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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贫困患
者如何能摆脱贫困？辽阳市出台政策，
充分利用新农合市级统筹，加上政府扶
贫专项基金的投入，不足部分再让公立
医院兜底保障，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患者
不花钱治病的经费难题。

非亲非故的亲人

王炎和马莉，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
里，非亲非故，素未谋面。可是，王炎却
说马莉大姐是她“没有一毛钱关系”的亲
人。这是怎么回事？

13 年前，正逢花季的王炎遭遇了一
场大病，四肢关节僵直，求医治疗又受
骗，一直卧床不起。2016 年，当辽阳市
中心医院的马莉大夫来到王炎所在辽阳
县柳壕镇罗套村家里入户体检时，王炎
的态度非常冷淡。

“住院手术不花钱？”见过打着义诊
旗号卖假药的王炎，对马莉的劝说满腹
狐疑。骗子！医托！王炎在心里说。任
马莉磨破嘴，王炎还是把头扭到一边。

这样的阵势马莉见多了，她把电话
联系卡往王炎家墙上一贴，实在忍不住
吼起来：“我的话有半句不实，把我咋样
都行！”

王炎的父母小声嘀咕：这闺女是咱
领养的，本指望她将来给咱养老，没想到
现在还得一天到晚照顾她，咋能不盼着
治好她的病啊。

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也没这么费劲
儿。马莉说，2016 年辽阳市刚开展精准
医疗扶贫那会儿，贫困患者普遍不相信
免费治病这事。动员了 1 年，市中心医
院收治的贫困患者也就 2000 多人。“或
是胆儿大的，或是病重的，基本都是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来的。”马莉苦笑，难怪患
者不相信，在某些医院，交钱才治疗，押
金不够都不行。贫困，加剧了这种戒备
心态，“天上哪会掉馅饼”？

好说歹说，王炎算是被抬到辽阳市
中心医院接受治疗。从 2016 年夏入院
的两年里，王炎先后经历了膝关节、髋关
节和肘关节 5 次置换手术，医疗费花去
40 多万元，除去农合补偿和政府补偿，
医院为其兜底垫付 30 多万元。王炎很
惊奇，直到出院也没人找她要一分钱。

当王炎下床迈出 10 多年来的第一
步，她和父母旁若无人地大哭起来，连病
友都高兴得跟着掉泪。

阳光，照进曾经一直拉着窗帘的
家。如今，王炎不仅恢复了生活自理能
力，还开起了网店谋生。

“我能抱抱你吗？马莉大夫。”医师
节那天，马莉收到“特殊礼物”，那是王炎
特地赶来为她献歌——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
有谁看出我的脆弱
感谢有你
让我有勇气作我自己……

有一种长度叫永远

40075.02 千 米 ，是 地 球 赤 道 的 周
长。而刘有玉和他的同事们两年间跑的
村路、山路比这还要长。

4 万多公里是他们深入辽阳城乡每
个贫困户的心路里程，39 个乡镇 426 个
行政村，全覆盖三次有余。为啥要跑这
么勤？因为辽阳市实施精准扶贫的标准
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月 21 日清早，辽阳市中心医院副

院长刘有玉开着私家车又下乡了。记者
跟着蹭车，一路颠簸。医院扶贫有规定，
几台救护车专用于接急救患者，入村访
贫就得“私车公用”，油费自掏，餐食自
理。而且，义务巡诊只有开始，没有结
束。不然，拿什么确保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动态为零”的目标？

听说医生来回访，66 岁的张允刚老
汉兴奋得大冷天往村口跑了好几次。“咱
可不能忘恩，当初我腹部两侧疝气，肠子
鼓出个大包，都快撑破肚皮了，要不是市
医院的大夫给我免费手术，我哪能好好
地站在这儿。”张允刚握住刘有玉的手不
肯放开。

“这是送您老的药，术后恢复期不能
停药。”刘有玉把十几盒药交到张老汉手
上，一边把注意事项细细道来。

治病不花钱，用药也免费。辽阳市
精准医疗扶贫讲求一帮到底，织就三层
保护网细密“兜底”：一层是制度保障，出
台《精准扶贫实施方案及相关政策》；一
层是资金保障，政府投入5000万元补充
新农合精准扶贫专项基金，不足部分由
定点医院承担；一层是贴身保障，达到每
户都有签约保健医生。

