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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荒移村，是黄河南

岸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的日子就像那口老井里的水，

平淡却透着股实在劲儿。而我，49 年来背着医药箱，

往来穿梭在四周的村道上，成了这宁静乡村里那时

刻准备打破平静、守护生命的流动“120”。

我叫刘永生，今年 66 岁，是一名乡村医生。从

17 岁开始，我当赤脚医生给乡亲们看病，到现在 49

年了。在这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从医路上，我哭

过，也笑过；悲伤过，也幸福过。多年来，我以“党

徽挂胸口，责任记心头”的信念支撑着自己，实实

在在践行着医者的初心使命。

一、幼时腿骨折  种下从医梦

过去的荒移村北邻黄河，东西两面是深沟，交

通不便、经济落后，医疗资源更是匮乏，看病对乡

亲们来说就是奢望。不要说老人和小孩，即便是年

轻力壮的小伙子，有了病也是能拖就拖，能抗就抗，

实在拖不下去才去找医生，最后把小病耽搁成了大

病。

听母亲说，在我两岁那年，右腿意外骨折。但

是家里穷，没钱带我去医治。母亲冒着风雪跑了一

天饿了一天，都没有借到看病的钱，急得放声大哭。

村上老支书知道后十分着急，发动村里的党员干部，

你一块他八毛凑了 20 块钱送到我家里，让我得到及

时治疗，没有落下残疾。

这件事后，母亲常常念叨：娃呀，你长大了一

定要好好学，一辈子不要忘了老支书和村上人的恩

情，当一名医生，让没有钱的人都能看得起病。从

那时起，“知恩感恩，回报乡亲”的理念就在我的

心里播下了种子；从那时起，母亲的话也激发了我

学医从医的渴望与梦想。

二、高中初学医  回乡显身手

上高中时，学校开设了文艺班、医疗班。我毫

不犹豫的选择了医疗班，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我

初步掌握了一些医学知识。

1976 年高中毕业，我回到了村里。村里突然出

现麻疹病流行，短短几天，就有四个娃娃夭折了，

整个村子一片恐慌。靠着在医疗班的学习和平时积

累的一点医学知识，我找来一些治疗麻疹病的资料，

结合土方子，配制了一味草药。由于是第一次给人

看病，我格外小心。为了验证配制的药没有问题，

我自己先以身试药，服药后，详细记录身体状况，

确定安全了，就想试试给生病的孩子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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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大家都不相信我。有人还说：一个学生

娃能看得了这病？同村的高林娃知道这些药都是我

亲身试过的，就答应让我给她的女儿看病。

记得那是一个晚上，我给娃用了我配制的药。

当药喝下去的那一刻，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生怕发

生不良反应。在他家等了一个小时，看娃没有出现

异常情况，我才离开。走出院子，我并没有远离，

在他家门口整整坐了 2 个小时，听到他家里没有任

何动静了，我才放心地回家。这娃娃服用了几副药后，

病情慢慢好转。乡亲们看到治疗效果后开始对我产

生了信任，纷纷带着娃来找我配药。

麻疹的流行逐渐得到了控制，看到孩子们一个

个天真的笑脸，听到乡亲们一句句感恩的话语时，

我心里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经过这件事，村支书看我是个学医的苗子，就

把我送到港口地段医院参加了三个月的系统培训。

培训结束我回到了村里，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三、乡亲们需要什么  我就学习什么

从当赤脚医生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诉自己，要

做一名好医生，要服务好乡亲们，因为乡亲们的恩

情比天大。

我不是科班出身，所掌握的医疗知识满足不了

群众的需要，总觉着心里没底。所以，当上赤脚医生，

我一边看病，一边琢磨，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医术，

长进本领。

伴随着心底服务乡亲的种子萌发和生长，我心

里升起了新的期冀，那就是入党！我积极要求进步，

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77 年 7 月，我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时，老支书讲的一

句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党员就是要时刻把

群众记在心里，多为乡亲们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因

为这句话，坚定了我“为了群众健康，做一辈子赤

脚医生”的决心。

就在我当上赤脚医生的那年夏天，有一位产妇

因大出血而危在旦夕。由于交通不便，我和村里几

个人不得不抬着担架、翻过两道深沟将病人送往医

院。但遗憾的是，因为途中耽误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尽管在医院我把自己的血输给了她，依然没有挽回

