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2 月 29 日， 长
沙市第一医院中西结合科门
诊， 湛韬医生正耐心地给患
者看病。 这时， 进来一位患
者家属 ， 向他万般致谢后 ，
留下一个红包便迅速离开 。
未等湛韬追上去， 人已不见
了踪影。

原来这是中西医结合科
住 院 患 者 左 爷 爷 的 家 属 。
2020 年 11 月 ， 79 岁的左爷
爷不幸发生脑梗死， 在其他
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后仍
然遗留了左侧偏瘫、 讲话不
清、 流涎、 食欲不振等后遗
症， 左爷爷十分沮丧， 一度
失去了治疗的信心。 后来经
病友推介， 家属带爷爷找到
了湛韬博士。

经过耐心问诊、 细心评
估后， 湛韬非常肯定地告诉
左爷爷： 只要他坚持二级预
防、 康复训练、 中药、 针灸、
理疗、 心理干预的中西医综
合治疗就能恢复。 左爷爷重
燃信心， 立即办理了入院手
续。 在中西医结合科医务人
员的精心诊治与护理下， 左
爷爷的状况明显好转， 左侧

肌力得到一定恢复， 精神、 食
欲都得到改善， 重建对生活的
信心。 家属为了表达感激之
情， 于是出现了开始那一幕。

后来， 湛韬默默地将钱
交进了左爷爷的住院账户里。
就在前几天， 80 多岁的毛奶
奶也带着红包来感谢湛韬 。
毛奶奶又缘何送红包？ 事情
的原委是这样的。 毛奶奶结
肠癌根治术后出现头晕头痛、
大便困难、 精神食欲不振等
情况， 经过湛韬耐心接诊治
疗后， 毛奶奶的身体状况逐
渐恢复正常。 毛奶奶对湛韬
精湛的医术感恩在心 ， 特意
寻了他坐门诊的时间段好当
面感谢。 后来， 湛韬同样将
钱退还给了毛奶奶。

湛韬医生年纪轻轻便考
取中医博士学位， 来院不过
短短几年， 却在中西医结合
治疗中风后遗症、 睡眠障碍、
躯体化障碍、 帕金森病等等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
不仅仅医术精湛 ， 更是品德
高尚， 待人温良和善， 很多
患者都是慕名而来。

通讯员 唐桠

●湖湘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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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
府组织、 引导、 支持， 农民自愿参
加， 个人、 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
济制度。 它不仅为农村社会成员提
供一般的门诊和住院服务， 而且承
担着儿童计划免疫、 妇女孕产期保
健、 计划生育、 地方病疫情监测等
任务， 它既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中
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也是全民健康
奔小康 “加速器”。

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
发展前世今生 ， 故事还得从一个
“赤脚医生” 覃祥官传奇人生说起。

1933 年 9 月， 覃祥官出生在湖
北长阳一个贫苦的土家族农民家
庭。 1965 年， 从县中医进修班学成
归来后， 覃祥官到海拔 1500 多米
的土家山寨———乐园公社卫生所当
医生， 成了一名拿工资吃 “皇粮”
的国家公职人员。

与病人的接触中， 覃祥官深切
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痛苦。 在一
次深夜出诊回家后， 覃祥官躺在床
上辗转反侧， 心潮难平， 我们能不
能将大家组织起来， 实行合作医疗
呢？ 他的这种想法， 很快得到乐园

公社党委的重视。 没过多久， 他就
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 拿出
了在乐园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
案。

1966 年 8 月， 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乐园公社杜
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 覃祥官主动
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 在大队
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 吃农村口粮
的 “赤脚医生”。 当地农民每人每
年交 1 元合作医疗费， 大队再从集
体公益金中人平提留 5 角钱作为合
作医疗基金。 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
常年吃药的以外， 群众每次看病只
交 5 分钱的挂号费， 吃药就不要钱
了，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雏形由此诞
生。

覃祥官创办的杜家村大队合作
医疗室 ， 以 “三土 ” （土医 、 土
药 、 土药房 ）、 “四自 ” （自种 、
自采、 自制、 自用） 为特点， 大队
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都开辟了药
园 ， 种植大量常见中草药 。 做到
“有病早治、 无病早防”， 体现 “出
钱不多， 治疗便利； 小病不出队，
大病不出社” 的好处。

