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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医者仁心

核心
提示

1993年，鲁胜静任职盘锦市大洼县（现大洼
区）西安镇高坎村村医。她27年如一日默默奉
献，被当地群众誉为“健康保护神”，2018年获得

全国“最美乡村医生”称号。鲁胜静不仅是好医生，也是好妻
子、好儿媳、好母亲。她与丈夫张万里互敬互爱，同甘共苦。
她常说，“老人的吃穿和铺盖是晚辈的脸面。”如今，她的92
岁公公健康幸福，尽享天伦之乐；三个孩子知礼友善，孝老敬
亲。2018年，鲁胜静、张万里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医生是一个光荣而崇高的
职业，不仅能在肉体上解除人的
痛苦，还能在精神上给人安慰。
我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全身心
投入。”鲁胜静这样说。

在西安镇高坎村的27年间，
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白天还是
夜晚，鲁胜静都是随叫随到，无
怨无悔。2018年，鲁胜静获得全
国“最美乡村医生”称号。

“有时一晚上她得出诊好几
次，一夜都睡不上觉；有时刚端
上饭碗，就被病人叫去。就是大
年初一，她也没轻闲过，更谈不
上平时的节假日了。”妻子的不
容易，张万里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体谅
她的难处，在生活上尽可能地替
她分担，这也是我放弃出门打工
照顾家庭的主要原因。”

既没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也
没有耀眼的光环，曾经有人问鲁
胜静，你这么没日没夜地干，图
的究竟是啥？鲁胜静回答：“医
生是生命的守护者，健康的守门
人，我选择这个职业并倾情付
出，图的是不负医者使命，对得
起做人的良心。”

“身在基层，从一定意义上
来说，村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
增强村民的健康意识，减少疾病
的发生。比如高血压，让村民通
过我的督促预防到位，就不易得
心脏病、脑血栓……”为此，鲁胜
静在村内常年开展巡诊工作，及
时送发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的各种宣传资料，将防病抗
病知识普及到全村各家各户，并
向村民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
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的优越性，主动向村
民宣传改水改厕对身体健康的
重要性。

鲁胜静通过为村里 500 多
名 65 岁以上老人进行健康体
检，建立起村民健康档案；收集
整理筛选出上千名高血压、糖
尿病、肿瘤、肢体残疾、精神残
疾等病人，定期为他们检查，推
荐治疗和康复方案；在村内建立
35岁以上测血制度，及时发现高
血压病人，提出最佳治疗意见；
及时通知 村 内 孕 妇 去 医 院 体
检，向她们宣传住院分娩的好
处；做好上百名 6 周岁以下儿童
保健和计划免疫工作，及时发
放预防接种和体检通知单；对
结核病督导任务一丝不苟，主
动与患者达成服药协议……

为让自己能够更好地为村
民服务，鲁胜静常年坚持日诊临
床夜读书，用心参加上级单位组
织的培训学习，尽可能地学习和
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不断提高
自身业务水平。

扎根乡村医疗这个平凡岗
位，鲁胜静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
献给了一方土地上的乡亲们。
27 年来，她用崇高的医德、良好
的医术、踏实的作风，保障了当
地百姓的健康安全。在高坎，鲁
胜 静 被 村 民 们 誉 为“ 健 康 保
护神”。她赢得了患者的心，也
赢得了组织的信任。鲁胜静说，

“这是我的工作，我有责任把这
个摊儿守好！”

6月12日，记者从盘锦市驱车上
百里，来到大洼区西安镇高坎村卫生
室。眼前这个 110 平方米的卫生室
整洁明亮，分区有序，设置了药房、处
置室、隔离室、康复室、观察室、档案
室。“六室分开，是村级公立卫生室管
理的标准化要求。”村医鲁胜静说。

“我不会说啥豪言壮语，更没有
轰轰烈烈的业绩。”面对采访，鲁胜静
显得有些腼腆，“细心诊断，合理用
药，尽可能减轻病人痛苦，这就是我
的工作。作为村医，另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以预防为主，对村民开展长
期的健康教育，引导村民树立健康的
生活理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
康的生活方式，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和
防病能力……”

“鲁大夫，你给我妈看看，这几天
她总感觉没精神。”采访中，村民李彩
霞和丈夫搀扶着84岁的母亲走了进
来。

“我得先照顾病人了，咱俩过一
会儿再聊。”对记者表达歉意后，鲁胜
静随即来到病人身边，轻声细语地开
始诊疗。一下午时间，这样的情形出
现了4次，记者的采访只能见缝插针
式地进行。

