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维建已坚守乡村医生岗位达 43 年， 22 年前就被卫生部授予 “全国优
秀乡村医生” 称号。 40 多年来， 新平村从未发生过重大传染病疫情， 儿童
基础免疫接种率达到了 100%。 已满 60 岁的他， 本该退休安享晚年了， 可他
实在放不下已从事数十年的接种事业， 他说：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
接种疫苗就是接种希望！”

2015 年 3 月， 坦塘组一个 6 个月大的女婴需完成第 4 针次疫苗， 其父母
外出务工， 奶奶说小孩容易感冒， 又有几里路远， 就别麻烦了。 刘维建步行
泥路一个多小时把女婴抱过来， 接种完后， 他继续给女婴奶奶宣传预防接种
知识。 奶奶见比自己年纪还要大的刘医生这般苦口婆心， 十分感动。

（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镇新平村医生）

刘维建：接种未来和希望

������热情、 勤奋、 认真、 踏实、 积极向上， 这就是周辉真实写照。 她 2005
年开始从事防疫工作， 在平凡而艰苦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连续 9
年获得县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桃花江镇有 29 个行政村， 常住人口 15 万多人。 随着接种量的增多， 桃
花江的乡级接种点由 1 个增加到 3 个， 由以前的每月逢 8 日接种扩展到现在
的日接种。 周辉组织全镇乡村医生每月开展接种证查验， 每季度开展一次接
种率调查， 对漏种针次及时进行补种。 每年 9 月， 对辖区内的新入学和入托
儿童进行接种证的查验和补种， 儿童入园体检和查验工作同时开展。 由于预
防接种科人少事多， 她没有一天按时吃过午饭， 没一天按时下班， 虽然辛
苦， 但她毫无怨言。

（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镇卫生院防疫专干）

������李素荣现年 40 岁， 是岳阳楼区东茅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主管护师。
她全身心投入预防接种工作， 保障了接种安全。

作为接种员， 李素荣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她严格按照管理制度， 从疫苗
管理、 冷链运转到接种的全过程， 都严格把关。 10 年来， 李素荣接种的孩子
将近 5 万人， 没有发生一例因接种操作原因引起的医疗纠纷事件。

早些年下社区接种途中的一次车祸， 使李素荣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必
须常年坚持服药， 服药后反应很重。 为了不影响工作， 她把早上的服药时间
提前了 2 小时， 这样服药后头晕、 嗜睡的反应就不会发生在岗位上了。

（岳阳市岳阳楼区接种医生）

������蒋仕亮今年 65 岁， 担任贺家村乡村医生 40 余年。 他几十年如一日， 对
预防接种工作一丝不苟。 对那些村民在外务工、 小孩在外接种后又回来的，
以及在本村居住超过 3 个月的儿童， 他都会第一时间摸底登记， 及时完成疫
苗接种， 并会及时拿着接种对象的疫苗接种本到镇卫生院核对数据， 防止漏
种。 村里贫困户需要接种二类疫苗的， 他自己掏钱帮他们完成接种。

村里每年的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达到 100%。 由于工作突出， 1998 年度
他被评为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邵阳市邵阳县白仓镇贺家村接种医生）

蒋仕亮：扎根基层“守护”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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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医生的那些“ ”微故事
周花：让预防接种数字化

������陈浪给人的第一印象并无什么出奇之处， 一介弱女子。 但她纤弱的肩膀
却承载着保护一方儿童健康的重托”。 易俗河镇卫生院地处县城， 接种门诊
量大。 陈浪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 做好各种消毒准备。 每天上百人次的接种
门诊量， 常忙得顾不上午休。

镇卫生院从 2008 年起每年开展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 要求各村妇女
主任摸底造册。 陈浪发现妇女主任摸的底只局限于在村、 社区已经办了准生
证的。 为确保没有漏掉一个孩子， 她带领团队一家家上门询问、 查找。 百花
街有一名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看管， 家长担忧孩子是计划外生育会受到处
罚， 抗拒疫苗接种， 陈浪 3 次上门向孩子爷爷奶奶耐心解释最后赢得了老人
的理解和配合。

