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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 记者驱车 9 个小时， 来到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保靖县复兴镇卫生院，
见到了被当地誉为 “最美接种医生” 的彭运
华。 从事基层防疫事业 25 年， 他在默默无闻
中放飞健康， 在辛勤付出中收获希望。

这天， 是彭运华约定前往复兴镇利福村
定点接种的日子。 利福村是个典型的土家山
寨， 全村 200 多户人家散居在多个山头， 彭
运华非常清楚每家每户的接种情况， 全村 30
多名接种对象都是靠他一家家走访出来， 对
家庭困难的儿童， 彭运华甚至从微薄的工资
中补贴接种费用。

“我们复兴镇有 9 个村， 其中有 5 个村因
为交通不便 、 地势偏远 ， 需要我们上门打
针。” 在过去交通不方便时， 彭运华需要坐
20 分钟的乌篷船到山下， 然后攀爬 20 多公
里的山路， 行走三四个小时、 摔无数跤才到
达目的地 。 像这样的村落 ， 在湘西还有很
多。 25 年来， 彭运华先后到过普戎、 昂洞、
阳朝 、 复兴等 6 个乡镇卫生院从事防疫工
作。 6 个乡镇 100 多个村 890 多个组， 都留
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 辖区适龄儿童预防接
种率达到 100%。

2005 年一天深夜一点多钟， 彭运华被一
阵手机铃声惊醒， 复兴镇马路村的龙官林打
来电话称 ， 白天打完防疫针的孩子有点发
烧， 打针处还有点红肿。 彭运华立即穿好衣
服 ， 挎上急救箱 ， 直奔龙家 。 通过仔细询
问、 认真检查， 孩子被确定为是打防疫针后
造成的接种反应。 彭运华叮嘱其家人近期要
注意小孩起居饮食事项， 直到小孩安静入睡
才起身告别， 此时， 天已麻麻亮。

对工作的忘我会让彭运华无暇顾及家庭，
这也是彭云华感到最内疚的事。 不久前， 在
乡下的老父亲突患面神经瘫痪， 彭运华仅仅
第一次带不识字的父亲去县城医院求诊， 后
面的几次理疗都让父亲独自前往。 深感愧疚
的同时， 彭运华也满怀感恩： “家人对我的
工作的理解是我最大的鼓舞和支持。”

2005—2014 年， 彭运华先后 9 次被卫生
行政管理部门授予 “免疫规划目标管理先进
个人” 等殊荣。

1 月 7 日， 一路颠簸， “寻找最美
接种医生” 采访小组冒着严寒历经 5
小时来到常德市桃源县西安镇时已是
下午时分。 “我跟山上一户人家约好
了， 今天按规定要为他家孩子喂服糖
丸。” 见到记者， 西安镇卫生院防疫专
干王春生的言语里透着拘束和谦逊 。
尽管已年逾六旬， 但是由于疫苗接种
工作的繁琐和艰苦， 王春生被卫生院
返聘， 在带出防疫队伍的同时， 下村
入户接种的工作他仍亲历亲为。

在这个偏远的小镇， 王春生一呆
就是 35 年。 走坏无数双黄胶鞋， 骑坏
4 辆自行车、 5 辆摩托车……这个质朴
的防疫战士用无悔的步伐丈量了 10 万
多公里山路。 “我就是一个想法， 让
全镇的孩子都健健康康成长。” 王春生
用自己一生的坚守， 兑现了这句最普
通却最庄严的承诺。

