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兵，市中心医院院长，呼吸内科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医 30 余年
来，马兵以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对同行
的关切之心和大灾大难面前沉着果敢
的无畏精神，诠释了一位医者仁爱为怀
的崇高精神。

80年代初期，刚大学毕业的马兵怀
着对家乡对亲人的眷恋，回到了当时条
件极其艰苦的广元县医院工作。当时
的广元是偏远的工业县，尘肺、哮喘、结
核等呼吸系统疾病高发，许多医生不愿
从事这个专业。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马
兵深深体会到这些病人的痛苦，主动请
缨从事呼吸内科专业的工作，这一干就
是30余年。

30 余年来，他抢救治疗了大量疑
难、危重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先后完成科研项目 24项，获省、市科技
进步奖20项：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10项、三等奖9项，10余
项技术填补了医院项目空白。他的艰苦
努力，赢得了业界的肯定、患者的尊敬，
1989年被评为广元市首届“十大杰出青
年”；2000年、2004年、2007年分别被评
为广元市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科技拨
尖人才；2002年被评为广元市首届学术
技术带头人。先后被表彰为“2016年度
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四川省
2015年度先进工作者”“省委、省政府第
十二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建设学科 与同行相伴成长
在马兵的带领下，该院呼吸科发展

成为一支由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2人、
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医师2人、住院医
师4人组成的高层次医生团队，其中4名
医生成长为“广元名医”和学术技术带头
人及科技拔尖人才，成为川北地区规模
大、技术实力雄厚、开展项目全面的一个
省级重点专科，带动和促进了川北地区
呼吸系统疾病诊治工作快速发展。

为更好地加强与各基层医院之间
的有效衔接和联系，2009 年，在马兵的
精心筹备和带动下，组建了广元市医学
会呼吸内科专委会，为川北地区同仁搭
建了学术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目前，马兵更是以雄心勃发的昂扬
斗志，与他的研究生和科室团队一道，
为他所钟爱的呼吸内科临床和教学科
研工作进行着最艰苦的冲刺。他主研
的科研项目《能谱 CT 对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肺部血流状况的定量研究》、《能谱
CT 成像对 COPD 肺外野血流状况的评
估》分别获得省医学会2016年度基金项
目（s16032）和川北医学院 2016 年度基
金项目。

大灾无畏 沉着应变见精神
大医精诚论中“大医者，不得瞻前

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这是对医
者精神的肯定，也是职业的要求。马兵
在几十年的医生执业生涯中，正是以这
样一个信条，在数十次的突发卫生事件
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2003 年，在抗击非典战斗中，他担
任广元市抗击非典医疗专家组组长，亲
临一线组织、参加留验及排查疑似人员
上千例；2008年，在 5·12汶川特大地震
抗震救灾工作中，主持广元市中心医院
抗震救灾临床医疗工作，拟定广元市抗
灾抢险医疗方案，以鞠躬尽瘁的精神为
广元 6000余名地震伤员救治起到了积
极作用。

十余年来，广元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处置医疗组组长这个职务，对马
兵来说，已不是荣耀，而是一名医者在
疾病与生死的考验面前，临事不惑、迎
难而上的精神写照！

助推教育 带动广元医教研协同发展
马兵深知，医院的高品质发展，必

须注重以教学相长的方式促进医疗工

作者专业修养和人文素养的全面提
升。在医院的“十三五”发展规划中，马
兵提出了建设教学型现代化综合性医
院的发展目标，促进医院由单纯的临床
医院向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并重的现
代化综合性医院转变。

在他的引领下，牵头组建了广元市
中心医院医联体，在医学教学、双向转
诊、远程会诊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有
益的尝试；2018 年，医院成功申请了川
北医学院临床本科教学任务，并积极启
动了护理和临床本科教学实践工作。
2015 年至 2018 年三年内，先后建成了
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等3个国
家级临床中心，新建成妇产科、呼吸内
科、护理和神经外科等 4个省级医学重
点专科，通过科学规划和有序推进实
施，医院教学能力得到了不断强化和提
升，实现了临床、教学、科研协同并进。

