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鸟”医生
的“乡村之约”

跟访

义诊时间发到朋友圈

“袁医生，你还来不来？”
“来！在路上了。”
“下雨了，我以为你不来了呢，我们都

等着了。”
“好，放心吧，一会就到了。”
17日清晨7点半，滂沱大雨中，疾驰的

车子内，一通有着朴实乡音的电话打给了
正在心急“赶路”的袁丁。往常每周到大场
中心卫生院坐诊时，7点半他已经到了，这
次因为下雨路上开得比较慢，迟了一些。

打电话的是大场镇村民，他们对待袁
丁就像自家人一样亲切，很多人都留存着
袁丁的手机号码。还有少数会用微信的
村民，早就在日历上标记下了袁丁提前在
朋友圈及大场中心卫生院公众号发布的
信息：“7 月份到大场门诊及查房时间暂
定为：7 日、11 日、17 日、21 日、27 日！如
有变化提前通知。”袁丁告诉记者，“在市
立医院急诊科，基本不会给患者留电话，
因为也不需要；但在大场，我愿意给乡亲
们留个电话，因为大多数老人不会使用微
信，或者使用不熟练，其实他们一般也不
会打，但打的时候一定是有事求助。”

大场中心卫生院的门诊是上午 8 点
开门，但是乡亲们一般7点半就到了。每
周一次来坐诊，袁丁从早上一起床就想尽
快赶到，就怕乡亲们等得太久，因为很多
人看完门诊还要回去干农活。

大场中心卫生院位于西海岸新区西
部，紧邻日照五莲县，地处偏僻，袁丁家住
李沧区，隔了120公里的距离。从去年买车
后走高速，路况畅通时，袁丁早上6点出发，
一般两小时内能到达。2018年8月24日，
袁丁被选派到基层挂职，第一次来到这处
偏远陌生的乡镇。那时刚工作一年的他，
从青岛市区搭乘公交车多次转车至大场一
次要花7个小时，“我从小晕车，那半年每次
来回必定随身携带晕车药。”袁丁告诉记
者，但他仍觉得自己很幸运，2019年青岛西
站启用，作为西海岸第一批高铁乘客，他仪

式感满满地坐上了首发列车。从此这样的
奔波改为了“高铁+公交”，行程也由7个小
时缩短到了两个多小时。

8点左右，雨仍下个不停，袁丁的车子驶
入了乡间林荫道，当一拐进大场中心卫生院
时，五六名蹲在门诊楼前等候的患者全都站
了起来，朝着袁丁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乡村百姓与三甲医院的医生每周一
次的约定，他按时奔赴，不曾失约。

10小时的忙碌

8点10分，袁丁踏入大场中心卫生院
的诊室，十几名已经预约的病人开始按序
就医。“最近怎么样？上回看了之后感觉
好点了没？”袁丁问诊前会先亲切地与患
者交流一番。在路上打电话的刘大姐，是

“老病号”了，常年劳作让她总是浑身疼，
尤其是腰腿，这次带着家里的两个亲戚一
起来找袁丁看病。“上回看了之后好多了，
腿一点也不疼了，这次再来复查，主要是
把家里人也带过来找你给看看，都是差不
多的毛病，肩膀疼、胳膊疼……刚才还怕
你下雨不来了，就没忍住打电话问问。”刘
大姐不好意思地说道。

上午两个多小时的门诊时间，袁丁接
诊了24名病人。“来就诊的村民大部分问
题都是顽固性颈肩腰腿痛，今天这 24 人
其中有一些轻症的，我就给他们开些药和
处方，回去先吃药看看，并教他们一些康
复的锻炼方法。另外还有11人是比较顽
固的疼痛，治疗起来比较麻烦，需要住院
治疗。”袁丁说。

上午10点多结束坐诊后，袁丁与大场
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杨瑞军一同马不停蹄
地跑到4楼病房开始联合大查房。平常这
些病人由杨瑞军负责，每周趁袁丁来的时
候再将一些疑难重症的病人交给袁丁看
看，一起为患者给出最好的治疗方案。

“我7日就来住院了，和我姐姐一块，
都是奔着袁医生来的。我胳膊疼，根本不
敢伸直，我姐是两个腿脚都不行，11日袁
医生给我们看了看，进行了小针刀治疗，

现在我的胳膊好多了，能伸直了，今天特
意等着他给我看完再出院。”病房里，大场
镇韩家洼村 63 岁的村民王贻美告诉记
者，“2018年袁医生刚来的时候我们就听
说了，后来也来找他看过病，再后来听说
他结束挂职要走，我们可‘吓坏了’，好在
后来他经常来坐诊。”