她的生命。产妇去世后，留下一个三岁的孩子，一

边哭闹着拉着妈妈的手，一边喊着要吃奶。在场的

乡亲们都哽咽了起来，那是多么令人心碎的场景啊！

那几个晚上我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只要一闭上眼，

产妇和孩子的影子就会浮现在眼前。我痛恨我自己

无能，痛恨交通不便，没有救活她……

为了不再让孩子们失去妈妈，一个月后我就到

县医院学习助产技术。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难题，

我就记笔记，虚心请教老师；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

我就多动手，不断总结经验。回来以后，我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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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到的知识和技术，尽心竭力地为群众服务。

在那个年代，由于人们思想保守，一个大男人

从事接生工作总有些难为情。但随着一个个婴儿经

由我的手平安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我打消了思想顾

虑，乡亲们也慢慢认可了我。这些年来我累计接生

了 500 多个娃，没有出现一例事故。

1979 年，村民张双兔因滑膜炎造成关节积液找

到了我。那时我也没有治过这种病，为了能给他看

好，我就带他去西安大医院看。医生一边给他看，

我就在旁边学习请教。回来后我继续看书查资料，

采用发泡疗法结合配制的中药给他治疗。经过 3 个

月的坚持治疗，他居然康复了，至今都没有再复发。

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学习什么，这是我的从医

追求。就这样，在干中学，学中干，成了我从医的

习惯，我的医术也在一天一天的坚持中有了很大地

提高。

四、健康档案建于心  不改初衷护乡亲

改革开放后，村子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都去打

工赚钱。家人也劝我出去挣钱。我也动摇过，但是

看到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

人、妇女和儿童，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该怎么办？

村子里谁是老年病、慢性病，谁是重症、绝症，我

心里装着一本厚厚的“健康账册”。如果换一个人，

不掌握这些情况，我不放心。

有次，我到县上开了一天会，村民刘拉苗在村

口等了我一天，看见我后，第一句话就是“永永，

我真真地离不了你，你走了一天，对我来说就像是

三天”。我到村民王存菊家出诊的时候，她给我说“永

永，我腿疼得不得了，儿女都在电话里，只有你在

我身边”。还有一位老人在弥留之际不喊儿女的名字，

却喊着我的名字。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他们

这么需要我，我要是走了，谁来给他们看病服务啊！

从此以后，我就决定留在村子里守护着他们。

 

五、以身试针学中干  回天有术干中学

从医 49 年来，我购买了大量的医学书籍，白天

接诊出诊，到了晚上，伴随着一盏孤灯，我一边看

书学习、剪贴搜集方子，一边写下出诊接诊的体会。

这些年来，我亲身体验的药不下百味，记下大小笔

记 80 余本，累计十余万字。

我常常这样想，我多受点苦乡亲们就会减轻许

多苦，乡亲们来我这看病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不

能辜负他们的信任。为了体验手法和针感，我常在

自己身上做试验。有一次，母亲推开门，看见我的

身上扎了好多针，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我病了，得

知我在练针灸手艺，她就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心疼地

说：“这难道不是你的肉”？为了能更好的给乡亲

们看病，这些年，我经常自费到全国各地参加医学

专业培训，相继掌握了颅针疗法、火针疗法、奇经

疗法等十余种疗法。

前几年，73岁的村民张继邦老人患上了脑出血，

经过医生的治疗保住了性命，但生活不能自理。回

家后，为了不拖累家人，他不吃不喝，想尽快结束

自己的生命。老伴就劝他说，像你这样不行，人家

有病都是向好的看，你咋想寻死？咱还是找下人家

刘大夫，治好了更好，万一治不好就是你的命。他

老伴来找我，进门便说道，“兄弟，你哥这病就交

给你了，放心地看，只要你把他看的自己能管了自己，

我就给你磕个头。”

听了这话我为难起来，大医院治疗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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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有什么回天之术？但当我看到她那焦急和企

盼的神情，就决定用颅针疗法给他治疗试试。

从此以后，我就天天上门给他扎针理疗。十多

天后，他的脚手慢慢能动了，我就和他老伴搀扶着

他进行康复锻炼。二十多天后，他自己柱上拐杖能

走路了。五十多天后，他扔掉了拐杖。看到他行走

的身影和脸上的笑容，我心里非常高兴。回来的路上，

不由得就哼起了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赤脚医生向

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

心暖万家”。

六、志愿服务集众力  陪伴病患胜家人 

在日常工作中我发现，有些群众不光需要看病，

还有很多生活上的困难无法解决，而我一个人的能

力很有限，于是我就决定组织一些身边的热心人，

相互帮助。2016 年，我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一有

时间就会去帮助村上的孤寡老人、留守老人、常年

卧床的病人。近些年来，我们开展了 300 多次志愿

服务活动，队员也从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

几十个人，县上也以我的名字成立了“潼关县刘永

生志愿服务队”，长期活跃在社区、乡村，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新冠疫情期间，我主动和村委会取得联系，