一路跟随后， 记者发现， 王春生
口中一句简单的 “山上人家”， 却是有
着 35 公里路的崎岖山路。 “看到屋，
走到哭。” 西安镇薛家冲村或许就是这
句山区谚语的真实写照。 到达薛家冲
村后， 王春生徒步行走 3 公里到达半
山腰的彭家湾组时， 一路的小雨、 小
雪粒变成了片片雪花。 而从 70 年代工
作时候的 “靠脚走” 到 80 年代的自行
车再到现在的摩托车， 他说 “已经方
便太多了”。 唯一觉得有些不便的， 就
是山路泥巴太多， 一到雨雪天就容易
摔跤。 2012 年， 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
在桥塘村忙了一天宣传发动、 查漏补
种工作的王春生骑着摩托车从村里回
家， 在接近西安镇的一个转弯处， 摩
托车突然失控， 王春生连人带车跌入
路边 10 多米深的溪沟， 摩托车重重撞
击到他的胸部， 导致两根肋骨和左手

无名指当
场 断 裂 ，
所幸被路
人救起才免于
一难。

谈及三十载的坚
守 ， 王春生满怀感触 。
1975 年春季， 薛家冲村暴发了一起
严重的麻疹疫情， 当地村民盲目地求
神拜佛、 请巫师趋避 “瘟疫” ,却不愿
接受疾病前的预防， 全村 10 多个家庭
痛失稚子……这些悲剧让王春生的灵
魂被深深撞击。 1979 年， 王春生毅然
接受防疫工作任务， 他要用实际行动
守护这一方民众的健康。

2009 年， 全县开展适龄儿童麻疹
疫苗强化免疫活动， 桃安村却有部分
村民集体拒绝让自己的孩子接种麻疹
疫苗。 王春生急忙跨上摩托车就向 30

公里外的桃安村赶去， 1 个小时后， 王
春生一身泥泞地出现在家长们的面前，
顾不上歇口气， 又开始苦口婆心、 专
业科学地对家长们展开劝解和说明 。
家长们冰冻的心思最终被他的真诚融
化， 同意接种疫苗。

王春生的头发白了。 如今， 西安
镇适龄儿童单苗接种率始终保持在全
县前列、 全程接种率保持在 98%以上、
安全接种率达 100%。

大山深处不了

1 月 5 日的娄底市双峰县水府庙库区， 烟雨朦
胧， 瑰丽多姿。

有着 16 年预防接种经历的杏子铺镇双源村乡村
医生成吉旦冒雨从库区为一名留守儿童接种回来， 早
已过了午饭时间。 还没来得及放下接种箱， 卫生室又
有两名家长带着孩子来接种。 丈夫杨海将热了又热的
午饭递给她： “赶紧扒两口吧， 别又犯胃病了。”

成吉旦因为常年忘我工作， 早已落下了胃病、
腰椎间盘突出等毛病。

双源村是个库区村， 面积广、 住户散、 留守儿
童多。 从山脚到山腰， 从库头到库尾， 稀稀落落地
居住着 430 多户， 从村卫生室去最远的一户， 需要
跋山涉水走上 8 公里路。

从 1999 年开始， 成吉旦承担了双源村的预防接
种任务。 开始村民们还不太理解这项工作， 工作中
被误解是常有的事。 2004 年 3 月的一天晚上， 一位
老奶奶打来电话， 说 2 岁的小孙子打了疫苗后没多
久就开始吵闹， 现在还有点发烧。 话语中怀疑疫苗
有问题， 更是责怪成吉旦不该给孙子打疫苗。 接到
电话后， 成吉旦一刻不敢怠慢， 背上药箱拿上手电
筒， 骑着自行车就往那户人家奔去， 一路坑坑洼洼
摔了好几跤， 膝盖摔破出血、 小脚趾骨折都无暇顾
及。 到了后， 老奶奶面有愠色又是一通数落。 成吉
旦顾不上处理自己腿上的伤口， 赶紧给孩子量体温，
做细致的检查， 初步确定这属于疫苗接种异常反应，
经对症处理后， 小孩体温趋于正常了。 成吉旦耐心
地向老奶奶解释， 直到深夜 12 点， 老奶奶才逐渐转
变了态度。

