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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气温怪，白天20多℃，晚上却下起阴
冷的白霜。

10月26日凌晨，攸县黄丰桥镇柏市社区，乡
村医生旷梅华穿上白大褂背着药箱、打着手电
走在山路上。这次他到4公里外的石磨冲组，给
七旬老人曾新龙看心脏病。

47年来，在攸县湘赣交界的崎岖山路上，旷
梅华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从青春少年到头
发染霜，他走过近10万公里山路，接诊出诊逾15
万人次。

尤其最近10多年来，他身患腮腺癌，一边与
癌症顽强搏斗，一边为居（村）民们解除病痛，令
人动容。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晖 通讯
员/王玉彤）10 月 25 日，围绕“欢庆党的二十
大 共话株洲教育蓝图”主题，市教育局机关
退休老干部一行 40 余人赴株洲市二中教育集
团参观。

在市二中附小，退休老干部们对学校硬件
设备、师资力量，以及取得的各项成就大加赞
赏。在学校初中部，他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几
名孩子对学校的介绍，得知初中部办学才短短
几年就已跃居全市前列后不断点赞。随后，老
干部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市二中高中校园，对
二中高中部近年的教学质量的飞跃表示赞赏。
在交流会上，各位老干部对市二中教育集团给

予了高度评价，对近年来学校的高质量发展高
度认可，同时对学校事业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退休老干部们期待市二中能继续发
挥全省示范引领作用，为株洲教育贡献新的更
大力量。

曾湘漳校长在致辞中表示，在市委、市政
府、市教育局的关心支持下，在株洲市民的殷切
期盼下，市二中将加快建设全国基础教育高质
量品牌学校，继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质量
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助力制
造名城、幸福株洲建设，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
下贡献出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市二中党委书记谭志红主持了交流活动。

47年徒步山路近10万公里，接出诊15万人次

最美乡村医生 身患癌症不下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仇金华

市教育局退休干部参观二中教育集团

2010 年的一天，旷梅华的
脸部出现痛感、麻木不适等症
状。行医多年的他情知有异，
赶紧到县医院一检查，被诊断
为腮腺癌。经历几次大手术和
几十次放化疗后，他说：“这病
不是一下就能治好的，患者还
需 要 我 ，可 以 先 给 病 人 看 看
病。”在家养病的旷梅华又穿上
了白大褂。

这期间，他饱受病魔折磨，
仍笑对人生，坦然转换着病人
和医生的角色。一些细心的患
者发现，有时他正在认真察看
病情，会突然皱一下眉，或用手
托住腮部，说话稍作停顿。相
熟的病人都知道，旷梅华的病
情又犯了。

因为是病人，他更能体会
病人的心理，服务更加细心周
到了。在与癌症搏斗的10多年
里，他始终拖着病痛之躯，履行
乡村医生之职，以仁者之心关
爱着病人。

每次放化疗后，他的身体
严重受损，浑身乏力，非常虚
弱。但只要居(村）民们一个电
话，他打起精神，背上药箱又踏
上出诊之路。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份自
己热爱的工作，也许我早已经
倒下了。”面对亲友们的不理
解，他却有自己的解释。他认
为对工作的热爱，是支撑自己
病躯，砥砺自己在岗位付出全
部热情和心血的源泉。

曾有人出月薪1万多元、包
吃包住的优厚条件，请他进城
开诊所，却被谢绝。他家儿子
大了，经济条件也不错，多次要
他不要干了，可他说：“我要是
走了，社区没有医生咋办？要
是为了钱，我早就干别的去了，
还会做乡村医生？”

年届 64 岁的他跟记者说：
“只要自己这条老命还在，就打
算干到走不动了再‘退休’。”