一年365天，鲁胜静没有一天是
完全属于自己的。她的丈夫张万里
告诉记者：“高坎村 3100 多口人，
90%的村民都认识我媳妇儿，她的
工作做得确实到位，就连镇中心卫
生院院长都说，你媳妇儿是最合格
的诊所大夫。”

“最美村医”鲁胜静背后的“最美家庭”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文并摄

“大姨，觉得哪里不舒服啊？”
“我身体挺好，前两天还在地里

薅草呢，就这两天有点儿坏肚子，身
上没劲儿，不知道是咋回事。”

和患者交流过后，鲁胜静告诉李
彩霞，老太太前年起就有点儿贫血，
这是导致身体没劲儿的主因。“先去
镇医院化验化验，查看一下血项指
标，回头再进行适合的处置。”

听说要抽血，一旁的老太太直摇
头，“我不想抽血化验，要不我吃点儿
钙片行不行？”

“大姨，这跟吃钙片没有关系。
镇医院这么近，再说抽血也不疼，您
就听我的吧。”在鲁胜静耐心地劝说
下，老人在家人陪伴下去了镇医院。

“这人老了，就得像小孩一样哄。”鲁
胜静说。

高坎村是西安镇的中心村，也是
西安镇12个村中最大的一个。1993
年，22 岁的鲁胜静从沈阳军区大连
军医学校（现已撤销）毕业后，被分配
到了高坎村任职村医工作。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印象最深，也
最不容易。”鲁胜静回忆，那些年村里
除了一条主道外，都是泥泞的土路，碰
上下雨天出诊，必须穿雨衣、雨靴。

“那时药品大多装在玻璃瓶里，一
个药品箱将近20斤重，路不好，无法骑
自行车，只能背着药品箱走着去。

“其实这些不算啥，主要是我怕
狗，小时候被狗追过。那时村民家养
狗的多，我一到有狗的人家出诊，不是
盯着人，而是盯着狗看，你都不知道那

是什么感觉。后来村民们知道我怕狗
后，都把自家的狗用绳子拴上了。”

说话间，李彩霞一家陪着老人回
来了。因为血项指标没啥问题，鲁胜
静给老人开始对症治疗。

“我们都是老户，认识好多年
了。我家大闺女 31 岁了，小时候就
是她给扎预防针。”看着岳母安心躺
在病床上接受治疗，李彩霞的丈夫胡
良文和记者拉起了家常，“这么多年，
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啥的，都奔卫生
室来。鲁大夫服务态度好，还负责
任，我们都信任她。”

高坎村村民居住得分散。作为
村医，村民口中的“鲁大夫”走街串户
是常态，谁家有什么病人，谁家孩子
什么时候该接种疫苗，她心里都有一
本账。27 年来，鲁胜静的足迹遍布
高坎村的每个角落，哪家有人病了不
方便来卫生室就诊，一个电话打过
来，她立即上门诊疗，无论白天黑夜，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遇到疑难杂症
无法救治，她都会尽最大努力，帮助
病人转到上一级医院。

卫生室外，一块由盘锦市卫计
委颁发的“五星级”卫生室匾额十分
醒目。记者了解到，在西安镇 12 个
村级卫生室中，只有少数几个获得
了此项认定。“实施的是动态管理，
打分标准很严格，涉及诊疗常规和
技术操作规范、静脉输液和抗菌药
使用、社会满意度等方面。”鲁胜静
笑着介绍，看得出，这块匾额在她心
里的分量很重。

22岁来村里，她当了27年“鲁大夫”

1993 年底，鲁胜静和相处了一
年的高坎村村民张万里组成家庭。
在这个屋檐下一起生活的，还有张
万里的父母和奶奶。鲁胜静说，“后
来我们有了孩子，四世同堂，一家人
始终相处得特别融洽。”

“其实我俩读初中时是同学，当
时我家在西安镇小洼村，离高坎村
8里路。他大我两岁，是1969年的，
我上学早，他复读了一年。”鲁胜静
笑道，“那年代也不敢早恋啊，所以
读书时没什么接触，不是很熟悉，后
来经媒人介绍，我俩见面后一聊，才
知道有这个共同经历。”

张万里家兄弟姐妹七人，他排
行老六。张万里说，“我俩结婚时上
面的三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成家
立户，婚房是家里的老宅，我父母都
是种地的农民，结婚后我们就跟父
母一起过了，她也欣然同意。”