（湘潭市湘潭县易俗河镇卫生院接种医生）

陈浪：让平凡闪光的弱女子

������1988 年 8 月， 姜太群开始从事预防接种工作， 一干就是 27 年， 当年的
阳光小伙如今已是两鬓泛霜了。

横市镇总人口 5.4 万人， 接种日每天有几十个儿童接种， 多时甚至上百
人， 姜太群经常忙得连喝水的时间也没有。 每周接种完毕， 姜太群都要认
真开展未接种原因的分析。 关圣村楠木组一姓李的儿童未及时接种， 通知
几次仍无回音， 其家距镇卫生院 30 多公里， 他决定入户了解情况。 原来该
小孩系第三胎， 家长担心泄密， 又怕 “吃糖丸会绝育”， 拒绝接种。 姜太群
反复登门解释， 才解开家长的心结， 完成了补种。 姜太群担任接种医生以
来， 全镇接种率逐年上升， 一类疫苗的接种率都达到了 98％， 很多疫苗单
剂次接种率为 100％。

（长沙市宁乡县横市镇卫生院医生）

姜太群：为少儿筑就健康屏障

������薛梅芳是一名坚守在大山深处的乡村医生， 在基层一干就是 16 年。 2011
年起， 薛梅芳负责医院的计划免疫、 传染病管理工作。 她饱含热情， 认真负责。

苗市镇东风村 3 组才 4 个月的杨睿涵， 接种后半夜发烧， 薛梅芳连夜赶
到她家中， 安排车辆将其送到邻近医院治疗； 第二次接种后， 杨睿涵又半夜
发烧， 再次住院治疗， 后到长沙检查诊断为免疫抑制剂过敏， 期间薛梅芳一
直保持电话追踪。 黄花村 1 组 3 岁的杨波文， 父母均外出打工， 由爷爷抚
养， 因路途遥远麻疹强化免疫漏种， 薛梅芳开车到山下， 再步行 2 小时到其
家中为杨波文接种。

（张家界慈利县苗市镇卫生院医生）

������黔城镇为洪江市市政府所在地， 流动儿童多。 为了提高流动儿童接种
率， 在杨俐敏的建议下， 医院组织人力开展了常态化巡查， 每周分片区进
行， 重点为市场和工地等流动儿童较为集中的场所。 有一次她查到一个外地
转来的儿童， 漏种了很多疫苗， 而儿童家长觉得不打预防针孩子照样不生
病， 打不打都无所谓。 她多次上门， 给家长讲防重于治的道理、 不接种疫苗
的危害， 最终， 家长被她说服和感动， 带孩子来进行了补种。

为了给儿童提供更全面的免疫保护， 她也积极推广二类疫苗的接种。 她
就如那润物无声的春雨， 滋润守护着一棵棵小苗健康地长大。

（怀化洪江市黔城中心卫生院防疫专干）

周辉：无私奉献，只为坚守

薛梅芳：坚守在大山深处

������王晓凤 1995 年开始从事防疫工作， 她把前来接种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
子。 时而摸摸这个孩子的头， 用温柔的声音安慰孩子， 时而又拍拍那个孩子的
肩， 用银铃般的笑声给孩子减轻心理压力。 20 年来， 她所接种过的孩子不下
万人， 没有发生一例接种差错， 接种过程中， 也难得听到哭闹声， 看到的只是
孩子们的欢笑， 甚至有些孩子一看到她， 就喊着 “王阿姨， 我要吃糖糖。”

每一次接种， 无论是远在几十里路开外的井边村还是高居需翻山越岭的乐兴
村， 王晓凤都坚持亲自上门服务。 2015 年全市规划免疫交叉检查抽检了进宝塘
镇， 她对每家每户的家长姓名、 儿童出生日期、 预防接种情况了如指掌， 给检查
组留下了深刻印象。 多年来， 在她的努力下全镇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 100%。

（永州市祁阳县进宝塘镇防保站医生）

王晓凤：笑洒乡村接种路

杨俐敏：愿化春雨润小苗

李素荣：把接种安全摆在第一位

������自 2007 年从事卫生防疫工作以来， 周花带领自己的团队， 奔走在辖区的
大街小巷， 走访家庭， 普及预防接种知识； 调查摸底， 建立完整的档案资
料； 创新服务， 在全省率先推出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 彰显出新时期预防接
种工作者的价值和风采。

泰山街道是株洲的主城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要为 1 万多名儿童接种
疫苗， 其日接种量、 劳动强度居全市接种门诊前列。 周花和同事主动融入 “互
联网＋” 洪流， 建成全省首家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 该系统集取号、 接种、 留观
等多功能于一体， 电脑全程监控管理整个接种过程， 完成了从传统的预防接种
管理模式向现代化预防接种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升级， 疾病防控， 如虎添翼。

（株洲天元区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防疫专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