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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天使”的

守护，保障着一方的健康平安。以矿产丰

富而闻名的娄底市，钟灵毓秀，也同时注

定了它“不平”的命运。 当地 400 多万百

姓的人身安全多年来因为那万余医护人

员于绵绵山峦间永不停歇的奔走守护，

将威胁融化成温馨， 而这 400 万百姓共

同的奉献， 更构建出一片如雪峰山般厚

重的屏障。

在娄底，由于岩溶地貌特征显著，加

之对丰富矿产资源的开采， 当地地质灾

害事故频发，人员伤亡的风险也较大。去

年 10 月， 娄底市锡矿山突发重大事故，

数十名群众工人遇险，面对紧急情况，娄

底市卫生局当即启动应急预案， 调遣娄

底市中心医院急救医务人员第一时间赶

往现场。

颠簸，盘旋，行动却极为迅速，原本

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医务人员仅用不到 1

个小时就赶到事发现场， 并马上开展分

流治疗。 一时间，娄底市中心医院、第二

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几乎全部参与，救

援迅速而得力。 而正是因为当地医护人

员的极速奔走， 多数伤者在最短的时间

内被送至医院，送进手术室，最终从死亡

线上被救回。 而整个事故的死亡人数也

得到控制，避免了事故严重程度的升级。

与娄底市卫生局龙志和副局长聊起

此事，他面露坦然。“‘非典’以来，我市的

卫生应急体系就开始逐步进行完善，快

速应急的经验也年复一年地得到了积

累，几年来，通过监测、预测、预报、预警，

我们不停地奔走，从未松懈。 ”龙副局长

说道。记者也了解到，早在 2007年，该市

在全省乡镇卫生院疫情网络直报演练中

夺取第一。 去年，由于出色的应急能力，

该市卫生局又被评为全国应急先进单

位。

然而， 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往往伴

随着手术和流血， 没有充足的血液储备

保障， 光是医护人员的奔走又如何保证

万无一失？ 殊不知，在娄底市，用血问题

早无忧虑，献血也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即

使是远在乡村的居民， 也宁愿走上十数

里山路， 赶到城里献上一回血， 全家献

血、 夫妻献血、 兄妹献血、18 岁成人献

血、结婚纪念献血、喜庆日献血的动人场

面更是司空见惯。

献血状元李洪华便是这当中最“显

赫”的人物。李洪华原是冷水江锡矿山一

名职工，自 1997年开始参加无偿献血以

来，个人献血（包括机采血小板）总量已

近 50000 毫升， 是湖南省无偿献血量最

多的人之一。他不仅自己献血，还带领家

人一起参加无偿献血。据统计，他爱人和

2 个儿子共计献血达到 15000 毫升。 自

2009 年 6 月担任娄底市无偿献血志愿

者服务队队长以来，他又不计报酬，利用

自己的空闲时间带领志愿者们广泛开展

无偿献血宣传和动员工作， 积极发动亲

朋好友参加献血和志愿服务工作， 不断

发展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 至今已达

350名之多。

正是由于像李洪华一样的献血者永

不停歇的奉献，从 1997 年实施无偿献血

至今，娄底全市已有 14.5 万人次参加无

偿献血，献血总量 5千五百万毫升，血库

储量足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用血。 至

2009 年，娄底市已连续 7 年荣赝全国无

偿献血先进市，连续 10年荣获湖南省血

液质量优秀奖， 连续 6年夺得湖南省卫

生厅颁发的综合目标管理一等奖。

前方救助，有医护人员的不懈奔走，

后方支援，有普通群众的无私奉献，娄底

一市由此在自然的威胁中成为一方乐

土，抹去灾害的阴霾，此地唯余灵秀。

“留守部落 ” ，

这是一个易被人遗

忘的人群， 也是一

群缺少， 而又渴望

关爱的人群。 在湘

中娄底市， 一个温

暖人心的故事如今

便在这个人数多达

6 万的“部落 ” 中

传颂。

去年 4 月 6 日 ，

娄底市市长在他的

政务信箱中收到了

一封特殊的电子邮

件。 寄信人刘鹿茸

是娄底市娄星区茶

元鱼岭村人， 当时

正在广东深圳打工。

信中写道：

“我家里现有

高龄父母在务农并

照顾 2 岁的孩子 ，

但您也知道， 除了

我们外出打工的，

这里农村没有任何

经济来源。 去城里

看病， 简直就是奢

望， 除了没钱， 老

人小孩， 还容易晕

车， 不会讲普通话

还存在沟通困难 ，

有的根本就不知道

去找哪个科室， 挂

什么号， 因此顶多是到镇医院看一

下。

“可这样一来， 如果是急病，

很可能就不能得到及时治疗， 而很

多疾病， 如肿瘤癌症， 等家里的年

轻人回家再处理时， 一检查却已经

是晚期了。 这样的事发生了很多，

着实令我们很担心。

“之前在电视里看到， 有些地

方会组织医疗服务队下乡帮留守家

庭成员体检。 不知我们娄底是否也

有这样的条件？ 我们真的希望也能

有医疗队下乡去， 帮我们家中的老

人小孩做些体检， 解决些问题。”

这封信马上引起了当地卫生系

统的震动。 在随后展开的调查中发

现， 娄底全市类似刘鹿茸这种情况

的留守家庭人员有五六万人， 群体

相当大。

4 月 17 日， 娄底市卫生局局长

杨劝娇、 副局长欧阳吾峰带领多名

医务人员走进了刘鹿茸家， 开展了

全市第一次上门医疗服务， 随后，

各式各样的关爱行动在娄底全面展

开。 到去年年底， 娄底全市已有 5

万余名留守家庭人员接受了免费体

检并建立了健康档案。 截至今年 8

月底， 该市共计建立了 61010 份健

康档案。

同时， 为解决边远山区留守人

员看病难问题， 娄底市卫生局还广

泛发动各级医院送医送药下乡， 让

专家服务到留守家庭门口。 其中新

化县奉家镇卫生院还开创发放医疗

服务卡的方式， 将责任医生的电话

打印在服务卡上， 并专门为留守家

庭制定了门诊病历册， 凭服务卡，

留守家庭成员就可以享受免费健康

体检、 免除诊疗费、 注射费等相关

费用。

现在， 几乎所有的留守家庭人

员都被纳入各家医疗机构的救助活

动之中， 从此健康问题有人为他们

操心。 远在异乡打工的子女或是父

母， 如今也能放心地投入到工作之

中， 不再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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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市卫生工作二三事

本报记者 洪雷 贺婕

守

护

娄底市卫生局全民健身运动如火如荼，

图为“全民健身日”这天，员工在楼道内进行

男女混合拔河比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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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停歇的脚步

� 图为湖南省卫生厅党组书记肖策群 （右一） 在娄底市卫生局局长杨劝娇陪同下， 视察双峰县人民医院建设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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