鲁胜静告诉记者，和老人一同
生活，她觉得再正常不过，其中有一

个原因，“不是都说家庭对一个人
的影响最大吗？我就是这样。我
也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是家里
六个孩子中最小的。当年我爷爷
奶奶家离我家就隔一条街，后来他
们年龄大了，我父母就把他们接到
家里来养老。我从小在这样的环
境中长大，成家后觉得和老人在一
起生活，是理所应当的。”

鲁胜静在岗位上履职尽责，做
好村医工作的同时，努力做个好儿
媳、好妻子、好母亲。

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鲁胜静
把家务全部承担下来。她白天去诊
所诊治病人，晚上回家后不顾一身
疲惫，料理家务、收拾卫生，经常干
到半夜才休息。有了孩子后，鲁胜
静恪守尊老爱幼本分，对丈夫的关
心、对老人的孝敬丝毫不减。饮食
上，每当做好吃的，她总是自己少吃
或者不吃，让老人、孩子多吃一些；
穿戴上，每当换季添加新衣时，她总

是提前给老人和孩子备好。她还注
重在精神层面上关心长辈，一有空
闲就陪老人唠嗑，偶尔有了小矛
盾，也从不和老人拌嘴、吵架，都是
在谈心中化解。

婆婆去世后，公公的生活自理
能力逐年下降，鲁胜静不论工作有
多忙，都要想方设法把老人安顿
好。她常对孩子们说：“老人的吃穿
和铺盖，是晚辈的脸面。”在父母的
言传身教下，三个孩子时常帮爷爷
洗头、洗脚，中华民族孝老敬亲的传
统美德，在六口之家中得到了生动
诠释。2018 年，鲁胜静、张万里家
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如今，在鲁胜静家里，92 岁的
公公耳不聋、眼不花，尽享天伦之
乐 ；三 个 孩 子 知 礼 友 善 ，努 力 工
作，勤奋学习。26 岁的大女儿张
瑾已经上班，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19 岁的双胞胎女儿张怿泓、张悦
潇大学在读。

结婚至今，他们始终和老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从高坎村卫生院出来，沿着黑
色柏油路骑行几分钟，就到了鲁胜
静、张万里的家。100 多平方米的
平房收拾得一尘不染。燃气炉、卫
生间、太阳能热水器等设施一应俱
全。南面小院中，东侧是一排存放
物件的厢房，西侧种着豆角、香菜、
西红柿等蔬菜。

“房子是2009年新盖的，老人、
孩子都有自己的卧室。”张万里介
绍，“你看这地基，将近1米高，夏天
也不返潮了。东侧那一排算是仓房
了，一是用来搁粮食，二是用来放我
做木匠活儿用的工具。”

“他手巧，卧室中的那些组合
柜就是我爱人自己做的。前些年，

他除了种地，还当了十多年的木
匠。”鲁胜静说，“我家这口子头脑活
络，是个手艺人。”

张万里告诉记者，“我三哥是木
匠，今年 60 多岁了，他 18 岁就出门
闯荡，那些年我跟着他打工，一天能
赚200多元，一年能干大半年，孩子
上学的费用就有了。”

“在外打工不容易，最近这四五
年，木匠的日工资涨到了300多元，
可咱赚不到了。”鲁胜静说，公公尽
管身体还挺硬朗，但毕竟 92 岁了，
身边离不开人。

“她在卫生室白天晚上忙活，根
本抽不开身，所以我就不出去打工
了。谁都有老的那一天，当儿女的

伺候老人是应该的，我现在专门在
家照顾老人。”张万里说。

“你看这屋里屋外的，这都是他
归置的，收拾卫生、做饭、照顾老人
都是他的活儿了。”鲁胜静说。

夫妻二人你一言我一语，来言
去语中，处处可以看出他们都在为
对方着想。

“到我这儿，祖祖辈辈七代人都
住在这里。”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张
万里的父亲张鸣声走过来搭话道，

“有七八年了，柏油路修到了家门
口，路灯、排水沟、卫生厕所也有了，
你看咱这屯子多干净。”张鸣声是农
垦职工，现在每月有2700元的退休
金，“国家没有亏待咱！”

在她身后，他是最坚强的后盾

鲁胜静、张万里一家人合影（拍照时，他们的三女儿正在外地求学）。

鲁胜静以微笑和耐心对待每一个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