医者仁心 慈悲为怀普救疾苦
在病人心中，马兵既是恩人也是

亲人。
去年 7月 24日，甘肃省陇南市 7岁

小孩何延安被毒蛇咬伤，送到广元市中
心医院时已经意识模糊、多器官衰竭，
生命垂危……

“不惜一切代价先救人！”马兵得知
患儿病情和极度贫困的家庭情况后，亲
自出面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一边联系
经验丰富的省级专家，一边发出倡议在
医院和社会捐款。并安慰患者家属不
要气馁，树立信心，同医院一起面对，共
渡难关。最后，孩子在马兵的关心和全
体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护下得救了，经过
一个多月的治疗平安出院。

当前，马兵正带领全院干部，以满
腔的激情、昂扬的斗志、崭新的姿态，围
绕“一院三区”的长远规划，加快推进打
造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川北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让广元市中心医院这颗川北
医疗明珠再耀光芒，让川陕甘毗邻地区
人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端、高质、高
效的医疗服务。

呼吸系统患者的贴心人呼吸系统患者的贴心人
——记市中心医院呼吸系统专家马兵记市中心医院呼吸系统专家马兵

医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是一个神圣

的职业。

今天（2018年8月19日），我国1100

多万医务工作者，包括400多万医生迎来

属于自己的节日——首个“中国医师节”。

医师和医务人员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天

使，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2016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广大医务

人员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力军。

2017年11月，国务院将每年的8月19

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这是我国继护士节、

教师节、记者节之后的第四个行业性节日。

“中国医师节”的设立，赋予了医师特

殊的荣耀和礼遇，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医师

和医务人员的亲切关怀，进一步坚定并激

发了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奋力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的决心、信心和热情。

医路征程肩负使命，护佑健康不忘初心。

长期以来，我市 15772名医务工作者

在国家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指引下，始终

遵循病人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弘扬人道

主义职业精神，恪守预防为主和救死扶伤

的社会责任。他们肩负使命，敬畏生命，恪

尽职守，以人为本，善待病人，精进审慎，勇

于挑战，创新进取，宽厚包容，博采众长，无

私奉献，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

荣耀，肩负起护佑生命、保障健康的崇高

使命。

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每一次与病

魔的搏斗，冲锋在前的都是医务人员。哪

里有病人，哪里有危险，哪里有需要，哪里

就有白衣天使奋战的身影。他们心无旁

骛，忘我奋战，抗击重大疫情和突发灾害，

抢救危急重症病人，服务重大医疗保障，深

化医疗改革，创新医疗服务，推进分级诊

疗，开展家庭服务……全市医务工作者用

他们坚强的脊梁、无疆的大爱、不懈的追

求、执着的信念、默默的坚守，为人民群众

撑起了幸福的天空，推进了广元卫生与健

康事业改革的跨越发展，彰显了“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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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

医路征程肩负使命 护佑健康不忘初心
——写在首个“中国医师节”之际

在人们的印象中，乡村医生大都是
跟师学艺、没有接受过系统医学教育。
而这位乡村医生，却是一位毕业于成都
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高材生。
他，就是苍溪县歧坪镇六股树村乡村医
生——刘徽。

扎根山村20多年来，刘徽不管刮风
下雨，白天黑夜，病人随叫随到，精心治
疗，用心护理，用他的坚守和付出，换来
了山村千千万万村民的健康和笑容。

在乡村行医生涯中，刘徽始终把医
德作为乡村医生的灵魂，用贴心的服务
为当地群众解除病痛。先后荣获苍溪
县“优秀乡村医生”、广元市“优秀乡村
医生”、苍溪县“脱贫路上贴心人·苍溪
好医生”、广元市“十二五期间卫生计生
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立志学医 服务乡邻
或许是儿时受父亲行医治病救人