从4楼到3楼、2楼，袁丁奔波在一个
个病房中。病患几乎全是60岁以上的老
年人，沧桑的面孔和忍耐病痛的坚毅，在
这名“好脾气”的年轻医生面前，他们赞誉
声不断，“袁医生技术好，给我治疗以后真
的不疼了。”“袁医生也不嫌我们脏，从不
高声言语，态度总是那么好。”……几趟跑
下来，袁丁的衣服都湿透了，没时间喝口
水，简单洗把脸，他争取中午前给有需要
的病人安排几台超声针刀镇痛术，不然全
排在下午做不完。

一天16台手术

查房一圈后，袁丁记下了 16 名需要

进行超声针刀镇痛术的病人的情况。大
场中心卫生院 2 楼的手术室是近期新装
修过的，仪器设备也非常先进。袁丁一边
对病人进行可视化下针刀操作，一边对辅
助的医疗科主任董克金进行指导，“这个
位置，看见针头了，先进行麻醉注射，再进
行针刀松解……”

下午 1 点，早已过了午饭时间，袁丁
做到了第5台超声针刀镇痛术，还没有停
下来，“只要还有患者等着做，就先忙活完
再考虑吃饭。”手术室外的等候区，51 岁
的患者张女士告诉记者，她这些年也曾多
次奔波到青岛市区大医院看病，每次来回
需要折腾大半天时间，这样的体力耗费让
她觉得更受罪。

“医生下乡比病人奔波好。”这句话袁
丁常挂在嘴边，他也曾做过一个简单计
算：一名医生下乡一次，至少可以让30多
个家庭免于奔波。“给老百姓解决问题，尽
量在当地解决。一是路途上几乎没有花
销，二是看病不影响老百姓种地务农，三
是医保报销额度越在基层越高。”袁丁说。

匆忙吃完午饭，袁丁继续为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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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跨越120公里，从城市来到偏僻乡镇，深入乡间田野，贴
近父老乡亲，5年间奔波辗转于青岛市市立医院急诊科与西海
岸新区大场中心卫生院之间，从最初的挂职，到现在的公益义
诊；从最初公交转车单程六七个小时，到现在雷打不动每周休
息日驱车来坐诊。他就是还未满32周岁的市立医院急诊科医
生袁丁，两次获评“山东省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先进个人”。作为
一名90后“候鸟”医生，袁丁甘于平凡，在基层简易的诊室给乡
亲们诊疗、在爬山涉水中与农户攀谈，守护一方村镇的康健；他
又不甘于平凡，借助于自己的努力和市区三级医联体—健共体
的力量，尽心联络治疗无数复杂的病例。

肌骨超声引导下针刀+筋膜阻滞治疗
术，留在大场的一天时间，他恨不能多做
点、再多做点。16 台手术结束，已是日
暮黄昏，袁丁又与几名同事交流一番后，
晚上7点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充实的周
末，在杨院长、董主任的全力配合下，16
台超声治疗术完美收官，治疗效果满意，
感谢大家对大场疼痛诊疗团队的支持与
信任。”随后才伴随着夜色，他再次踏上
回家的路途，等待他的，是第二天一大早
开始的市立医院急诊科 12 小时的紧张
工作。

从迷茫到破局

是什么动力让这名90后医生坚持5
年公益义诊？袁丁又是怎样赢得患者的
信任的？

2017年，硕士毕业后袁丁入职青岛
市市立医院急诊外科。作为一名初出茅
庐的医生，工作刚一年后，他接到一个

“完全蒙了”的任务：到农村基层卫生院
挂职分管业务的副院长，时间两年。

“下乡挂职两年，作为一个才工作
一年的新人，刚刚理顺了急诊科的工
作。此外，家里孩子还不到一岁，妻子
刚刚入职工作。在孩子和家庭最需要
的时候，要离开家；在最该学习临床技
能，苦练童子功的时候，要离开临床。
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小子’，到一个陌
生的地方挂职业务副院长，如何自处？
如何服众？”袁丁说，一时间各种迷茫涌
上心头。

