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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说新语医说新语

健康故事汇·最美医生▶▶▶

近日，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双湾村，该县残联联合
当地眼科医院开展白内障筛查义诊活动。 章 磊摄 （人民视觉）

苗岭上的健康守护人苗岭上的健康守护人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电（陈得） 第二届中国医药流通贸易大会暨第二届世界医药
零售业大会日前开幕。大会期间举行了“益丰大讲堂——医药零售新思
考、新合作、新发展行业交流会”。与会人士围绕中医抗疫、中医智慧与
创新中药、医药零售业绩增长破局新思考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面向
未来医药零售的发展趋势和合作方式，助力医药零售行业健康发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中药市场前景非常广阔。益丰大药房中药事业
部总经理兼恒修堂药业总经理刘朝晖指出，18岁—25岁年轻人未来的
消费将有 33.27%会用在医疗养生方面，年轻人成为养生潜力人群。可
以预见，中药饮片品类将成为药店新的增长引擎。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金世明表示，当前中医药蕴藏着重大的
发展机遇，国人要有中医药的文化自信，要有中国文化的自信。用中
医药改善国人生活方式，顺应了疾病谱由传染性疾病向慢性疾病转
变、人口老龄化加快的需求，不但有助于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
为中心转变，还有助于降低疾病发生率，实现预防为主、关口前移，
破解医改难题。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众多利好政策，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中成药类销售总额逐年增长，未来中药行
业具有强大的潜在发展空间。

随着天气渐凉，中国北方已经逐渐进入流感
的高发季节。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 （甲型或乙型流感病毒）
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症状包括高
烧、头痛、咽痛、肌肉酸痛等。流感不仅会损害
人体呼吸系统，还会累及神经、心血管系统，并
且增加死亡的发生风险。流感引起的每年季节性
流行在全球造成了严重的疾病负担，接种流感疫
苗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提醒，在流感流行高峰前 1—2个月接种流感疫
苗能更有效发挥疫苗的保护作用，推荐接种时间
为9—11月。

今年9月以来，不少城市陆续启动了重点人群
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工作。什么人最需要接种流感
疫苗？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近日，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针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
题进行了解答。

什么人最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有些人患流感后发生并发症的风险较高，有

些人和流感高危人群接触频繁，他们都需要接种
流感疫苗。

患流感后发生并发症风险较高的人群包括：
6—59月龄婴幼儿；60岁以上人群；特定慢性病患
者，包括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肾功
能不全、血液病、神经系统疾病、神经肌肉功能障
碍、代谢性疾病 （包括糖尿病）、免疫抑制疾病或
免疫功能低下者；准备在流感季节怀孕的妇女。

和高危人群接触频繁的人员：敬老院、疗养
院和其他慢性疾病护理机构的工作人员；6月龄以
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60岁以上老人的
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其他流感高危人员的家庭
成员和看护人员；医务人员。

一年之内得过流感的人群能否接种流感疫苗？
可以接种。既往有流感病史不是疫苗接种禁

忌，另外，流感病毒容易发生变异，接种当季的
疫苗才有可能预防当季流行的流感病毒。

哪些人不适合接种流感疫苗？
以下人群不适合接种流感疫苗：对疫苗中所

含成分过敏者，包括辅料、甲醛、Triton X-100
等；其他严重过敏体质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
史者；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患者。

此外，各类疾病的重症患者应慎用；急性发热、急性感染，慢性
疾病急性发作的病人，应待病愈后接种。不同种类、不同厂家的疫
苗，说明书中列举的接种禁忌略有不同，具体应参见疫苗说明书。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因为流感病毒变异很快，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且不同变异株所诱

导的抗体对不同毒株无交叉保护作用或交叉保护弱。
世界卫生组织紧密追踪流感病毒变异的情况，每年定期公布用于

疫苗制造的毒株。流感疫苗含有三种或四种毒株，每年流感病毒流行
株发生变异了，对应的流感疫苗的毒株配方也随之变化，所以每年都
需要接种最新的流感疫苗才能达到预防的效果。

接种流感疫苗前有哪些注意事项？
接种前应该做好以下准备工作：了解流感疫苗的禁忌；了解自己

的身体状况，如果自己不清楚是否属于禁用、慎用流感疫苗的人群，
就要到接种门诊向医生进行咨询，让门诊医生帮忙判断是否可以接
种；好好休息，让身体保持在一个较好的生理状态；向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了解接种门诊的分布地点，就近接种。

此外，在前往接种门诊时，应遵守接种门诊的疫情防控规定，配
合完成测量体温、扫码查验等防疫措施。

接种疫苗时应当注意什么？
避免空腹接种；向门诊医生索要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并如实填

写知情同意书；接种完毕，需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
接种疫苗之后还要做到什么？
保证接种部位的清洁；接种之后一天之内注意观察体征；如出现

持续发烧等现象，可以就近到医院就医，并向接种单位报告。
（申 奇整理）

年轻人成为养生潜力人群

“让和我妈妈一样的乡亲看病不
再难”

