单
方，免费提供给需要的村民。 看到村民不用
花钱， 喝了她配的草药后能够缓解病痛，她
很是开心。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期间，张小莉每
天在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村民家庭之间穿
梭。 她定期到户随访，不厌其烦地向村民宣
传讲解卫生常识和国家医疗报销优惠政策。
她常常早出晚归，无论路途远近，风雨暑寒，
都全力奔赴。

“张医生对老年人很关心， 经常上门给
我们量血压， 给我们教一些吃药的方法，而
且方法很管用，我们记起来很方便。 ”说起张
小莉，村民曹吉兰非常感激。

2023 年 12 月的一天，寒风凛冽。张小莉
骑着破旧的摩托车，心急如焚地行驶在蜿蜒

崎岖的山路上， 一心只为尽快赶到偏远山区的村民家中提
供医疗帮助。然而，车轮突然陷入一个深坑，车身猛地一歪，
张小莉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

剧烈的疼痛瞬间从脚踝处袭来， 像无数根钢针深深刺
入骨髓。 她咬紧牙关，试图站起来，却发现脚踝根本无法受
力。 同行的人赶紧将她扶起，送往附近的医院。 经过详细检
查，她被诊断为踝骨粉碎性骨折。

那段日子，张小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可她的心却如同
一团燃烧的火焰，满是对村民们的深深牵挂。 每一次换药、
每一次康复训练，她都咬牙坚持着，只为了能尽快回到白庙
村土地，回到那些需要她的村民身边。

终于，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康复过程，张小莉重新站了起
来。 尽管她的身体还略显虚弱，步伐不再如往昔那般矫健，
但她眼中的坚定却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当张小莉再度踏上那熟悉的乡村小路， 清晨的阳光轻
盈地洒在她的身上，仿佛为她披上了一层璀璨的铠甲。她带
着尚未痊愈的伤痛，立即投身到工作中，耐心地为每一位患
者诊断，用心地为每一位患者治疗，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的
真谛。

“边远山村村民看病不方便， 就需要有村医在山村坚
守，你真心为村民付出，村民就会相信你、支持你。今后我会
继续坚守在白庙村，为村民的健康守护。 ”看着如今村卫生
室焕然一新的面貌，张小莉深知，自己肩负的不仅是一份职
业的责任，更是村民们的信任与期待。

21 载春秋，在日复一日的诊治行程中，张小莉以女儿
般的细腻与关爱，悉心照料着村里的每位老人，让他们在岁
月的长河中感受到无尽的温暖； 又如母亲般全心全意地爱
护着村里的孩子们，牢牢守护着他们的健康，为村民的健康
撑起了一片的晴空。

“知道是现场直播会有点紧张，但有机会能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真的
很开心。 ”汉滨初中八年级 21 班的丁可欣感叹道。 11 月 9 日，汉滨初中教育
集团在安康市博物馆举行 “凝众志汇聚共育伟力 同携手牢筑育人根基”校
家社协同育人风采展示。 通过总结学校日常工作、展示学生优秀作品、表演
舞蹈歌曲、演绎情景剧、体验亲子课堂等，解答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疑难问
题，凝聚家校社共育合力。

本次活动分为“秉初心携手筑梦，重传承助推未来”“构建育人教联体，
共筑成长同心圆”“担负命同向奔赴，励新程共育开花”“润物无声皆大爱，家
校协同谱新篇”四个篇章，旨在通过活动让家长沉浸式体验学生在校学习成
果，感受学校近些年的发展变化和孩子的成长进步，增进学校、教师、家长之
间的沟通和互动，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汉滨初中自 1978 年建校以来，多次顺应社会发展进行转型，为祖国建设
输送了大批优质人才。 近年来，汉滨初中教育集团始终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聚焦减负增效，推进集团化办学，架起课堂、课后、校外一
体化育人桥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育人新生态，形成了家校社共
同参与、协同育人、相互促进的良好氛围。 学校秉承着“一靠内强素质、二靠
形成合力”的办校方式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用“红卫精神”是魂、“实事求
是”是宝、“质量立校”是根、“诚信善良”是本的立校理念从严要求，开辟教育
改革新模式。 从传统课堂转变为创意课堂，从学校一元主体到“1＋1＞2”的整
体强化效果，孩子们在这片“土壤”的滋养下，有了更多发现自己、展示自己
的机会。

活动中，四位不同校区校长谈起多年办学经验，就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如何
提升教育质量等方面做了充分说明。 同时展示了汉滨初中教育集团近些年丰富
多元、创新灵活的教育课程，让汉滨初中教育集团的家长看到学校的初心和使
命，那就是，托举孩子，让祖国的未来在阳光普照下健康成长。

家校共育，要求学校和家长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优势互补，相互协作。

“在岚皋县城关镇梨树村，有一位 70 岁的
老人，他照顾 8 个聋哑哥哥姐姐长达 57 年。 他
叫陈乾坤……”11 月 6 日下午，由中共岚皋县
委、岚皋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组织的“四美民
风”先进典型事迹宣讲活动，在安康职业技术
学院报告厅举行，来自岚皋县的 4 位宣讲员台
上声情并茂讲述，深深地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位
观众。

随着音乐响起，大山之中草木葱茂、苍翠
欲滴，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正在辛勤劳作，很
快镜头又切换到他和几个聋哑哥哥姐姐围坐
一起用餐温馨的场景……

