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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出门，晚上11点多回家。这是最近这些天，钱江晚报小时健

康小站温州瑞安莘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阮晓秋和同事们的工作节奏。

阮晓秋是服务中心院长。6 月 9 日，瑞安确诊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和同事们就没怎么休息过。

为了完成核酸检测
有的医护近乎虚脱

有的医护
工作到近乎虚脱

阮晓秋的电话铃声都是疫情

防控的宣讲，只和记者说上两句

话就匆匆挂掉，“事情实在太多。”

6 月 15 日，我们开始联系采

访卫生院副院长孙芳，这期间，她

只抽空在微信上回复了两次，当

天晚上 11 点多，孙芳再次留言：

不好意思，我们刚下班。

终于和孙芳通上电话是 6

月 16 日的中午，她上午的工作

刚结束，下午马上要去忙新冠肺

炎疫苗接种。

“最忙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去

了。”阮晓秋所在的社区卫生院在

6 月 9 日晚上接到疫情防控的任

务，当天晚上10点，她紧急召集卫

生服务中心 40 多位医护人员集

结到云周街道为居民核酸检测采

样，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6 月 11

日中午，连续工作了15个小时。

一位参与采样的社区医生

说，有的同事一天下来，汗流浃

背，近乎虚脱状态，胳膊酸痛到难

以抬起。

和去年相比
大家没那么紧张了

事情千头万绪，疫情发生后，

阮晓秋已经多天没有见到 4 岁的

孩子。孙芳也在疫情发生的当天

就把两岁的小儿子送到了父母

家，一直到现在，每天只能和孩子

短短地视频见下面。

如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

完成了两轮采样，达 20000 人次

左右。

除了采样，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护人员还要承担新冠肺炎疫苗

接种工作。

“从早上7点30开始到晚上8

点多结束，中间不停。”阮晓秋说。

这还不是他们工作的全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每年门

诊达40万人次，有门诊、急诊、住

院部，还要承担120急救、美沙酮

门诊、儿童疫苗接种、体检，孕妇

产检等。

疫情期间，这些工作都正常

进行，并没有停止。

“事情特别多，人手非常紧

张。我们中心员工 170 多位，这

段时间全员在岗，都没怎么完整

休息过。即使休息在家，也不安

心的。”前几天，阮晓秋下班回家

后也是凌晨两点才睡：一直在留

意工作上的变动，回复信息，随时

准备回去帮忙。

6 月 17 日，社区服务中心启

动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方舱，他们

每天要保证两三千人的疫苗接

种。同时开始的是第三轮采样，

要完成大约1.5万人次的采样。

“虽然任务很重，但是和去年

相比，没那么紧张，这次大家的防

范意识都比较强，防护物资也很

充足。”阮晓秋说，“看目前的形

势，接下去会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吴朝香本报记者 吴朝香

阮晓秋在工作现场

社区医护人员为居民做核酸检测

来自温州瑞安莘腾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报道

今年端午节的粽子，老李是在雅里村卫生服务站吃的。那天是休息

日，但村里一个老人突然有点头晕，他担心是脑血管毛病，耽误不得，揣

上一个粽子就往卫生服务站走。

老李名叫李士亮，是丽水莲都区雅溪镇雅里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

生。自从2003年来到雅里，他已经在小山村驻扎了18年，过了退休年龄仍

继续留守，还把同样从医的爱人也劝来做十里八乡村民的“自家医生”。

“我入党的时候在党旗面前宣誓过的，要为人民的健康事业奋斗终

身。只要身体还可以，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这辈子最让他满足的事
是村民早已把他当亲人

五个村联合
用五份报告留下了他

李士亮虽然已年过七十，但

嗓门依旧粗犷响亮，普通话里带

着明显的丽水口音。

老李干了一辈子乡村医生，

2003 年时已是雅溪镇莲乐乡（现

改为莲房村）卫生院院长。雅里

村距莲乐乡约十公里，他早就听

说那里人口众多，大都是上了年

纪的老人，长期缺医少药，村民多

次向乡镇政府申请开设卫生室。

后来卫生室虽然在千呼万唤

中成立了，但唯一一名医生不久

后便辞职离去。

当时，雅里卫生室隶属一家

兄弟卫生院，院长正好是李士亮

的朋友，“我知道他内心很想让我

过去，但我们算同级，他不好意思

直接邀请我到下面的分院。其实

我无所谓，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就主动申请调过去了。”

从乡卫生院院长变成村卫生

室普通医生，他的工资少了 200

元，这对收入不高的基层医生来

说是一笔不少的降薪。

当初李士亮来到雅里卫生室

算借调，期限是 2 年，“时间到了，

老百姓不让我走，叫我一定要留

下来。”到了2010年，上级部门决

定撤掉雅里村卫生服务站，把李

士亮调到中心卫生院。为此，雅

里村，金竹村，上陈村，里东村，小

桃村五个政行村的村民联合给政

府部门写了5份报告表达诉求。

最终，雅里社区卫生服务站

再次开站，老李一直待到现在。

村民把他当亲人
在外务工生病也找他

2012 年以前，李士亮以卫生

服务站为家，和爱人孩子长期两

地分居，周末都极少回家。

2012 年 10 月，他到了退休

年龄，但卫生服务站人手依然紧

张，他不仅放弃安享晚年，返聘留

任，还把同样从医的爱人“拐”了

过来。

现在，雅里社区卫生服务站

有 2 名常驻医生和 1 名收费的行

政人员，十里八乡的村民突发急

症时不再孤立无援，日常慢性病

也得到有效管理。

记得一个冬夜，小桃村的老

支书李土奎因患冠心病，突然胸

闷气闭，病情危急。接到电话，李

士亮迅速从被窝爬起，带上急救

药品、医疗器械，骑着摩托车赶到

15 里外的小桃村。最终老支书

转危为安，骑车返回卫生室时，已

是第二天凌晨三四点。

雅里村 75 岁的五保户李观

军中风后卧床，无人照顾。李士

亮每天定时到他家，煎药喂药，针

灸理疗。两个月后，老人竟然能

下地行走，生活能自理了。

“虽然村里人都叫我李医生，

但他们不止把我当医生，他们都

当我是亲戚朋友，这是我这辈子

最满足的事情。”

老李说，现在不少村里人在

上海、杭州之类的大城市工作，他

们小时候都是找他看病，现在身

体有点什么不舒服，第一个想到

的还是他。

如果没有什么大碍，他就电

话、微信里远程叮嘱服点什么药，

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如果病情比

较复杂，他就指导其去大医院哪

个科室进一步检查。

这份 18 年积攒下来的信任，

是他作为基层医生最大的财富。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来自丽水莲都区雅溪镇
雅里村卫生服务站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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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亮凌晨为一位腹痛的奶奶做灌

肠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