1970 年 9 月，潘凤出生于普坪镇戈塘村青杠林
苗寨。整个村子地处半山腰，交通十分不便。

初中时，潘凤的父亲患上中风，患有肺心病的
母亲病情加重，每周都需要打吊瓶。由于村里没有
卫生室，潘凤每个周末都要背着母亲走十几里的山
路去镇上的医院看病，这一背就是 3 年。背母治病
的艰辛，让潘凤深深感受到乡亲们看病的艰难，“我
跟妈妈说，我要当一名医生，以后家里看病就不会
这么难了，到时候我给你治病。”从那时起，学医的
念头就在潘凤的心中生根发芽。

1995 年 9 月，潘凤考入黔西南州卫校，读民族
医士专业。在校期间，她学习刻苦，学好本领给妈
妈治病的念头一直被她放在心上。天有不测风云，
1996年端午，她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回到家时母
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学医也没有帮到她，她走的时
候也没见到最后一面，我心里特别难受。”潘凤说，
这件事成了她终生的遗憾。

学医治好母亲病痛的愿望落空了，今后的路该
怎么走呢？想到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村子，想到
村里群众看病的难处，潘凤决定回村当医生，“母亲
没有得到好的治疗，我觉得应该为像妈妈这样需要帮
助的人做点事，让和妈妈一样的乡亲们看病不再难。”

1998年卫校毕业后，潘凤到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妇产科进修半年，“我们这儿妇产科力量比较薄弱，
妇女们生孩子是个大问题。”进修结束后，身边的同
学纷纷留在城里工作，当潘凤把回村的想法告诉在
卫校认识的男朋友周波时，周波劝她到经济条件更
好的县城开诊所。潘凤没有被说动，后来她向男友
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跟我回乡，要么分手。拗
不过心爱的人，周波只好背着行囊跟潘凤一同来到
戈塘村。

刚回戈塘村时，没房、没钱、没资助。潘凤借
来几百块钱，租了一间民房，买一些药，准备了一
张桌子、两张病床、一个药箱，就这样办起了村卫
生室。从此，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有了看病的地方。

“第一次接生就瞧见这个架势，我
都被吓蒙了”

由于潘凤是方圆二三十里唯一的医生，村民大
病小病都会来找她，其中最令她忧心的是孕妇们的
分娩问题。

1999 年 2 月的一天，潘凤接到村民潘应忠的紧
急求救：“妻子杨大团生孩子，小孩子出来了，可胎
盘一直出不来，感觉要出大问题。”潘凤闻讯立即放
下手中的活跑去杨大团家。刚进屋，就看见杨大团

的家人正用磨刀石在她的肚子上来回比画寻找合适
的位置挤压胎盘，还有人把脐带在扁担上绕了一圈
准备用力……

“第一次接生就瞧见这个架势，我都被吓蒙了，
赶紧叫停。”潘凤来不及害怕，立即开始动手施救，

“我戴上手套，用盐水冲洗后，把手慢慢伸到产妇的
子宫里，一点一点、慢慢地剥离胎盘，生怕出现大
出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胎盘终于被顺利剥
离下来，产妇得救了。

这样惊心动魄的经历，潘凤经历了不止一次。
1999 年 6 月，卫生室来了一位邻村的村民湛开

友，他说妻子罗国菊快生了，麻烦潘凤跑一趟帮妻
子接生。情况紧急，潘凤稍做准备后背上药箱就跟
着湛开友出发了。连走带跑了 2 个多小时，湛开友
不断说快到了，潘凤却发现越走离村庄越远，心
想：“坏了！怕是被骗了！”

看潘凤有些不对劲，湛开友才坦言：“妹妹，别
怕，我怕你不来，所以一直没敢讲在山上。”原来，
湛开友带妻子罗国菊在山上的玉米地里干活，妻子
突然肚子疼，有生产迹象，山高路远，来不及送医
院，湛开友只好匆匆找潘凤接生。

“我到山坡上的时候，孕妇正在喊肚子疼。”潘
凤看到产妇附近有胶纸，连忙把胶纸铺好扶着产妇
躺下，然后开始做检查，“当时宫口已经开了五六厘
米，首先得稳住产妇的心，我安慰她说，‘不要担
心，你的胎位是正的，现在来不及去别的地方了，
你就好好地配合我，我帮你把小孩生下来’。”经过
近 2 小时的努力，罗国菊顺利生下孩子，潘凤紧绷
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经过这件事，潘凤深刻认识到村民们的孕产知
识十分匮乏。“什么时候怀孕、怀孕后应该注意什
么、什么时候生产，大家了解得太少了，这是很危
险的。”从此，潘凤每次给孕妇做定期检查时，都苦

口婆心地劝村民提前去医院生产，“每次接生我都很
怕出意外，尽量让大家去县、乡医院。”

