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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先进事迹发布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
思想，引导和鼓励广大高校毕业生积极
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勇于到基层一线和
艰苦边远地区建功立业，努力成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近日，中央宣
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

20名2021年“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先
进事迹。

王海洋、史晓刚、刘攀飞、杨晓帅、吴
书香、沈富琼、张可、陈玮、林文婕、和倩
如、赵剑、秦倩、袁辉、高承龙、郭慧慧、龚
钰犇、崔久秀、雍朝斌、戴贝贝、魏静等20
名“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是新时代基层
高校毕业生的优秀代表。他们有的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有的投身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事业守
护人民生命安全，有的坚守三尺讲台倾情
奉献乡村教育，有的科技报国矢志创新攻
克技术难关，还有的扎根司法援助、就业
帮扶、农业生产、志愿服务等基层一线，在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民生事业发
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的责任担
当，成为“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的优秀榜样。
发布仪式以“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为主题，20名“最美基层
高校毕业生”围绕学习贯彻“志存高远、脚
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要
求，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基层奉献、成长成
才、至诚报国的感人故事。中央宣传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为他们
颁发了“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证书。

2021年“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四川唯一上榜者沈富琼：

扎根牧区13年 她成了乡亲们贴心的“沈门巴”

5月8日，记者在成都见到了2021年
“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四川唯一上榜者、
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麻邛乡卫生院院
长沈富琼，刚从北京回来的她打算在成都
休息一晚，就返回位于甘孜州丹巴县的娘
家，那里有她的父母，还有4个月大的儿
子。

2009年，沈富琼从泸州医学院（现西
南医科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加“三支一
扶”（大学生毕业后到基层从事支农、支
教、支医和扶贫工作）计划，前往白玉县麻
邛乡卫生院工作。从护士到院长，再跨界
当起麻邛乡安章村的第一书记，为全乡慢
性病人建立健康情况表，带领全院职工连
年获得乡村医疗卫生先进单位荣誉……
她也被牧民群众亲切地称为“沈门巴”（门
巴，藏语意为医生）。

据相关数据显示，四川省“三支一扶”
计划自2006年启动以来，已有1.9万余名
高校毕业生下沉到全省140多个县。和
沈富琼一样，他们散落在川西高原上，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词
汇，也在这群年轻人眼中有了更为具象
的呈现。

偏远卫生院来了大学生
会说藏语和骑摩托车是生存技能

沈富琼出生在丹巴县一个普通的农
村家庭，小时候总是听村子里的大人说
起，甘孜州很多地方缺医生。在父母的鼓
励下，她考上了泸州医学院护理专业。
2009年7月大学毕业后，她报名参加“三
支一扶”计划，前往白玉县麻邛乡卫生院
工作。

13年前进麻邛乡的路，沈富琼还记
得清清楚楚。从丹巴县到白玉县有600
多公里，那时还没有柏油马路，坐大巴车
走过坑坑洼洼的“搓板路”，需要一天多的
时间。到了麻邛乡卫生院门口，眼前是一
排矮小破旧的木瓦房，这就是她今后工作
的地方。

2009年，麻邛乡卫生院的工作人员
就只有院长和一名助理医生。“那时候没
有电，更谈不上网络，喝水要到1公里外
的地方挑，做饭要用铁炉烧柴。”沈富琼回
忆起刚到麻邛乡的第一年，“条件确实艰
苦，能留下来全靠信念。”

前来报到的还有另一位女同事，和沈
富琼年龄相仿，20岁出头，院长安排她们
住一个屋。“还没住几天，那位同事就去县
上学习了，留下我一个人住。”沈富琼说，
她胆子很小，只能点着蜡烛睡觉。

在麻邛乡，沈富琼收获了最珍贵的友
谊——她的好朋友名叫麦朵拉姆，是当地
的兽医。牧区的百姓都很熟悉麦朵拉姆，
皮肤黑黑的，说话声音很大，总是骑着马
到牧场里给牲口治病。

工作第一年，沈富琼不懂当地藏语，

几乎每次巡诊都是麦朵拉姆给她当翻
译。在高原牧区，村民以游牧为主，没有
固定的居住点，辖区面积大、很多地方不
通路，为此沈富琼学会了骑摩托车。有一
次出诊，麦朵拉姆告诉沈富琼，要在这个
地方扎根，不仅要学摩托车，还必须学会
当地藏语。沈富琼心一横，买来教材，跟
着麦朵拉姆学习。