2013 年 2 月 5 日， 成吉旦正在为预约而来的几
个儿童接种 A 群流脑疫苗， 这种疫苗每支供 5 人同
时接种。 此时 11 岁的儿子脸色苍白地从外面回来，
说他在玩耍时从秋千上摔了， 摔得手很痛。 等成吉
旦为孩子们接种完租车赶到湘乡时医生已在给儿子
打绑带。 儿子生气地说： “妈妈， 我还是您的儿子
吗？ 在您心里我还不如那些打疫苗的孩子重要！” 成
吉旦心疼地说： “儿子的手骨折了我当然心急、 心
疼， 但是我知道儿子的骨折不会危及生命， 可是别
的孩子正在接种疫苗， 如果出一点差错就不是小事
了……”

16 年的默默奉献， 成吉旦为 500 多名儿童接种
疫苗逾万剂次， 该村的建证、 建卡率达到 100%， 计
划免疫接种合格率年年达到 98%以上。

1 月 4 日， 温暖的阳光给骑田岭北麓的大山披
上了一层美丽的光辉。

一位 “白大褂” 左手提着一个蓝色的预防接
种冷藏箱， 右肩背着一个资料袋， 在海拔 800 多
米的崎岖山道上艰难跋涉。 她要赶到距卫生院 10
多公里以外的瑶族小山村———枫木岭村花山里组，
为那里的赵良峻等 3 名儿童喂服糖丸、 接种乙脑
疫苗。

她叫廖兰英， 是郴州市北湖区江口卫生院一
名基层预防接种医生。

2000 年 4 月， 年仅 21 岁的廖兰英被分配到江
口卫生院工作。 江口乡位于北湖区西南部、 骑田
岭北麓， 是北湖区最偏僻、 最贫困的乡镇， 村民
散居在平均海拔 800 米以上、 最高海拔 1300 多米
的崇山峻岭之中。 由于地处闭塞， 老百姓预防疾
病意识不强， 儿童疫苗接种率低。 廖兰英暗下决
心， 一定要努力改变现状。

廖兰英开始翻山越岭、 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
当她走访枫木岭村赵石佑家， 向其孩子赵礼新发放
脊灰免疫糖丸时， 却遭到一口回绝， 甚至要把廖兰
英撵出家门： “你安的什么心， 我孩子好好的， 还
要吃什么药？ 我们有的是草药， 不会得病！” 一下
被怔住了的廖兰英了解到， 赵石佑年近六旬才娶了
个 20 多岁生活不能自理的智障女， 家里穷得叮当
响。 她便苦口婆心地解释预防接种的益处， 还细心
地为其孩子和妻子进行免费体检， 逐渐消除了他对
预防接种的抵触情绪， 最终让孩子服下糖丸。

对离卫生院较远和在家未能按时前来接种的儿
童， 廖兰英坚持做到每家每户上门接种服务。 隆冬
时节， 寒风刺骨， 廖兰英坐着摩托车外出接种时，
总要在耳朵里塞上两团棉球堵住冷风侵袭。 有一回，
当廖兰英花了 4 个多小时翻山越岭爬到新屋村 10
组， 为 40 多名儿童接种完已是晚上 11 点多钟。 月
黑风高， 天下着毛毛雨。 一名村民用摩托车载着廖
兰英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回卫生院时不慎翻倒， 造
成廖兰英右脚受伤， 20余天后才痊愈。

16 载寒来暑往， 廖兰英凭着对预防接种规划
免疫工作的挚爱， 用双脚走遍了江口的一座座大
山、 一条条山间小道、 一户户村民。 辖区各种免
疫接种率从不足 50%逐年提高至 98%， 卫生院计
划免疫工作由过去在全区 “垫底” 到跃居全区乃
至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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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 1 月 7 日王春生到西安镇最偏
远的薛家冲村为该村彭家湾组刚满 2 个
月的邓玉轩小朋友投喂首剂糖丸。

记者 王璐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