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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贺星龙，今年 45 岁，2008 年入党，是山西

省临汾市大宁县太古镇乐堂村的一名乡村医生，同

时我还肩负着我们乡镇医院的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

我从小出生在黄河边上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大宁

县是山西省经济相对落后的县，我们村一带又是大

宁县最贫困的地方。这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生

活在这里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靠以种地为生。过去有

一句俗话说：“有女不嫁乐堂村”，充分体现了我

们村的“穷”。

一、从小立志当医生

记得小时候，我们村没有医生，人们生了病没

钱看，只好小病忍，大病扛。有时候确实忍不下去

扛不过去了，才去 70 里之外的县医院看病。我 12

岁那年，爷爷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因为村里没

有医生，我爸妈把爷爷送到县医院。过了两天他们

就回来了，我妈难过地说：“医生说你爷爷的病耽

搁的时间太长，治不了啦！”不久，爷爷离开了我们。

这事对我打击特别大，那时候我就想，长大后能不

能当一名医生，回来给村里乡亲们看病，给穷人看病，

绝不让爷爷的悲剧重演。

二、乡亲帮我凑学费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运城市卫校。这是一所

民办学校，一年的学费是 3000 多。这对我的家庭来

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家里所有的积蓄只有 302 块，

根本不够。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们纷

纷跑到我家和我妈说：“咱娃考上卫校了，你供不

起咱们大家凑钱一起供吧。”就这样你家拿 30，他

家拿 50，记得最多的拿了 300 元，硬是帮我凑足了

3025 元学费。握着这一沓沓由零钱凑成的学费，我

泪流满面。乡亲们鼓励我好好学，学成好回到村里

给大家看病。我记下了众乡亲的嘱托，下定决心一

定要刻苦努力，毕业后回村里给乡亲们看病。那时

候的念头不是说卫校念书出来找一份什么安定工作，

毕业之后能挣多少钱，而是学成之后怎么能给老百

姓看好病。

三、一顿饭只花 6 毛钱

三年的卫校生活，我一直坚持刻苦学习，省吃

俭用。我知道，我的每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那是

乡亲们的血汗钱。为了少打一份菜，每学期开学的

时候，我都让我妈给我准备一大瓶韭花酱和油炸的

辣椒面，这韭花酱和辣椒面就是我每顿吃的菜，每

次都是打两个馒头，用馒头蘸酱和辣椒吃，一顿饭

只花 6 毛钱。假期里我就捉蝎子、刨药材卖钱。学

费不够，乡亲们就继续帮我凑。1999 年毕业后，有

同学联系我去太原的一家医药公司推销药品，还有

一位同学让我和他在县城开诊所，我都没有答应。

说句实话，那时候我也想到大城市发展，可我想到

村里人帮我凑学费供我上学，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

人，得知恩图报！

四、实习能吃各种苦

我从学校回到大宁，连家也没回，就直接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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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医院实习。因为没有钱租房子住，我就睡在医院

