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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 妙手仁心
四十年乡村医疗器材多了条件好了名称变了责任却始终如一

1976年，永乐店卫生院开办赤脚医生大学，李树礼被选去学习一年，学成归来后，他成了东各庄村的一名大队

医，就这样与药箱相伴四十年。从赤脚医生、大队医……到现在的乡村医生，李树礼亲历和见证着通州基层医疗的点

点滴滴。

李树礼现在的工作不仅看病也担任

起村里健康档案的登记，基层乡村医生某

种意义上是“赤脚时代”的回归，乡村医生

为群众提供的是24小时的、即时的、不需

要排队的贴身医疗服务。在普通的伤风、

咳嗽，常见的慢性病或者外伤的时候，乡

村医生能够几分钟内为患者提供医疗服

务。和城市的医疗服务流程，等车、排队、

缴费、看病3分钟相比，更加便利。

记者从通州区卫计委了解到，截至

2018年5月底，通州区现有乡村医生岗

位人员527人。在527人中，60岁以上

人员406人，占比77%；59岁及以下121

人，占比2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目

前全区乡村医生老龄化问题突出，整体服

务能力和水平较低，难以充分满足基层百

姓的医疗卫生需求。

为加快建立通州区乡村医生有效补

充和培养机制，2017年，区卫计委印发了

《建立乡村医生定向培养、公开招募等工

作管理制度》，按照《制度》要求，将采取定

向培养、公开招募、退休返聘等形式增加

和补充乡村医生岗位人员。2018年通州

区制定了《通州区2018年度乡村医生岗

位人员补充计划》，按照计划对新设置和

需要替换的乡村医生岗位进行人员的培

养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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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多项措施弥补乡村医生老龄化、水平低等问题

医生对于东各庄村百姓来说有重要意义，李树礼四十

年坚持坐镇东各庄村。现年72岁的他至今仍保持着出诊

的习惯，几十年来随叫随到。病人看到他在，都觉得安心

无比。他热爱中医学，并研究西医，呕心沥血救治多种疑

难杂症。

虽说现在社区医疗十分方便，但有的村民还是会选择

来大队医务室看病，一是方便，二是信赖李树礼的医术。

如果谁家老人不便就医，李树礼和他的助手还要上门前去

治疗。

采访当天有两位病人需要出诊到家打

针和打点滴，在邓庄村 79岁的老人因年纪

大加上病痛不便出门就医，下午3点李

鹏武拿着药箱开着车来到老人家，为老

人打点滴复诊，老人因为疼痛十分难

受，他一边利落地为老人输液，一边安慰老人。乡村医生

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良好的服务态度，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和

敬仰。

李树礼说，“做一天医生，就要负一天责任，当时村里

用3650工分送我去学习，我这一辈子都要治病救人，一

年365天都是病人的，一天24小时没有自己的，没有节假

日，没有休息，这样才能做好一名乡村医生。”他时刻守护

着十里八乡乡亲们的健康。

如今他的二儿子李鹏武从广西医科大学毕业后，接过

他手里的行医棒，在诊所做他的助手。

几十年随叫随到 病人看到他就觉得安心

1976年，30岁的李树礼被选去永乐店赤脚

医生大学学习一年。他走哪儿都掖着书本，锄地的

时候也在背药理知识，“浮脉为阳表病居，迟风数热

紧寒拘，浮而有力多风热……”大家都拿他这痴学

的劲逗乐儿。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对乡镇卫生院支持

和投入较大。永乐店镇东各庄大队医务室刚建成

的时候，一共有3名大队医，李树礼与其他两位医

生负责开展内、外、妇、儿及中医等诊疗业务。这对

解决当地农民就医难问题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时的东各庄村大队医务室医疗器材十分有

限，体温计、血压器、听诊器，两间房子30平方米

撑起了村里的常见病、多发病、伤风感冒、腹泻等

的医疗救治责任。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现在的

大队医务室的水平提升很多，电动吸痰器、心电监

护仪、简易呼吸器、开口器、牙垫、口咽通气道、一

次性食用无菌吸氧管、氧气袋等。

那时候，乡村医疗服务还不十分完善，到村民

家里出诊是常事，只要病患家属前来求医，不管深

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他总是有求必应，二话不

说背上药箱就跟着走，都会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

针服药。

李树礼笑称，“大队医就是‘万金油’，中西医、

内科外科耳鼻喉、妇女儿科都要会都要懂，接生员

需要帮助的时候也需要去帮忙。有一次村里有人

家生孩子大出血，我赶紧去帮忙打止血针。”

最开始治病以吃药为主，有打针，80年代后

开始输液，一步步在发展。那会儿预防药跟不上，

麻疹、百日咳、伤寒等等横行，接诊病号络绎不绝。

1990年冬天，流感暴发，他一晚上去给24家

孩子打针，一宿起来过7次，医务室的大门昼夜开

着，这是迄今为止李树礼出诊的最高纪录。

体温计 血压器 听诊器 30平方米 撑起大队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