宣讲现场，首位登台的是来自南宫山镇的
干部严紫沁，她以《爱心不老，孝悌永恒》为题，
深情讲述“孝老爱亲”典型、陕西好人陈乾坤事
迹。

陈乾坤 15 岁时，父亲患眼疾几乎失明，母
亲又大病一场，他挑起了当家的担子。 这么多
年，陈乾坤每天都是早晨 4 点就起床，有干不
完的农活和家务。

几十年来，他把 9 个聋哑哥哥姐姐当父母
一样供养，当孩子一样照顾。 严紫沁的讲述，让
台下 600 多名观众沉浸其中，无不为这位老人
几十年来超越平凡的坚守动容。

“儿子的愕然离去， 带走了刘照元生活的
勇气，只留下了一摞厚厚的账本。 翻开账本，上
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债主的姓名，一个黄土已到
半截身子的老人，拿什么去还这 24 万元”……

大屏幕上，一位花甲老人做木工活的大幅
巨照映入眼帘。 主席台上，蔺河镇干部黄欣望
着这幅巨照，开启了她《诚信老爹刘照元》的讲
述。

面对一张张欠条，刘照元从丧子之痛中慢
慢缓过来，咬着牙、扛起腰、迈开腿，开始了艰
难而又心酸的挣钱还债之路。 “每一张二指宽
的欠条，就是一份天大的人情，这个债，啥时候
不还清，啥时候我死了，都闭不了眼睛！ ”

伴随着讲述的深入，不少学生都听得泪光
点点，被这位诚信老爹一诺千金、替子还债的
故事深深打动。

接着，宣讲人席战锋、蔡威濂依次上台，分
别宣讲好支书伍先忠带领乡亲们修路发展产
业致富、用勤劳和实干改变家乡面貌的事迹以
及岚皋县“客路故乡”民宿集群热情好客、让每
一位来宾感受到家的温馨的动人故事，精彩的
讲述也同样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

报告不仅仅是感动， 更多的是思想的震
撼、心灵的升华。 走出报告大厅，安康职业技术
学院护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孟宪康感慨地说，榜样是时代的最美使者，也是
社会的精神坐标。 陈乾坤、刘照元、伍先忠、“客路故乡”民宿集群故事，彰
显了孝悌、勤俭、诚信、好客岚皋“四美民风”精神内涵。今天宣讲团走进校
园，通过聆听宣讲使广大师生对新民风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同，进一步提
升了道德素养，身体力行地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华传统
美德。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学生陈英奇激动地说：“宣讲报告情真意
切、感人肺腑，使我受益匪浅。 回家后会把今天宣讲听到的故事讲给父母
和身边的朋友听，同时将从中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养成勤俭节约、诚实
守信的好品质，努力成为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青年。 ”

让祖国的未来在阳光普照下健康成长
———汉滨初中教育集团校家社协同育人风采展示侧记

记者 郭飒 实习生 黄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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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村 民 健 康 撑 起 一 片 晴 空
记者 杨迁伟 通讯员 邝松林

活动现场展现的《体验科技魅力 放飞科学梦想》水果电池家长课堂 VCR 很好体现了汉
滨初中在这一领域的尝试，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兴趣。这种让有能力的家长充分参与到学校
课堂教学之中的方法，发挥了家长特长，让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工作的同时运用自身经验丰
富推动教育计划，完成从边缘性参与到深度参与，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的转型。 促进课
堂朝着学生更满意、形式更丰富的方向发展，让学生能够接触更多生动有趣的课外知识，
也让家长了解了孩子在课堂中的表现。

此外，本次活动中学校还重点解答了诸多家庭教育中的疑难问题。 家长沙龙《青春期
教育的难题》、情景剧《放下手机让爱回归》以及心理情景课堂《爱的同心圆》等用生动的案
例展示了亲子关系当中的各类问题，告诉家长和孩子，在家庭教育中应该彼此理解，摸索
健康幸福的亲子关系，打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家校社共育， 也要求社会在提供充分支持的情况下， 学校有力加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
力。汉滨初中近些年来，用“我为父母做道菜”、劳动技能考核、平利研学实践采茶活动、宁陕暑
假研学实践夏令营、汉阴研学蔬菜插画比赛等实践代替口头传述的呆板课本内容，让学生在
体验中掌握知识。 社团展示的《中华传统文化手工作品展示走秀》、器乐合奏的《英雄与荣耀》
《摇摆铃铛曲》都很好地体现了汉滨初中在家校社共育实践方面做出的突出成效。

在汇演大厅的旁侧，还有一间展厅，里面摆放着漆扇、剪纸、书法作品、锡纸银饰、创意
手工等形式多样、精巧灵动的学生作品。 一个个家校社共育的作品，不仅展示了学生们的
兴趣爱好，也照亮了教育转型的未来路。

整场活动能够充分感受到汉滨初中教育集团在家校社共育中的探索和转变， 诸多家
长也发出感慨：“家校社共育为孩子们的成长插上了翅膀，相信在家校社共育的环境下，孩
子们都能够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

张张小小莉莉出出诊诊路路上上

为为村村民民看看诊诊

汉汉滨滨初初中中校校本本部部课课桌桌舞舞《《少少年年有有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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