在麻邛乡工作的第三年，沈富琼已能
说一口流利的藏语，可以骑着摩托车穿梭
在颠簸的山路之间，而比她年长10岁的
麦朵拉姆，也成了她在异乡的亲人。

麻邛乡的“沈门巴”
为乡亲们看病送药建立健康档案

到麻邛乡的第一年，乡上的百姓都称
沈富琼是“加莫门巴”，就是“汉族医生”的
意思。“他们以为我是从大城市来的女
孩。”沈富琼回忆说，最初出诊时总有人问
她，“你这么年轻，为什么选择来这里工
作？”

沈富琼决定留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当地百姓。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出诊，
是为一名70多岁得肺结核的老人输液，

连续去了一周。老人家期盼的眼神她至
今仍记得，“麻邛乡的老百姓很淳朴，他
们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
客人。”

除了乡民热情的招待，出诊时，沈富
琼总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这是‘沈门巴’，
人好得很，你们要好好读书，以后成为像

‘沈门巴’一样的人。”
2013年，卫生院院长和助理医生先

后调走，换来几个新的医生。人来人往，
不变的是始终坚守的沈富琼，2016年，

“沈门巴”成了卫生院院长。
“以前牧民们只知道喊疼，不知道自

己生病了，治疗时常常已病入膏肓。”已经
和牧民们打成一片的沈富琼开始思考，怎
么才能掌握每个人的健康情况，让每位病
人都及时吃上药？

为了精准掌握大家的健康情况，沈富
琼和同事每月分区域，通过骑行、徒步等
方式深入偏远村组、牧民游居地，摸清了
全乡人的健康情况，为200余名慢性病人
建立起健康档案。

如今，每家每户谁有什么病，什么时
间该吃什么药，沈富琼了然于胸。需要重
点关注的病人，她和同事一个月入户随访

数次，每个病患家门口都贴上了健康明白
卡。牧民们有需要的药品，她会拿着小本
本记下来。每次下村前，她还自掏腰包，
买些常用药品带在身上。每次出诊，无论
路程多远，她也只收药品的费用。

“跨界”当第一书记
治病和治村都是让百姓过得更好

2017年，沈富琼兼任麻邛乡安章村
第一书记。“不光是健康问题，还可以更深
入地贴近老百姓，帮助他们解决民生问
题。”从一名医务工作者跨界当第一书记，
她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和村两委干部一起，沈富琼挨家挨户
走访，摸清村情。她让网格化管理在村里
落地，安章村设立了村民小组，由村民选
出小组长，村民自治积极性高涨；乡亲们
的经济来源普遍靠挖虫草、养牛，靠天吃
饭，她帮困难群众提高技能、稳就业，帮农
产品找销路，想方设法让大家不愁吃穿、
生活得更好。

村民所多身患疾病，常年吃药，家里
房子已有好几道裂缝，一直没钱修缮。沈
富琼了解情况后，为他申请资金，重盖了
新房。村民措洛建卡靠打临时工供两个
小孩上学，在沈富琼的协调下，措洛建卡
一家人申请了低保。

“治病和治村其实有共通的地方，都
是为了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沈富琼
说，以前巡诊时，给病人看完病就走了，现
在不一样了，她会细心观察病患家里的环
境，看他们缺什么，生活上有哪些困难。

安章村一共有800余名村民，从2017
年当第一书记，沈富琼走遍了村子的每个
角落。除了帮助村民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她还带领村民一起改变了村子里的环
境。以前村里垃圾随处可见，牲畜粪便到
处都是，现在大家观念变了，学会了爱护
环境。

2020年，沈富琼和相恋7年的男友结
婚，婚礼原本定在1月，但突发的疫情让
二人不得不推迟婚礼。

推迟婚礼后，沈富琼从丹巴县返回
白玉县，奔赴抗疫一线，逐村逐户逐人
进行登记造册、测量体温；疫苗接种期
间，她走村串户，开展宣讲，耐心讲解疫
苗接种流程和技术规范，累计组织辖区
群众、务工人员和常住人口接种疫苗
2000余剂次。

直到2021年12月儿子出生，沈富琼
和丈夫也没找到合适的时间补办婚礼。
采访的最后，沈富琼告诉记者，现在麻邛
乡卫生院已经修起了三层楼高的办公楼，
用电用水方便，也有无线网络。从2017
年开始，陆续又有几位大学生来到卫生
院。

扎根麻邛乡13年的沈富琼心里很清
楚，从此以后，自己的身旁还会有更多年
轻同事的身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邹阿江

◀如今的麻邛
乡卫生院。

▲疫情期间，沈
富琼（右一）下
乡教当地牧民
正确洗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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