看病走绿色通道，住高间享受 VIP
待遇，还有家庭医生上门诊疗。这新鲜
事搁在以往，71岁的王京普说啥也不信，

“咱穷得叮当响，哪有这么硬的门路？”
“正因为您家困难才给您贵宾待遇

呀。”心脏外科主任傅金利登门给王京
普体检。因为王京普不便翻身挪动，傅
金 利 跪 在 炕 沿 帮 助 老 人 挪 动 身 体 作
检查。

这一跪把王老汉的眼泪“跪”出来
了，“好人啊，等我病好能起来，我给您磕
一个。”

你可别再出名了

现在，马莉自豪地说自己“可出名
啦”。

确实，辽阳市的山山水水，犄角旮
旯，哪儿都有马莉的“穷朋友”。她把

12601 个医疗扶贫建档立卡户的信息都
存到了手机里。家境、病情、治疗进展、
恢复情况、复查时间，等等，在密密麻麻
的表格里注释得清清楚楚。加上各家电
话，还有不断加她的微信朋友圈，她的旧
手机已经被“撑爆”了。马莉有招，换一
个128G内存的新手机。这次好些，不那
么卡了。

可是，马莉的家人不乐意了，“你可
别再出名了，好不？你手机一天 24小时
开机，成天响个不停，半夜也叫，还让人
睡觉不？”即便如此，马莉也不用振动模
式，她怕患者万一有急事联系不到她。

看着患者高高兴兴治愈出院，马莉也
跟着开心。不过，开心马莉也有伤心事。

特困患者朱林是一个 28 岁的帅小
伙，不幸得了白血病。马莉动员他来医
院救治，市中心医院前后花了 80多万元
才把朱林的各项指标稳定下来。可马莉
最近回访听说，朱林又不行了。小伙子
在生命最后时刻给所有参与救治的医生
留言，“医院不放弃，我也很努力，来过这
个美好世界我不后悔。党和政府为救我
花了那么多钱，我感到抱歉。”

说到这，马莉不吱声了，掏出纸巾不
住地擦眼角。“不是所有的结局都美好，
可我们都要向着美好去努力。”

2016年至2018年底，辽阳市中心医
院共收治精准扶贫住院患者 16283 人
次，医疗费用总额 15532万元，医院实际
垫付 3301 万元。为全市慢病患者投药
37600余人次，组织全院264名具有副高
以上技术职称的医疗专家与所有建档立
卡户签约做家庭医生。

祛病根拔穷根

“十年八年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
汤。”辽阳县寒岭镇贫困患者孙玉贤深有
体会。

为啥把精准扶贫的点打在医疗上？
辽阳市委书记王凤波说，扶贫攻坚越深
入越要啃硬骨头。大量入户摸底调查发
现，辽阳市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占比高

达 60%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处于返贫
边缘。重大疾病已成为脱贫路上的最大

“拦路虎”。抓住这个“牛鼻子”，辽阳市
把“精准医疗扶贫”放置首位，政府牵头
带动各方形成合力，“祛病根拔穷根”，最
终富起来。“辽阳正在建设幸福城市，对
贫困患者来说，告别病痛的每一分钟都
是最真切的幸福。”

通过医疗扶贫、教育扶贫、建设扶贫
和产业扶贫，辽阳市一步步迈向“四个不
让”：不让一户因病返贫；不让一户孩子
因贫辍学；不让一户居无保障；不让一户
增收无方。

本在市里当干部的李健，如今扎根
铧子镇杨寨子村 5年了。他结的贫困对
子赵忠明患有双侧股骨头坏死，没有劳
动能力。李健发动在市中心医院做护士
长的妻子张清红联系医生给老赵治病，
他则动员全村党员干部一起翻盖老赵那
间破旧的土坯房。

“盖新房打地基，沙石回填很重要。
但老赵哪有钱雇铲车，我们出义工的党
员都是一锹一锹铲，忙活了两个通宵完
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李健是发起人，
也不能让大家饿着干活，他自掏腰包请
大家吃饭。使不上劲的老赵在一旁感动
得直搓手。

李健说自己从小在城里长大，不晓
得农民种地有多么不易，刚来村里还闹
出不少笑话。头一年帮孤老户种玉米，
老人家嘱咐每个坑撒一颗玉米种，我怕
长不出来，自作主张撒五颗。结果小秧
苗 都 长 不 大 ，气 得 老 人 直 骂 我“ 帮 倒
忙”。“现在当然不会了。我和孩子经常
在村里过周末，一来让孩子从小体验一
下种地的辛苦，二来也让自己找回入党
的初心，这是一个彼此照亮的过程。”李
健说。

知屋漏者在宇下。“辽阳财政实力算
不上雄厚，很多扶贫工作还靠引导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王凤波说，关键是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把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各地难题差不
多，关键是真枪实弹，真心实干。”

让我们彼此心心相印
——辽宁辽阳市开展精准医疗扶贫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孙潜彤