病房的长条椅子上。夏天晚上蚊子咬得根本睡不着

觉，到了冬天冻得不行，我就和医院烧锅炉的师傅

挤在一起，要么就和病人住在病房里，一有时间就

向医生请教，和病人交流。 

那时县医院妇科不让男实习生进产房、手术室，

我就戴上帽子口罩捂严实，只露两只眼睛混进去，

我自己也觉得挺可笑。但是，为了以后回到村里能

应对各种各样的疾病，打针、输液、包扎、缝合等

都得会，医疗、护理、检验知识都要掌握，我就豁

出去了。

五、九百六十元办诊所

2000 年，我实习结束，和我处了两年的女朋友

因为我执意要回村和我分手了。当时亲戚同学都劝

我别回去，村里又苦，又赚不到钱，年轻人应该出

去到大城市闯一闯。我没听他们的，坚持回到了村里，

当起了乡村医生。

刚开始，连最起码的卫生所、听诊器、血压计、

药品什么的都没有。家里经济条件实在不好，我爸

只好把准备给我娶媳妇的一孔土窑洞腾出来，把卖

玉米的 400 元钱拿出来，不够；我爸又把家里仅有

的 2 只绵羊也卖了，一共凑了 960 元钱，就这样，

我在县卫生局考了一个乡村医生资格证，购置了必

要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一个简易的诊所就算筹建起

来了。

六、自己贴钱给百姓看病

诊所建起了，老百姓一开始不信任我，“你

年轻人能看得了啥病？”就连我爸都不放心我看

病，我每次出诊，他总是担心地问 :“你能给人家

看好吗？如果不行就让人家去乡镇或县城医院，

别把人家给耽搁了。”为了让大家了解我，我就

自己贴钱给大家看病。先给家里人和亲戚们看，

给他们治好后，他们一传十、十传百，这样慢慢

地找我看病的人就多了。随着治愈的病人越来越

多，附近村子里人都知道了乐堂村有一个卫校毕

业生贺星龙在村里办诊所，真能给人看得了病。

七、上门出诊不怕难

我初回到村里那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

工了，留下来的都是老年人和留守儿童。许多老人

行走不便，有的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还有 13

户无儿无女的五保户需要人照顾。这种状况，95% 的

病人都需要出诊。年轻人出外打工时都会来找我说：

星龙，我家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有个七病八痛的，

你过去照看一下。他们全托付给你了，有你在村里

照顾他们，我们在外面打工也就安心放心了。

一开始出诊时没有交通工具，我就靠步行，用

扁担挑着沉甸甸的出诊包，翻沟爬坡，涉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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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每个村都是土路，村民居住分散，我出诊范

围的 28 个村子，分布在七沟八梁的黄河边上，这

个梁上几个村那个梁上几个村，中间都由深沟相连

接。从这个村要去那个村，翻沟走二三里就到，如

果走大路就得绕十几里路。冬天下了雪，雪地里步

行，雪灌进鞋里，脚趾头早早就生冻疮了。后来，

我爸就把邻村人的一辆旧自行车买回来让我骑着去

出诊。可是下雨下雪自行车根本骑不动，还是耽误

了不少人的病情。没办法，我狠狠心跑到信用社贷

了 4000 元买了一辆 125 摩托车，这下就方便多了。

后来老百姓家安了电话买了手机，我又制作了

1000 多张名片，名片上写着 24 小时上门服务，不收

出诊费；五保户和看不起病的老百姓不要钱。每发

出去一张名片，就是对老百姓的承诺，既然承诺了

我就要做到。手机 24 小时不关机，只要有病人打来

电话，即便是下雨下雪，或是半夜三更，我都要去。

如果不去我就感觉对不起老百姓，良心上就过不去。

每年出诊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冬天村里下大雪，

这种时候正是老人们病情比较容易加重的时间段，

可雪天摩托车不能骑，我就得挑着出诊包步行出诊。

有些重病人进不了大医院，120 车来不了村里，他们

找到我，我就想办法让病人转诊。

八、送医送药数十年

记得 2013 年腊月，索堤村贺润廷的孙子高烧抽

风，路上刚下过雪，我冒着风雪出诊。摩托来不及带

防滑链，坡陡雪滑，连人带摩托摔进路边的排水沟里。

我的脚和膝盖都碰破了，血把袜子也染红了，脚也肿

了。看完病回到家里自己包扎了一下，第二天，拄

着棍子一瘸一拐，为了给张立俊老人看病继续出诊。

因雪厚不能骑摩托，我就用扁担挑着出诊包翻

沟走近道，结果行走艰难连人带药从坡上滚到坡底。

这下我的右脚彻底不能动了。幸亏两个放羊的老汉

把我从沟底扶上来，要不我会冻死在沟里。

老人的病情缓解了，我的脚伤更重了，那几天

病人太多没有在意，后来脚又疼又肿，一天比一天

肿得严重。12 天后，经县医院拍片子，显示右足内

踝关节骨折。我自己给自己打上石膏，县医院的医

生说有两卷就够了，我就买了四卷。我想把石膏打

得厚厚的，骑摩托出诊不误事，右脚还能踩刹车。

就这样，打着石膏骑上摩托，我照旧又出诊了。

为了赶路，我的摩托车越骑越快，村里人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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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外号：“摩托医生、疯子星龙、傻子星龙”。