为总结合作医疗经验， 县卫生
局随即安排人深入乐园公社， 进行
实地调查。 1968 年下半年， 一份反
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
告， 几经辗转送进了中南海。 毛主
席在看过相关报告后， 亲笔写下了

4 个字： 此件照办。
1968 年 12 月 5 日， 《人民日

报》 头版头条发表 《深受贫下中农
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 》 的长篇通
讯， 专题报道了覃祥官创办合作医
院卫生室的事迹。 高度赞扬 “合作
医疗是医疗战线的一场大革命 ”，
它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 吃不
起药的困难……” 一时轰动海内
外， 由此， 全国 95%以上的农村都
陆续推行了合作医疗。 覃祥官先后
应邀出访日本、 泰国、 新加坡、 菲
律宾等国。 被西方国家誉为 “中国
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世界银行和
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
疗称为 “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

的典范”。
1974 年 秋 ，

覃祥官以 “中国合
作医疗创始人” 和
“全国赤脚医生代
表” 的身份， 随同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
访问日本， 回国后
受到毛主席的亲切
接见。 毛主席当面
对覃祥官说： “你
搞的那个合作医
疗， 很好嘛！ 它使
贫下中农的健康有
了保障， 人民群众
欢迎啊。”

农村合作医疗在将近 50 年的
发展历程中， 先后经历了 20 世纪
40 年代的萌芽阶段、 50 年代的初
创阶段、 60～70 年代的发展与鼎盛
阶段、 80 年代的解体阶段和 90 年
代以来的恢复和发展阶段。 如今，
农村合作医疗已被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所替代。 2002 年 10 月， 中央做
出决定， 强调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 ， 长阳县成为试点
县 。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
天 ， 国家决定加大财政支持 ， 于
2008 年全面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 成为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最
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 汤江峰

农村合作医疗：

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典范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
疫情在全球蔓延， 疫情影响广泛， 为了
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 增强战胜疫情的
信心，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开通了 12320
心理援助热线及 “健康 320” APP 健康
咨询， 娄底市中心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
朱阿睿应邀参加了此项志愿者工作， 义
务为民众进行健康咨询、 心理咨询和危
机干预。

热线刚开通时， 大家对新型冠状病
毒知之甚少， 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真伪难
辨的信息， 加上暴增的病例数， 民众处
于惶恐不安、 草木皆兵的状态， 每天的
热线都会有大量关于这方面的心理咨
询， 有的市民是来医院检查时遇上了新
冠肺炎的疑似患者， 恐惧害怕， 担心被
传染； 有的市民是发烧， 做了检查排除
了新冠， 但仍然焦虑担心。

朱阿睿接到诸如此类的心理咨询来
电， 总是耐心细致地先了解来访者的详
细经过， 从实验室检查、 周围环境、 来
访者所采取的措施等各方面进行分析，
给予专业的医学科普， 然后又从来访者
的行为、 情感、 感知觉和认知方面了解
患者的心理问题， 耐心细致地进行情绪
疏导， 适当给予建议， 缓解来访者不良
心理情绪。 听了朱阿睿科学的新冠知识

和心理疏导， 来访者焦虑恐惧害怕情绪
基本消失。 而这些义务服务， 朱阿睿都
是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进行， 有时候大
半夜还在接听热线电话， 一个热线至少
半个小时 ， 有时长达一个小时 。 第二
天， 她继续坚持正常上班， 工作虽然繁
重辛苦， 但她毫不在意， 她说： “能帮
助大众疏解压力， 促进心理健康， 助力
抗疫， 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娄底市中心医院是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 娄底市的医疗救治中心， 在抗击新
冠肺炎中承担着全市的新冠肺炎救治重
任， 面临接收病人多、 治疗任务重的问
题， 一线医务人员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承
受了巨大的压力， 朱阿睿参加了医院的
心理咨询小组， 为有需求的医护人员和
家属提供心理咨询援助服务。 除了一对
一的心理咨询服务外， 2020 年 2 月份，
她给本院职工进行新冠肺炎救治心理护
理培训， 紧接着 3 月份又对全市其他医
院的医务人员进行新冠肺炎救治心理护
理培训 。 她指导医务人员合理安排休
息， 保证充分的睡眠及饮食， 学会接纳
自己的情绪和稳定自己的情绪。 两次培
训， 获得可喜的效果， 受到医务人员的
一致好评。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覃祥官
在给患者看病。 资料图片

抗疫中， 心理热线的热心人
———记心理治疗师朱阿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