扶贫的切入口选在哪里？很多情况不能靠简单地送钱送物。辽宁省辽阳市对贫困户挨家挨户摸底调查发现，“一病毁所

有”是不少农村家庭的真实写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致贫因素的62.5%。

健康人觉得花前月下是幸福，可患者觉得没有病痛的每一分钟都幸福。在辽阳市中心医院，患者一分钱不花，还经常得到

医生塞来的红包；下乡入户的医疗队经常是自带方便面，占老乡的便宜就是一碗泡面的开水……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
岗位上不断努力工作，去实现心中的梦
想。”这是 1992 年顾世峰走上电网工作
岗位后郑重立下的诺言。

如今，47 岁的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奎
屯供电公司培训管理专责顾世峰，已是一
名电网运行“清道夫”。多年来，他用一项
项创新与发明践行着自己最初的诺言。

“希望通过自己的发明，能让电网员
工的工作更加高效和安全。”顾世峰对创
新发明有着明确的目标。

2014 年，随着电网工程日益增多，
顾世峰发现很多新线路在架设施工中，

面临着农田跨越难度大、新线路竣工验
收逐级登杆费时费力、高空线路测温误
差大等众多难题。经过思考，他决定开
发一种集测温、巡线、架线、空投小型物
资等功能于一体的长续航电力多用途飞
行器。历经一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由他
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开发研制出的“超
长航时电力多用途飞行器”，经线路测试
一举成功。

同年 7 月份，塔城地区某学校教师
在独山子大峡谷徒步时失联，因事发地
搜索范围广，沟壑险峻，搜救难度很大。
独山子区政府得知国家电网公司奎屯供
电公司有一种自己发明的“电力多用途
飞行器”，可以实现长时间、远距离飞行，
便马上请求支援。

得知求援消息后，顾世峰放弃周末在
乌鲁木齐陪女儿的计划，立即赶回奎屯，
连夜调试飞行器。第二天，“电力多用途
飞行器”大显身手，成功参与搜救。

近几年，国家电网新疆电力公司不
断注入新鲜血液，新员工技能培训是一
堂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如何才能让新员
工提前熟悉工作场景，是公司培训管理
专责顾世峰思考的问题。

基于此，顾世峰提出了“使用 VR 全
景系统模拟变电站，学员通过佩戴VR眼
镜，模拟变电站倒闸操作和现场勘查”的
系统研发理念。“制作VR全景操作系统，
仅拍摄照片环节，制作公司就开价 180
万元。后来我和团队决定自己制作研
发，最终制作出的 VR系统花费还不到 1

万元。”顾世峰说。
该系统目前主要用于培训和现场勘

察，培训者“进入”变电站可以模拟倒闸
操作和现场勘察，避免了受训人员去变
电站现场培训的安全风险，同时也提升
了培训的趣味性和效率。此外，还可以
直接用手机扫二维码进入系统培训，不
限地域、人数、时间开展培训和现场勘
察，彻底改变了传统视频展示、文字叙述
等培训模式和时间、地点、人员数量等培
训要素的限制。

2018 年，顾世峰和团队驱车上千公
里，拍摄照片百万张，实现 40 个变电站
的 VR 实景操作。“使用 VR 全景系统就
像在变电站里巡视一样，有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学习起来很有乐趣。”员工燕
苏苏体验过“变电站 VR 全景系统”培训
后说。目前，已有 400 多人次通过该系
统实现培训。

截至目前，顾世峰共取得电力发明
成果 59 项，其中获得国家专利证书 32
项，获得国家电网公司创新大赛银奖 1
项及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发明创造中实现人生梦想
本报记者 马呈忠

作为乡镇基层干部，我参与、经历和见证了贵州安

顺西秀区黄腊布依族苗族乡加快发展的不平凡的 6

年。今天，黄腊的村寨美了、田野绿了、百姓富了，这离

不开党的好政策，离不开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拼搏。

委屈的泪

我是一个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干部，对少

数民族同胞有着特殊的感情。

2012 年初，我被调到黄腊担任乡党委副书记、乡

长。临行前区委领导再三叮嘱我要尽快熟悉情况，打

开局面，帮助黄腊发展起来。

作为安顺本地人，尽管之前就知道黄腊发展年年

垫底，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实际情况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黄腊乡基础设施落后，人均收入低，每逢周一赶乡

场，很多老百姓拎着蛇皮口袋在民政办门口排队等着

发米，为了享受“低保”待遇与负责干部吵得不可开

交。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很快，通过“死缠烂打”我从区里争取到了一个补

偿很高的市政项目，谋求尽快改变黄腊的现状，实现开

门红。但在推动落实中，听到有干部说：“让她一个人

干，看她干得下去不？”