但是袁丁内心也清楚这个任务的分
量，组织的需要，领导的信任，是挑战也
是机遇。在抉择的十字路口，这个迷茫
的年轻人回学校拜访研究生导师王英振
教授。老师说的简单明了：“让你去，是
院领导对你的信任，别偷奸耍滑，老老实
实干活。”老师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家
里人对他的工作也是全力支持。然而另
一个问题才是困扰他的重点，两年的下

乡时间，自己的急诊和骨科业务怎么
办？最终在院领导的指导和支持协助
下，袁丁争取到一项“特殊政策”：每周利
用周末休息时间回医院上一套白班和夜
班，以保证每周不和本专业业务脱节。

大场中心卫生院开设的临床专业包
括全科医学、大内科、大外科、五官科、中
医科，辖区内卫生室 40 处，担负着全镇
87个村52000人口的基本医疗服务和14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因地处偏僻，交
通不便，在袁丁来挂职之前已陆续有多
名职工借调或辞职离开，实际开展工作
人员远不到核定工作人数。“碌碌无为不
行，必须干出点成绩。”袁丁怀揣着决心，
但究竟该从何处入手？自己的专业急诊
在基层一年碰不到几例，骨科手术在基
层同样没条件开展。

想不出来就去调查，去下乡。袁丁
连续走访每个村每户村民，与周围每个
乡医同事聊问题。经过连续几个月的
摸底调查，他真实地成为了一名基层医
务工作者。基层医务工作者是基层卫
生工作分级诊疗的最后一道“关口”，也
是守卫基层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发烧就去拿药，受伤去简单地处理和包
扎，平日里，人们太过于熟悉他们的存
在，以致很少去感谢他们“润物细无声”
的付出。乡医们总会不自信地说：“比
起大医院医术高明的医生，自己显得太
过于平凡了。”身兼多职的他们除了肩
负着临床诊疗工作外，还同时负担着家
庭医师签约、健康扶贫等一系列的工
作，压力之大，工作之繁冗，远远超出了
普通人的想象。

正是从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尴尬处境
中，袁丁找到了工作的突破点。他与自
身专业特长相结合，制定了工作计划：首
先，从基层医疗最需要的急救培训入
手。2018年9月，以《大场中心卫生院医
疗安全与院前急救培训系列——急危
重症快速识别与处理技巧总论》为题，
开始了他在大场的系列培训课程。旨
在培养基层大夫的疾病分级判别能力，

以及急危重症识别和处理能力。培训取
得了相当好的反响，勾起了一线大夫的学
习兴趣，很多人和他成为无话不谈的朋
友。其次，帮助基层医师确定医疗专业特
长发展方向。他细心地研究了卫生院的
专业设置和各科医生的学习和执业经验，
帮助他们确定医疗专业特长发展方向，在
卫生院原有综合医学、全科医学的基础
上，确定以个人业务兴趣、特长为主，综合
调控为辅的原则，明确呼吸内、心内、神经
内等业务专攻方向，邀请市立医院专家一
对一带教，实行导师带教制，师生一对一
对接。2018 年 10 月，市立医院医疗专家
团队来到大场中心卫生院，为大场镇居民
提供医疗服务及健康指导，专家团队和当
地医生互加了微信，建立了业务联系。卫
生院选派了一名年轻医生到市立医院进
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培训内容也是袁丁选
定的：神经内科和疼痛科，这两类当地老
百姓最常见的病症。卫生院的临床工作
也有了明显起色，建立了会诊制度，每周
一组织全院疑难病例讨论；建立了大查房
制度，每周三带领全院医生大查房，边查
边讲。2018 年 12 月起开展了晨讲活动，
每天拿出半小时讲课时间，每名医师根据
自己的专业方向轮流讲。

从挑战到蜕变

让医生自信，让患者信任，这是袁丁任
职后的两道关卡。一次又一次扎实有效的
医疗服务、下乡义诊，乡亲们被大医院来的
袁丁打动，渐渐学会与他沟通，而袁丁更是
早就听懂了当地的方言。2019 年 3 月，结
合当地大量颈肩腰腿痛病人治疗的迫切需
求，大量膝关节疼痛病人得不到有效救治，
经过反复论证，袁丁结合专业特长，在卫生
院设立了以治疗颈肩腰腿痛等农村常见疾
病为主的特色专科，这一提议得到了市立
医院、西海岸新区健共体人民医院的大力
支持，中西医结合疼痛科于 2019年 5月 16
日正式挂牌成立。随着各项业务的不断开
展、提升，新开展的玻璃酸钠注射、神经阻
滞下软组织松解术、局部痛点封闭等多项
新技术得到推广，辖区居民就医获得感大
幅度提升，甚至吸引了周边多个乡镇的村
民都慕名过来诊治。截至 2021 年底已累
计诊疗疼痛病人 1200 余人次，2020 年 1
月，大场中心卫生院中西医结合疼痛专科
获评青岛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专科，
这是对卫生院工作特色业务提升的巨大肯
定，也极大地提升了卫生院全体职工的工
作积极性。

