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开展“三下乡”义诊活动。
通讯员 尚蕾 摄

教育扶贫

“打造千年长医、济世惠民的医科大学，为农村和
城市社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高
素质全科医生，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之路，
为科学兴国、教育扶贫做贡献”，这是长沙医学院校长
何彬生教授的“千年长医梦”。作为一所民办医学本科
院校， 长沙医学院是如何充分发挥教育和医疗等优
势，探索打造出系统、长效的精准扶贫机制的？

近日，湖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在长沙召开“教育扶贫
工作专题座谈会”。会议现场，长沙医学院何建军副校
长分享的民办高校精准扶贫工作经验获多方点赞。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尚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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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菊医生，亚克西！”在
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医院，
一位母亲向石海菊竖起大拇
指。她高烧不退的孩子，在石
海菊的精心治疗下终于痊
愈。 石海菊是长沙医学院毕
业生。多年来，该校瞄准农村
办学育人， 引导毕业生踊跃
下基层，2002年以来， 有近
1.6万名毕业生选择到基层
医院、卫生院工作，还有几百
名毕业生来到了新疆、 青海
等边远地区。

“办好一所医学院，为农村
和社区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实
用型、 全科型医疗卫生技术人
才，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何彬
生说，对大多数贫困家庭来说，
单纯地给钱给物只能帮一时，
只有让孩子们掌握更多的谋生
本领， 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命
运。何彬生认为，培养一批又一
批扎根农村基层的乡村医生，
这是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
贵”的根本途径，也是教育扶贫
的治本之策。

民办高校教育扶贫大有可为
长沙医学院探索“教育+医疗”长效扶贫新模式

作为学校领头人，何彬生不仅热
心公益事业，还将“爱心助学”与“扶
贫攻坚”相“嫁接”，在精准走访、协同
发力上下功夫，全面构建起“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贫困学生全覆盖”的助
学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
失学。“在教育扶贫的行列中，我们民
办学校一定要带着回报社会的感恩
之情、真爱之情，有针对性、有计划地
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好、做实，追求精
准扶贫的实效。”

2013年至2015年， 何彬生每年
捐赠40万元为安化县等贫困地区免
费培养100名职业中专学生。同时，自
筹资金落实湖南省委实施“一家一”
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的助学就业
项目， 分别是，2013年在安化职业中
专开办2个“九三·长医班”，2015年至
2016年在长沙医学院共开办4个“九
三·长医班”。2016年， 为桃源县枫树
维吾尔族维族乡贫困维吾尔族同胞
捐助10万元。2012年至2016年每年
为贫困学生减免学费300余万元，发
放生活补贴200余万元……

何彬生推出一系列切实的爱心
助学举措服务学生，受资助的学生以
积极的学习热情及高效的学业成果
回馈学院。该校《2017年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 显示，2017届医学及医学
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基层就业率
接近50%，毕业生在县级医院就业人
数为1416人， 占基层就业总人数的
78.32%；县、乡、社区就业人数392
人， 占基层就业总人数的21.68%。其
中， 有3名优秀毕业生到新疆地区工
作，1名优秀毕业生到西藏地区工作。

据调查，452家用人单位对毕业
生的评价，平均优良率为90.3%。不少
毕业生已成为医疗骨干，数百人担任
县及乡镇、 街道卫生院院长职务，涌
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典型代表。

瞄准农村办学，培养万名乡医

长沙医学院每年招收几
千名来自全国31个省（市）的
各民族学生， 怎样确保学生
都能上好学？建校之初，何彬
生便设立了扶贫助学金，先
后减免了4000多名贫困生的
学杂费。2004年湖南水灾严
重， 为减轻贫困学生的家庭
负担， 何彬生组织学校领导
认真商讨， 决定在省物价局
收费标准的基础上， 贫困生
每人每年减少5000元学杂
费，共计1800多万元。为确保
更多贫困学生能够顺利地完
成学业， 学校特别为他们开
辟了绿色通道。