我曾把大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的张立山治好；

我坚持为徐家垛村 85 岁的退伍军人贺德明插了十几

年的导尿管，他常常都在半夜里排不出尿，我就半

夜去处理；我在去曹家坡出诊的路上，摩托车翻车

摔得脸上、手上、脚上鲜血淋淋，还是坚持给 1 岁

的孩子把高烧给退了……

村里的病人急诊比较多，有些病必须立马进行

抢救，严重的就得协助往大医院转。2014 年农历 7

月 14 日，我正在云居村给一位患者看病，接到上村

冯三贵妻子的求救电话，她焦急地说：“星龙，娃

他爸在半路上被人头蜂蛰了，昏迷了”。我立即背

上出诊包赶到现场，只见病人全身发紫，大汗淋漓，

大小便失禁，出现昏迷状态。我立即给他注射了一

支抗过敏的药，并在路上拦了一辆三轮车急忙往县

医院送。到了县医院，冯三贵家人没带钱，我从自

己兜里掏出 300 元钱，不够，我又从医院旁边开理

发店我媳妇同学那儿借了 500 元，帮忙交了押金，

给病人办理了住院手续。事后，病人家属见人就说：

要不是星龙，我丈夫早就没命了。

九、辛劳辛苦不埋怨

村里许多老人行走不便，生活不能自理，有的

大便不下，需要灌肠，有的小便不下，需要插管导尿。

多年来，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老人

也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了病不给自己孩

子打电话，第一时间先给我打电话。

和村里老百姓相处必须咱个人先吃苦吃亏，不

能向钱看。有的家里水管不通了，有的家里电线短

路了，有时村里路灯不亮了，我就去处理。

2013 年我们村到曹家坡村村通水泥路项目开始

施工，横穿乐堂村 10 公里的主干道动工，工程一切

都很顺利，可就在最后 2 公里处出现了问题。主干道

末端处的曹家坡村，村民因土地问题挡住不让施工，

影响工程进度，村两委干部协商没有起到效果。我知

道后主动去协商，说我们路修好了，我去给你们看病

也就方便了。从现在起，我给你们每人免费输两次液。

就这么两句话，村民们就散开了。村民并不是为了能

免费输两次液而买我的帐，关键是村民对我的信任。

每天，周边 28 个村子有二三十个电话叫出诊看

病。有感冒发烧的，胃不舒服的，量血压的，孩子

要接肿疫苗的，各种各样。早上 7 点出发，有时候

晚上十来点才能回家，一天几乎 4、5 个小时都奔波

在路上。到了冬天，山里风大，加上下雪，寒风刺

骨中，骑摩托冻得我两个胳膊两条腿冰冷冰冷的。

这几年因为骑摩托我落下一些病，一着凉，关节就

又疼又困，晚上睡到半夜才会缓解，淋了雨就会起

风疹。由于长期吃饭不定时，引起糜烂性胃炎。到

了过年的时候同龄人在一起吃饭喝酒打扑克，我还

是这个村那个村出诊看病。虽然辛苦，但每次看完

病患者拿自己家最好吃的东西招待我，有的送一袋

花生，有的送一袋苹果，有的送几个包子，有的老

年人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给我家孩子吃，这时

我的心里就十分的温暖。和乡亲们有了深厚的感情，

就越发不舍得离开他们。我坚信，你对老百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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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一定会对你更好。