当时的一腔热情被泼了一盆冷水，我深感发展的

艰难，流下了委屈的泪水。之后，我从改变干部的观念

和作风开始，下决心团结他们，靠苦干实干，扭转黄腊

的贫困局面。

成就的泪

2012年4月份的一天，我到绿宝村下队，看到寨子

里垃圾成堆、环境十分恶劣。我走向几位坐在田坎上

聊天的老人说：“老人家，我是新来的乡长，你们这里自

然条件不错，把路修一下就可以打造成美丽乡村，你们

支不支持？”一位老人白了我一眼说：“你们干部都只会

放空炮，为这条路我们上访几次都成刁民了，是不是要

应付上面的检查，又来哄我们？”

老人的话，让我心里像吃了颗苦李子。我当场承

诺，“一定把路修好”。在老百姓心里，说一万不如干一

件。我到区政府汇报后，领导非常重视，及时协调相关

部门给予支持。

半年后路修好了。通车那天，全村人像过年一样

高兴，每家凑50元钱买了一头猪“打平伙”。村干部打

电话邀请我去，“威胁”说如果我不到他们就不开席。

盛情难却，我和乡里几位干部去了。

村里几名老人特地过来对我说：“杨乡长，有人说

你不算哪盘酸菜，我们觉得，管他什么菜，只要能为老

百姓办实事就是好菜，真心为群众着想的就是好干

部。”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让我收获了无比的欣

慰，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那一年，我们抓住市委、区委领导帮扶黄腊的机

遇，争取到村寨整治资金 1700 万元、通组公路资金

2500万元、连户路资金520万元、农村危改资金680万

元、主干道绿化资金550万元、路灯亮化资金280万元，

并全部实施到位，黄腊开始有了大变化。

感激的泪

黄腊有了初步起色，我也很好地融入到了干部群

众中。2014年 8月份，一些群众听说黄腊要同其他乡

镇合并，担心以后办事不方便，难以接受，于是聚集围

堵政府。

一天夜里，聚集的群众情绪激动，冲进办公楼。我

担心引发恶性事件造成更大损失，立即赶到现场给群

众做工作。几个领头的是我下队经常走访的熟人，他

们看到是我，马上和其他人说，不准动杨乡长，她是办

实事的。

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那样的场面，虽然镇定自若，但

也没有完全化解群众情绪的把握。我耐心解释后，他

们才慢慢散去。想着危急关头能够得到群众的理解和

信任，我流下了感激的泪水。真正体会到，干部只有和

群众交心，才能赢得信任。

感恩的泪

黄腊乡虽然只有 16000 多人口，但贫困户就有

3932家，全乡党员干部仅132人。

2014年10月份，组织上决定书记、乡长由我“一肩

挑”，要求下大力气抓好黄腊脱贫攻坚。我深感责任重

大、任务艰巨，几乎半年时间睡不好觉。

2014年底的一天，我去龙青村下队时看到一位老

人在挖地，地里有一些水泥桩，我走近一问才知道，老

人是在挖葡萄坑。就葡萄种植的技术、成本、收入等情

况，老人给我算了一笔账后得出结论，每亩土地种葡萄

比种玉米至少要多收入2000多元。

我深受启发，立即和龙青村党支部商量，动员群众

种葡萄。大家听说种葡萄有搞头，当即就有22户群众

加入。3 年时间，葡萄园已被成功打造成为省级农业

园区，带动了2400多农户。

有了产业该怎么发展？我们充分利用黄腊优势，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旅结合，初步形成了以精品

水果、乡村旅游等为支撑的产业格局。同时，践行“五

步工作法”，创新“中心户长制”，推进“支部+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在全乡成立了7个专业合作社。

2017年以来，全乡实现减贫324户1254人，贫困发

生率从 2014 年的 12.08%下降到 2.81%，全乡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人均达到9280元。

乡里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同志对我说：“杨书记，过

去我们都清闲惯了怕做事情，黄腊十几年都是一个

样。黄腊今天的大变样，是你带着大家实实在在干出

来的，只有干部不怕吃苦，老百姓才能致富！”老同志的

一番话，让我再次热泪盈眶。

（本报记者 王新伟整理）

为了苗乡，
我流下四次眼泪

杨 琼

图① 普外三科主任王英飞（右二）为精准扶贫患者

实施手术获得成功。图为王英飞带领医护人员给术后患

者作检查。

图② 医生在给患者王炎作放射检查。

图③ 3名医护专家入户走访签约患者。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