和艰苦生活条件的影响，刘徽从懂事的
时候开始就有一个梦想——当一名乡
村医生。承载着这样的梦想，他走上了
学医的道路。

1999年，刘徽从成都中医药大学临
床医学专业毕业后，放弃了当时让人羡
慕的好工作，回到老家，立志当一名乡
村医生。

一时间，各种质疑、反对的声音不
绝于耳。“别家的儿子书读出来，都到单
位上班工作，你倒好回来当泥腿子医
生？”父母对他恨铁不成钢，明确表示反
对。但他心里最清楚：老家是穷乡僻
壤，需要一名正儿八经的的医生。乡邻
患病时痛苦无助的画面一幕幕地闪过
他的脑海。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
定留下来，甘当父老乡亲的健康卫士，
这一干就是20年。

有一次，一位村民到村卫生室给家
人取药，刘徽见其眼睑浮肿、面色苍白，
便问他是不是身体乏力、尿血？这位村
民大吃一惊，反问他怎么知道。刘徽建
议他赶紧到医院检查一下，结果诊断为
双肾结石，右肾已丧失功能。因治疗
及时，这位村民转危为安。直到现在，
该村民还经常念叨，他的命就是刘医生
抢救回来的。

正是靠着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知
识、过硬的实践操作技能、热情和蔼的
服务态度，再加上手脚勤快，随叫随到，
药价便宜，刘徽成了四邻八乡的首选医
生，就连外乡镇的病人都慕名而来。

崇尚医德 乐善好施
由于就诊病人增多，原有的卫生室

已不能满足就诊需求，更谈不上规范
了，村上也没多余的资金。“这咋办？”他
四处奔波、东拼西凑，自筹资金 15万余
元修建房屋，拿出了 200平方米的整个
一楼用作村卫生室，并按照甲级村卫生
室标准进行建设。

“喂，刘医生，我老婆哮喘病发作
了，十分危急，我现在已经把她送到了
你卫生室门口，快救救她！”2014年冬天
的一个深夜，急促的手机铃声把刘徽从

梦中惊醒，原来是邻村村民肖女士的丈
夫打来电话，电话里的声音显得焦急。
他立即起床下楼，只见病人呼吸十分困
难，嘴唇及四肢青紫，呼之不应，通过仔
细检查，诊断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
严重缺氧、轻度昏迷”。

刘徽深知，病人如果不及时抢救，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卫生室的条件
有限，但他没有慌乱，一边有条不紊地
给病人开通静脉通道、注射肾上腺素、
地塞米松、氨茶碱等药物进行抢救，一
边拨打“120”求救。就在此时，他突然
想起去镇卫生院的公路有一段在维修，
救护车不能通过。刘徽二话不说背起
病人就跑，一直将患者背过维修的公路
口，送到救护车上，病人终于得救了。

奉献爱心是刘徽行医的信念和做
人的根本。多年来，他先后减免孤寡老
人、困难户医药费近万元。2009 年冬
天，村里一名五保户患重感冒无钱看
病，得知消息后他便背着出诊箱上门为
老人免费看病，当看到老人家里破旧的
窗户根本不挡风，他就主动掏钱请了工
人为老人安装了两扇新窗户，老人感动
得说不出话来。刘徽说：“人都有个病
痛，老人独自一人不容易，我当好他们
的保健医生是应该的。”

履职尽责 服务群众
为保障村民基本医疗服务，刘徽白

天忙完了日常诊疗工作，晚上便背着出
诊箱、带上手电筒开始了逐组逐户的“夜
间巡诊”。他每到一户，都会给村民宣传
防病知识、健康惠民政策，对重点人群管
理进行随访登记，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就这样年复一年，他跑遍了村里的
每一条山间小道，年行程上万公里。对
村民的身体状况他了如指掌，谁患过慢
性病，谁对药物过敏，谁家有几个小孩，
谁有烟酒嗜好，谁有什么饮食习惯等
等，他心里一清二楚。他被群众亲切地
称为“夜灯天使”。

坚守初衷 无怨无悔
面对长期以来乡村医生不好当、地

位低、工作环境差、劳务报酬落实不到
位等现状，有的跳槽到乡镇卫生院，有
的设法进城，有的甚至改行做生意，而
他却始终立足农村不动摇，无怨无悔把
自己所学的知识倾注到当地群众身
上。县医疗单位曾以高薪聘请他就职，
可是他谢绝了，他决心用自己的医术回
报这片土地上的百姓。

