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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问下大爷吃了什么药或者
其他东西没有，我把他的情况反映给
皮肤科的同事，研究下是什么原因引
起的……”近日，记者走进成都青白江
区弥牟镇公立中心卫生院，见到刚从
凉山州金阳县木府乡回来不久的苏志
医生正在与木府乡卫生院的医生通电
话，协助他们诊断病情。

“当地卫生院医生解决不了的问
题，他们就会给我打电话。我们就采
取‘云端诊疗’的方式开展远程问诊。”
苏志介绍道。据悉，从 2018 年 6 月到
2021 年 6 月整整 3 年，苏志在脱贫攻
坚、医疗帮扶期间，始终铭记共产党员
的身份，为当地群众筑起了一道“健康
堡垒”。

入党初心不改
医疗扶贫虽远不怠

谈及入党的初心，苏志说，2008年
汶川大地震，他在震后现场参与救援
时看到无数党员冲在前面，不怕危险、
不怕艰难，这股精神深深地触动了他，
当下就立志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
其中的一员。完成救援任务后，他向
医院郑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3 年前的一个周末，一个电话打
来，正在陪妻女在四川科技馆参观的
苏志停下了脚步。“医院正在组织前往
凉山进行脱贫攻坚、医疗帮扶，为期三
年。”听到电话里领导说完这个消息
后，苏志感觉心中熊熊的烈火被点燃
了：从医多年，治愈患者无数，如今还
有更需要医生帮助的地方。苏志心
想，我一定要去！但看着6岁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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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挂着家中年迈多病的父母，对家庭
的这份责任谁来承担呢？同为医生
的妻子看出了他的担忧，鼓励他说：

“去吧，那里更需要你，家里面有我。”
得到了家人的支持，苏志想用医

疗技术帮助木府乡脱贫攻坚的心更
加坚定了。随后准备了两三天，他出
发前往了距成都 700 多公里的凉山
金阳县木府乡卫生院。

“好心的成都医生”来了
乡卫生院也能做手术了

木府乡的生活环境比苏志想象
中更艰苦，刚去的时候没有自来
水，他需要每天和同事轮流去山脚
下背水，才能有水做饭和饮用；离
县城虽然只有 40 多公里，却因山路
崎岖要花 1 个半小时车程。为节约
时间，他和同事每次前往县城就要
备好半个月的蔬菜、肉类和水果；
山里通讯信号差，与外界几乎“失
联”……对于从小就吃苦耐劳的苏
志来说，生活上的艰苦不算什么，
最难的是当地卫生院的医疗环境及
人们的就医观念。

“乡卫生院总共只有 6 间房屋、
5 名医生，医疗条件差，人才匮乏。
大部分群众对医生缺乏信任，有些
甚至有点迷信，一些小病往往因此
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而被拖成了大
病。”面对当时的种种困难，苏志有
信心经过三年，这些问题都可以得
到解决。苏志首先和乡卫生院院长
商量，从组建科室和规范管理入
手，得到了院长的强力支持。他开
始身兼数职，不仅是医生，还是护
士和医院会计，重新梳理乡卫生院
组织架构，从患者就诊、开具处方、
行医治疗、医保结算各个环节入
手，逐一进行规范；他带着医生规
范储藏室、药房、医生办公室、静脉
配药室、无菌操作台、结算室，并开

设了内、外、妇、儿、康复、皮肤等科
室，乡卫生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和管
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随后，他申
请从西昌市采购一批医疗药品及器
械，打造了一个无菌治疗室，每晚
定时消毒，以便紧急情况发生时能
立即对患者实施救治。

一次，遇到一位患者流血不止，
如果送到县城就医，患者将失血过
多。作为临床专业的外科医生，苏
志当即为患者做了清创缝合手术。
此后，他又开始思考，为了当地群
众，不仅要帮助乡卫生院完善科室
组建、进行质控管理，还要留下一支
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此后，他开始
在工作之余组织乡卫生院医生进行
专业知识培训，把临床经验手把手
地教给他们。“在条件有限，没有医
疗教学设备的情况下，就让他们用
剩余的纱布和针线缝合蔬菜、水果，
练习伤口的清创和缝合。”苏志介绍
说，通过耐心、细致地教学，当地医
生也能独立完成浅表包块切除术、
清创缝合术等门诊手术。随着苏志
治愈的患者越来越多，村民对苏医
生的信任逐渐建立了起来，但许多
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于是亲切地
把他称为“好心的成都医生”。

除了在乡卫生院开展医疗服务，
苏志还要定期去村里给老人义诊、健
康体检，给儿童接种预防。木府乡平
均海拔 2500 米，最远的村距卫生院
来回需要6个小时的车程，还要走很

长一段崎岖的山路。由于当地人白天
要去山上采摘花椒，只有晚上才会在
家，苏志和同事需要等到晚上才能进
行入户体检，有时回来时已是凌晨一
两点。苏志说：“当地老百姓大多说的
是彝语，虽然语言不通，但只要听到彝
语说‘咔莎莎’（音），我就知道这是谢
谢的意思。很高兴我做的一切得到了
他们的认可。”

从最开始来到乡卫生院看到一年
住院人数只有 30 人，到 2019 年的 210
多人，再到 2020 年最多时达到 320 多
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木府乡的就医
环境得到了改善，2020 年家家户户还
通上了自来水，再也不用下山到井边
去背水了。“我见证了当地的脱贫攻坚
成果，并和当地老百姓战斗在一起。
作为一名党员，我很自豪能参与其中，
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不能陪伴女儿的父亲”
从未离开的援彝医生

苏志前往木府乡帮助脱贫攻坚
时，他的女儿 6 岁，如今女儿已经 9
岁了。他错过了女儿的幼儿园毕业
典礼，也错过了女儿的小学开学典
礼。“有一次回来去帮女儿交学费，
老师问，你是谁？”为此，苏志满是愧
疚。这位对女儿来说缺席了 3 年的
父亲，每年只能利用假期回家两三
次。今年扶贫任务结束回到青白江
时，苏志的妻子在微信朋友圈中写
道：“终于不会再说我的孩子没有爸
爸了。”面对亲人，苏志感慨万千，在
女儿需要父亲陪伴的年纪，她对父
亲充满了依赖，在之前的 3 年中，每
次回家后再返回木府乡时，苏志都
会 选 择 在 凌 晨 5、6 点 的 时 候 悄 悄
走。“看见她哭我也会不舍，但任务
还未完成，我只能做一个狠心的父
亲。”苏志感慨地说道。

虽然不能在身边陪伴，但苏志一
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陪伴女儿成
长。在凉山州木府乡的三年，晚上7-8
点左右他都会出现在乡卫生院的院子
里，寻着微弱的网络信号，和女儿视频
通话，了解她的情况。“下雨天就撑一
把伞，冬天就穿厚点嘛，已经很亏欠她
了，每天就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不能缺
席。”尽管网络信号时常中断，但是无
论春秋冬夏，当地人都能看到苏志在
院里与女儿视频的身影，同事们笑称
这是“木府乡的一道风景”，这更是一
个扶贫医生的缩影。

2021年6月，苏志光荣完成脱贫攻
坚健康扶贫任务，用他的实际行动为
祖国脱贫攻坚战打了漂亮的一仗，但
巩固拓展保障脱贫攻坚成果的战斗还
没有结束。对此，苏志表示，还将继续
践行党员医生的使命，通过“远程医
疗”的形式帮助凉山州木府乡的群众
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胡晴琴
受访者供图在木府乡工作时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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