现在， 何彬生会在每年
计划的学校经费中专门拿出
一笔钱作为奖、 助学的专项
经费， 同时， 对特困学生实
行学费减免， 寒暑假留校特
困生也能得到勤工俭学的岗
位，并坚持奖、助学金向少数
民族学生适当倾斜。 近几年

来， 学院先后对309名新疆
籍少数民族学生发放了贫
困助学金40多万元； 对819
名少数民族学生发放了清
真肉食补贴，共计98280元；
对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的9名特困学生进行临时
救助，救助金共计24000元；
对100名少数民族学生发放
了“中国建设银行少数民族
人才培养计划” 奖学金，共
计30余万元……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 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 积极主动参与扶贫攻坚
战，集聚力量，为教育扶贫工
作出一份力，发一份光，积极
投身到这场具有深远历史意
义的伟大事业中去。”何彬生
认为，民办学校参与扶贫，应
当发挥本校的优势和强项，
以资金助学、资源共享、定点
帮扶等多种方式， 作出我们
的贡献。

奖助结合，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值得一提的是，在玉树、
汶川大地震中， 长沙医学院
都派出医疗队赴前线救灾。
2017年，湖南洪涝灾害，派出
两支医疗队在望城周边救
灾；同年，该校各“三下乡”队
伍都与当地的学校、村委、敬
老院、 社区等建立了长久有
效的合作帮扶制度。2018年，
学校正式立项35支队伍，深
入各大省市、乡镇、社区、街
道广泛开展活动。 长沙医学
院志愿服务团队遍布长沙、
株洲、湘潭、邵阳、岳阳等20
余个城市。如“爱传万家”团
队与中华助学网开展合作，
对12名极度贫困的在读孤儿
提供长期的助学资金支持、
“风之彩”团队与天门山镇政

府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并
联系蓝光助学基金对该镇
23名学生进行长期助学帮
扶。

2018年，“三下乡”各支
团队共发放各类药品总价达
20余万元，发放生活用品、教
育用品等物资总金额 达
26872元 。 义诊的人数达
14643人， 各团队上门走访
重点贫困人员达35人， 在各
团队开展的爱心支教活动
中，共有1848名中小学生参
与其中， 直接或联系社会公
益慈善机构对56名贫困学生
进行长期学习资助， 活动开
展过程中， 单个团队服务人
数最多高达1000人次，多个
团队服务达上百余人。

“身为医学院校的学生，
救死扶伤、 保卫人民健康是
医务工作者的使命。 随着中
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老人
们的身体健康成为关注的热
点。”7月26日，长沙医学院青
春曙光公益团队来到邵东县
界岭镇山虎村开展义诊活
动， 为百余老人提供免费体
检。志愿者陈越介绍，义诊包
括测量血压、血糖，拔火罐，
艾熏等。 为了让更多村民都
能够享受免费体检项目，除
了在山虎村村民委员会大厅
摆点义诊外， 志愿者们还通
过“上门走访”的方式为老人
体检。

这只是长沙医学院医疗
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据悉，
何彬生每年下拨专门经费组

织附属医院医务人员进社
区开展义诊， 施医赠药，组
织学生开展暑期“三下乡”
支教支医活动，推进教育医
疗精准扶贫，赢得了社会的
高度赞扬。

何彬生认为， 大学生
的进入， 可以打破贫困的
恶性循环， 为贫困地区的
发展带来新的力量 。“同
时， 还可以采用科技特派
员制度， 形成专业技术人
员、 大学生与当地农户利
益捆绑相结合的长效机
制。”自2012年起，该校师
生精心组织“三下乡”队伍
定期到湖南各市州， 深入
乡村面向贫困群众开展义
诊和健康咨询服务， 已累
计服务上千名贫困群众。

倾心公益
打造精准扶贫“升级版”

志愿服务团队遍布省内20余个城市

发挥学科优势，为千余贫困村民义诊

医疗扶贫
爱心助学

湖南遭遇洪水灾害期间，长沙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在望城区救灾义诊。 通讯员 尚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