十、面对家庭有亏欠

一提起妻子和孩子，我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

平时我陪他们的时间太少，亏欠他们太多了。

2009 年，我两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村

里没有学校，妻子劝我一起去城里发展。妻子和我

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她打听到卫校同学在城里开

诊所一年能赚 3 万多。于是她劝我说跑出诊太累也

挣不下钱，就动员我出去发展，同时也能让孩子接

受更好的教育。恰好那时同学聚会，眼瞅着同学们

不少都是有车有房，穿的名牌衣服，我也有些动心了，

于是答应妻子一起去城里发展。

可村里人听说我要走了，这下不得了了，每天

都有好多人来劝我不要走，每天晚上都能接到一些

在外边打工的年轻人打回来电话说：你可不敢走，

你走了，留在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有了病的咋办呀？

学校开学那天，索堤村 70 岁的郝芳花专门跑到

我家，给我家孩子拿了 20 多个鸡蛋，握住我的手哭

着说 : 星龙，你可不能走，走了谁给我们看病呀！

我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谁管我？你走了，我就活不

成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不走了，我要走了就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曾经帮助过我的老百姓，

更对不起老百姓对我的这份真情和信任！

为此事，妻子和我大吵了一架。可到最后，妻

子还是包容了我，她一个人领着两个孩子去了县城，

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孩子。我继续留在村里给老百

姓看病。

有时候，孩子问我：“爸爸，我学校的同学们

穿漂亮衣服，住新楼房，我们怎么就住穿不上新衣服，

住不上新楼房，老是租人家的房子？”听着孩子们

的这些问话，我不知道作为爸爸该怎么回答孩子。

十一、服务百姓没遗憾

这些年虽然我吃了一些苦，吃了一些亏，流过一

些汗，也流过一些血，但是百姓的信任，党和政府的

关心，让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都值了。虽然我没有挣

到钱，我身边周围 28 个村的 4600 多名老百姓离不开

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感觉我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这些年，党和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我感觉我

干的所有工作都是应该的，同时我也感觉到身上的

担子更重了。2021 年，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向

党组织缴纳了 1 万元的特殊党费。

今后，我还一直要为乡亲们看病，不管农村条

件再怎么苦，我都要坚持下去，不忘初心，一辈子

跟党走，一辈子为老百姓服务！

【编者的话】

贺星龙，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

卫生所医生。作为一名 80 后，他坚守贫困乡村 25 年。

2013 年，贺星龙的事迹被中组部评为典型事迹一等

奖，并被多家媒体报道，获得了一系列荣誉：

2017 年 2 月，获得中央电视台“全国最美医生”

称号；

2017 年 7 月，获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

国妇联“全国第六届道德模范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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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白求

恩奖章”；

2017 年 4 月，全票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

2018 年 3 月，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岗位学

雷锋标兵奖”；

2018年 5月，获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中国“五四

青年奖章”；

2019 年 9 月，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

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最

美奋斗者”称号；

2019 年 10 月，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

国脱贫攻坚贡献奖”；

2020 年 11 月，获国务院“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021 年 6 月，获中共中央“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岁月流转，荣誉加身，贺星龙却始终如扎根乡

土的老槐树，坚守着为乡亲们守护健康的初心。这

位来自中国广袤乡村的医生，用双脚丈量沟壑纵横

的土地，以药箱承载生命的重量，他的日常行医之路，

平凡中蕴藏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医者仁心，知恩图报” 八个字，是镌刻在贺

星龙灵魂深处的誓言。他深知，是这片热土滋养了

自己，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最珍贵的馈赠。自踏上从

医之路，他便将个人命运与乡村紧紧相连。无论寒

霜酷暑，还是深夜黎明，只要乡亲一声呼唤，他便

跨上摩托，穿过蜿蜒的山路，奔赴每一个需要他的

角落。 

“坚守乡村，乐于奉献” 不仅是选择，更是他

对生命价值的深刻诠释。在物质诱惑与精神追求的

天平上，他毫不犹豫地偏向后者，用二十余载光阴，

为乡村搭建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那些深夜出诊

时照亮前路的车灯，那些反复叮嘱患者的暖心话语，

那些自掏腰包垫付的医药费，都是他用行动书写的

大爱篇章。 

贺星龙是千万乡村医生的缩影，更是新时代乡

村振兴征程中的精神坐标。他的事迹，如同一束光，

照亮了无数乡村医生前行的道路，也让人们看到，

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每一份坚守与付出都意

义非凡，都能汇聚成推动时代发展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