“都是老乡，挣几个钱很不容易，行
医对于我而言，不单纯是个职业、是个
饭碗，更重要的是一份信仰、一种操
守。”漫漫 20年行医路上，他恪尽职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坚持自己行
医的准则和底线，不开大处方，能吃药
的绝不打针，能打针的绝不输液，能用
中药的绝不用西药。

20年来，刘徽扎根山村，默默奉献，
任劳任怨，辛勤耕耘，用自己的行动和
坚守，巩固了农村医疗卫生网络的网
底，保障了一方百姓的健康安全。

守护乡村的“夜灯天使”
——记苍溪县歧坪镇六股树村乡村医生刘徽

李云安，1992年 7月毕业于成都中
医药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剑阁县中医医
院从事内科病房及门诊临床医疗工作，
与年龄极不相称的一头银发，记载了他
行医 25年来全心全意为患者付出的心
血，小小的诊室记载了他 25 年来提前
上班、延迟下班的无私奉献。

当晨雾还笼罩着剑门山区脚下一
个小城镇的时候，路上晨练的人们总会
准时遇见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正
赶去医院上班，而焦急等候在医院大厅
的人们看到他的到来，都长长的舒展了
紧锁的眉头。

“有些患者从几十里上百里路来
这里就医，医生如果按时下班，病人和
家属就要在那里痛苦地等待，我不忍心
看到患者的痛苦和家属的焦急面容。”
一年 365 天，无论是寒气逼人的冬天，
还是酷暑难耐的夏天，李云安每天都会
增加 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中午下班，
匆匆吃一口午饭又坐在狭小的诊室为
患者看病，最多的时候一个人接待患者
100 余位，平均每天 70 余位，而李云安
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更多的患者解
除病痛。

2015年，李云安的门诊病人达 3万
人次，收治的住院病人、诊治的疑难杂
病患者总人次名列医院第一。前来就
医的患者，除县内还有元坝、青川、梓

潼、苍溪等县外病人，每年大约有 3000
到5000人次。

“在李大夫这里看病，花的钱很少，
态度又好，大病小病看得好，我们一家
人有个什么病痛都跑这里看，我们信任
他。”诊室外一位张姓患者这样说道。

中医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广
大群众信任的根治病痛、体质保健的首
选。李云安从医 25 年，始终探索着中
医药的奥妙。在多年的从医经历中，他
熟稔岐黄、仲景之学，尤以消化和呼吸
系统疾病著称，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经验。他推崇仲景辨证与辨病相
结合的理论思想，倡导中西医结合，辨
证要抓主证。如对哮喘的治疗主张用
温法和温药治疗，针对肺心病病理特
点，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减
少急性发作来用药。他主持的“消胆冲
剂”治疗慢性胆囊炎科研课题，通过100
例的临床疗效观察，有效率为 95%。
2002年获剑阁县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2003年获市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三
等奖。

在完成临床医疗业务工作的同时，
李云安还善于总结工作经验，先后发表
学术论文 30余篇，《虎茵二苓三金汤治
疗 53例急性黄疸型病毒性肝炎疗效观
察》在青岛全国第三届肝胆病会上交流
发言。《消痞汤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 60

例临床疗效观察》《半夏泻心汤的临床
应用》《三拗止嗽汤治疗咳嗽变异性哮
喘 62 例》等专题论文，先后在国家、省
级医学杂志发表。

在中医药事业默默耕耘了 20余年
的李云安，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一心
为患者着想的行医理念，获得了广大患
者和群众的认可。2012年荣获“剑阁县
名中医”称号，2013年荣获“广元市名中

医”称号，2013年被评选为首届广元市
卫生系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014、2015年被剑阁县卫生局评为优秀
医务工作者，2015年荣获首届“广元名
医”称号，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人，四川省“拔尖中医师”、
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指导老师。

乐于奉献的名中医
——记剑阁县中医院主任医师李云安

■王松 记者 梁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