2020年，涵盖远程会诊、市-区-镇、医
联体-健共体等新模式的大场中心卫生院

“眩晕及卒中云康复病房”特色专科建设计
划稳步推进，在市立医院、西海岸新区人民
医院的大力支持下，袁丁见证了该特色专
科于4月8日挂牌运行，更好地服务于大场
镇居民。

通过近两年的不断摸索，袁丁发现“强
人才”是强基层非常重要一环，这里的“强
人才”恰恰就是基层卫生机构的专业技术
人员，而这里的“强”不是去搞高精尖技术，
而是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以辖区常见病、
多发病为努力方向，做好常见病多发病诊
治，以及复杂疾病的初级筛查工作。担当
一个“守门人”角色，做到小病不出门，大病
早发现，急症快速处理。现在大场中心卫
生院通过两年的业务提升及推进计划，基
本形成了以全科业务为基础，中西医结合疼

痛、眩晕康复及卒中早期筛查为专攻方向，
并有强有力的院前急救团队做保障的三位
一体发展格局，这一格局在市、区卫健部门
和医联体—健共体支援帮扶下越发坚固。
同时形成兼顾多个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计
划，通过与上级医院专科人才建立单线联
系、导师一对一带教模式，充分利用上级医
院的支持优势，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新的特
色专科，争取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人尽其
才，物尽其用。既能很好地发展人才，又能
切实落实双向转诊、分级诊疗等措施。这
样，“健康中国”“健康青岛”这些宏大的词
汇，才能真正变成鲜活和沉甸甸的成效。

袁医生回来了

播下一粒种子，然后等它长成大树，这
需要时间。2020年底袁丁的挂职期结束，
本该回归市立医院急诊科工作的他，又被
村民们的一个个电话“喊”了回来，被大场
中心卫生院诚恳的邀请“喊”了回来。

“袁丁精湛的医疗技术水平和优良的
服务态度得到了居民们的广泛赞誉，影响
力很深。挂职结束后，仍有许多患者慕名
而来。”杨瑞军告诉记者。这份挽留，同样
也再次激起了袁丁的医者仁心。村民的
善良、自强和坚韧打动着他，于是在市立
医院领导的支持下，原本到期的支援得以
再次延续下去。现在，作为青岛市市立医
院常态化对口支援人员，袁丁定期义务利
用每周休息时间到大场中心卫生院坐诊
查房。

这样的付出，意味着袁丁再次开始他
的“转场”生活。过去两年挂职期，他从周
天下午到周四住在大场，每周四上午看完
了卫生院的门诊，下午启程回青岛，到市立
医院值班。现在，每个月在保证不耽误市
立医院每项工作前提下，每逢排出工作表，
他会第一时间把每周休息时间留给大场的
父老乡亲们，一旦有临时调班需要调整义
诊时间，他也会赶紧通知以免乡亲们白跑
一趟，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总会保证每月
至少四五次到大场卫生院“赴约”。

谈及基层义务服务的初衷和坚持下去
的动力，袁丁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真觉得
没什么。”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已把大场当
作“第二故乡”，“给老乡们看病确实会及时
发现一些疑难杂症、重症，但是还有很多病
其实并不是很复杂，这就需要医生能耐心
给老乡详细讲解这个病是什么，该怎么治
疗，除了疾病本身，有时心理、情绪的关注
同样重要。”在一些治愈案例的自发宣传
下，乡亲们对袁丁的“依赖感”逐渐加强。
而在他的带动下，一支“不走的基层队”正
在逐步成长。袁丁看到，卫生院的诊疗思
维正发生转变，不仅要因病施治，更要因人
施治，从单纯“接诊”“看病”转换至从整体
宏观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给病人更切实的
指导，让大场中心卫生院成为守护当地百
姓健康的第一道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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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丁奔波于各楼层查房。

袁丁来到基层给乡村患者亲切义诊。青岛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 王紫薇、胡晓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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