▲市教育局退休干部们在二中门口留影。
通讯员/旷瑶 供图

患癌10余载，照样
“逆行”出诊

乡村医生每天奔走在山野乡间，常与艰辛、危险为伴。
温水村不在其辖内，但那里的村民一个电话，他照样

赶去。去往温水村路旁有个乱坟岗，一到晚上，很多人结
伴而行，他却经常独来独往。一些村民传得玄乎：他救死
扶伤，成了这里的“活菩萨”，山精鬼怪都绕着他走。

温水村道路陡峭，最险处路下悬崖50多米高，胆小的
人看一眼，脚直发抖。其最陡处的70多米长坡，上坡时，前
胸几乎贴着陡坡走。曾有人从这里失足摔下去，丢掉性
命。几十年来，旷梅华经常背着药箱，在这里爬上爬下。

山路蛇多，一天晚上，他在磨冲组帮人看完病已是深
夜。回家路上，他右脚突然绊到一根冰凉的“带子”，他赶
紧一跳躲开，用手电筒一照：“妈呀，五步蛇！”好险！在这
荒无人烟之地，要是被毒蛇咬到，搞不好这命就“交代”了。

冬天的雨夜寒风呼啸，格外寒冷。去年12月的一天凌
晨 4 时许，塔院组一名 7 旬老妇突患心脏病。从他家到患
者家有两公里山路。因身患癌症的原因，他步履不稳，加
上天雨路滑，不慎一脚滑到两米多深路坎下。他身上的雨
衣、衣服被树枝、石头撕破，手上满是血，腰也闪了，却死抱
着那只药箱。

当他一身泥巴与血水，出现在患者家门口时，把患者
一家人吓了一跳。其时，患者已昏迷。“救人如救火”，不顾
一身湿冷，旷梅华当即投入紧张的抢救。这次因病人一直
昏迷不醒，旷梅华在病床前一守就是三天三夜，直到病人
苏醒。

旷梅华刚松一口气，想休息一会，温水村一村民又打
来求医电话。顾不上喘一口气，他拔腿又往温水村赶去。
事后，得知旷梅华已连续几天几夜没休息，还赶到他家出
诊的消息后，温水村这位村民不禁流下感激的泪水。

旷梅华粗略算了一下，像这样的遇险，他有20多次。

遇险20多次，几次差点命丧山路

1975年秋，旷梅华高中毕业，在县医院跟班
培训一段时间，接着拜老中医为师，背着那只药
箱，开始当起赤脚医生。

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及临床实践，旷梅华
的医术提升很快。一提起“旷医生”，方圆一带
无人不知。该社区以及周边温水村，甚至江西
的群众都喜欢找他看病。

作为当地唯一的医生，过去一个口信，如今
一个电话，不论远近、早晚还是寒暑，他背起药
箱就走。

这一带地无三尺平，居民居住分散。柏市
社区秘书曾广兴介绍，这些年来，虽实现了村村
通公路，有了摩托车，但下组入户大多仍靠走
路。长期在山路上奔走，他练就一双“飞毛腿”，
走起山路来，一般人撵不上。记者看到，他的双
脚底起了一层老茧，像厚厚的鞋底。

乡村医生很辛苦，除担负日常诊疗外，还要
协助相关部门完成大量的公共卫生工作。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儿童出生率高，各种传染病多，
从儿童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到传染病、地方病防
治等，他每天跑这跑那，难得有空闲。

近年来，攸县启动“乡村医生签约服务”，他
与居民们签订服务合同，加上周边共一千余农
户，户户有他的电话号码。作为一名乡村医生，
只要居(村）民们一声喊，他再忙再累，总是把手
头的农活一丢，立马赶去。他说：“人命关天，迟
误不得呀！”

在旷梅华心里，别说这里的山路，就是山里
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但是他更清楚这里每
家每户。他说：“谁患过哪些慢性病、谁对哪些
药物过敏、谁家小孩该接种什么疫苗，我心里一
清二楚。”

在乡下走得多，方圆一带男女老少没人不
认得他。每到一地，乡亲们看到他都喊一声“旷
医生”“旷大哥”，留他吃饭。

大山里的医生，家家有他的电话

▲旷梅华医生行走在出诊的山路上。记者/黎世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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