改变村民的就医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村民
龙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潘凤为怀孕 5 个多月的龙梅产检，得知龙梅有
凝血功能障碍，心中警铃大作，再三劝说龙梅一定
要提前去医院。

一天深夜，龙梅的丈夫突然敲门，说妻子要生
了，情况很不好。潘凤得知心里寻思：“龙梅情况特
殊，明明再三叮嘱他们提前去医院，不料情况比预
想更危急。不去接生，良心过不去；去接生，风险
委实很大。”潘凤想到人命关天，不再犹豫，背起药
箱决定“赌一把”。

到了龙梅家，潘凤最担心的还是发生了——龙
梅出的血从床上流到地上，情况十分危急，潘凤一
边为龙梅打吊针扩容，一边为她注射缩宫素。经过
紧张的抢救，慢慢地龙梅的血止住了，潘凤一直提
着的心才松了一口气：“我跟她说，龙梅你吓死我
了，我吓得现在全身都是软的。”

事实上，中国的医疗政策早已规定产妇在医院
里接生，无论是顺产还是剖腹产，费用都会减免，
但当时村民们还没有去医院生孩子的意识。

“这些年来，基层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大家的意识都提高了，产妇
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了进一步保障，我也不用再担心
了。”潘凤说，“看到她们平安，我就放心了。”

在返乡后的 23 年里，潘凤接生了 1000 多个孩
子，处理了上百起孕妇生产危机，从未有过闪失。

“乡亲们好过了、幸福了，我就感
到幸福”

在基层行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疾病。“每当遇
到自己处理不了的疾病，就觉得如果自己再多学一
点知识，可能就能帮患者解除病痛了。”为此，潘凤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努力提升应对各种疑难杂症的
能力。

在长期的工作、学习和经验积累中，潘凤除了
会治疗各种常见病、多发病外，还学会了中医用
药、针灸等技术。在乡亲们眼里，潘凤医术高、态
度好，她的卫生室搬到哪里，群众看病就找到哪
里。她的坚守，让长期以来困扰当地村民看病难、
看病远等难题得到极大的缓解和改善。

2008 年，当地政府免费帮助建起了村卫生室。
卫生室的桌子、药柜、仪器、担架等基本诊疗设备
都是国家免费配发的，村医还有补助。

在戈塘村，村民住得分散，很多老人无法外出
就医，潘凤就自己背着药箱上门服务。23年来，潘
凤走遍了方圆二三十里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一次
次的巡诊，附近村寨里哪家有几口人，群众的家庭
条件、健康状况如何，潘凤心里都有数。

2017年10月，村里的杨忠芬老人患脑梗塞无法
走动。她家里情况很困难，丈夫去世，儿子患有夜
盲症。潘凤知道后坚持一周两次免费接送杨忠芬去
做针灸。两个多月后，杨忠芬渐渐好了起来。如
今，杨忠芬把潘凤当作亲人，逢年过节都要走动。

2018 年 3 月，村里的孤寡老人潘国方摔伤卧
床，潘凤连夜赶到他家医治。看到老人家中特别困
难，每次去诊治时她还带上一些补品，帮助老人补
充营养。

“潘医生对我们好得很，有潘医生帮我们治病，
我们不怕。”村里的马德英老人早把潘凤当成了自己
的女儿。

“她经常来看望我，怕我脑梗塞病复发，还拿药
给我吃……”村里的曹学珍老人这样说。

潘凤当村医23年，风里来、雨里去，村民们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经常有群众给潘凤送鸡蛋、送
菜，拗不过乡亲们的热情，也怕伤他们感情，潘凤
只好象征性地收一点，在以后的药价中给予减免，
不让乡亲们吃亏。这样的互动也深深感动了潘凤的
丈夫周波，让他更加理解、支持妻子的工作。

2018 年 8 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帮助下，
戈塘村贫困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进了城，潘凤的
卫生室随着人口的迁移搬迁到相邻的鲁沟塘居委会
卫生室。卫生室地处海子、洒雨和戈塘三个乡镇交
界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入选2022年“最美医生”后，潘凤表示，要更
加努力地提高医疗技术，更好地服务广大村民，“乡
亲们好过了、幸福了，我就感到幸福；大家健康
了，我就觉得值了。”

一个药箱，一背就是
23 年；一条条山路，来来
回回走了无数遍……

在贵州省安龙县普坪镇
鲁沟塘苍苍莽莽的苗岭高山
上，一位身着白大褂的苗家
女医生奔忙其间 20 多年，
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着这方土
地上苗族同胞的健康，她就
是安龙县普坪镇鲁沟塘村乡
村医生潘凤。

前不久，潘凤光荣入选
2022年“最美医生”名单。

2020年疫情期间，潘凤 （左二） 给群众发放药物。

贵州省安龙县普坪镇戈塘村杨忠美老人患有高血压。一次巡诊时，潘凤去杨忠美家扑了个空，
却在田间地头偶遇老人。图为潘凤为杨忠美老人测量血压。

潘凤在出诊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