在村干部的指导下，召集志愿者服务队成员开展疫

 

情防控相关工作，动员志愿者捐款、捐物 3万余元，

用于村上疫情防控，并动员 80 人献血两万多毫升。

作为一名村医不仅要做到“会预防，能诊断、

会看病、能治疗、会转诊”，心理安抚也是治疗之

外需要做的事。村民党红喜被确诊为脑瘤，回来后

头疼呕吐，双眼渐渐失明，他媳妇找到我说：“你

兄弟这病不能手术，现在不吃不喝，脾气暴躁，整

个人都变了，大夫说也就半年光景了，你能不能给

看一下？”看了他所有的检查单后，我知道我能做

的也就是给他减少些痛苦，让患者走的平静些。我

于是我把他当成最重要的一个病人，一有时间我就

去找他拉家常，给他讲些奇闻异事，忙了就给他打

个电话。割舍不开的情谊，把我们俩紧紧地连在一

起。有时一天他能给我打 20 多次电话，我都耐心地

听。有时天晚了，他要想和我聊天，我也从未拒绝。

有一次他给我说想摸一下华山脚下的宝莲灯雕塑，

听说摸了病就能好。不管这么做能行不能行，我还

是让儿子开上车，带他一起去，了却他的心愿。半

路上他晕车吐了我和儿子一身，我俩没有半点怨言。

有天他说想喝三七粉，听说是能治他的病。尽管天

下着大雨，我和儿子依然冒雨开车给他买回来。我

们像家人一样度过了 3 年，最终他还是走了。让我

欣慰的是，他在希望中活了 3 年，走得很平静。

七、亲情乡情皆难舍  含泪扶助解危困

从医 49 年来，有一件事情至今难以忘怀。1985

年冬，村民谢双喜兄弟三人在家自制花炮，由于操

作不当引起爆炸，现场断臂残肢，血肉模糊。这场

事故中，老大双手残废，老三双目失明，家境就此

败落下来了。谢家出了这个事，兄弟三人连死的心

都有。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医生，我不能不管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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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疾苦。随后，我就给老大看手，给老三看眼，

想方设法帮他们承包滩地、种果树、养猪，让他们

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1991 年，我给谢双喜介绍了个对象，姑娘一看

到他们家的状况，没一间像样的房子，打起了退堂

鼓，坚决不同意。为了成全这门婚事，我就一口承

诺把自家的房子让给谢双喜结婚用。可这个决定让

我的家里一下炸开了锅，平时好脾气的媳妇立马变

了脸：“啥？你要把房子给他！房子给了他咱们家

人住大街上？今天你要是把房子给了，咱们立马离

婚！”我就劝媳妇说，咱没房，可以住在村卫生室；

双喜没房，就要打一辈子光棍。当初，要不是老支

书和乡亲们给咱家的二十块钱，我现在就是个残疾。

我也是一名党员，我要向当年老支书一样帮助双喜

度过难关。就这样连说带哄，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

谢双喜，我们一家人住进了村卫生室。结婚的时候

还给他拿了二千块钱让他作为彩礼。婚后，又给他

买了辆三轮车，让他在县城拉货挣钱。

第二年的三月初八，双喜开着三轮车到县城办

事，在回来的路上碰见了我父亲，便好心捎他回来。

谁能想到，半路上出了车祸，我的老父亲不幸去世。

当不幸的消息传来，我两眼一黑瘫在了地上。老母

亲和我的兄弟姊妹不停地骂我怨我怪我，埋怨我当

初给双喜买三轮车，才导致我父亲不幸离世。那几天，

我不想吃不想喝，每天以泪洗面。当得知家人要把

谢双喜告上法院，为我父亲赔偿，我内心非常纠结。

面对逝者和生者，亲情和乡情，我经过几天几夜思

想斗争后，还是决定要原谅谢双喜，因为他不是有

意的。为了说服家人放弃起诉，我跪在母亲面前连

磕三个响头哭着求说：“妈，车祸是意外，谁都不

愿意发生。我爸已经不在了，双喜还小，饶了他吧。

如果打官司，把他一辈子都毁了！”母亲含泪点了头。

后来，我又瞒着家人给他贷款 8 万元，在村上承包

了 30 亩地，再资助他买了一辆拖拉机，让他走上了

勤劳致富的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八、祖孙三代从医路  医者大爱续仁心

过去，我们村是“天晴一街土，下雨满街泥，

一个药箱一把伞，一双布鞋路上赶”。现在，国家

加大了对基层卫生的投入，我们村建成了五室分离

的标准化卫生室，配备了化验、制氧、心电图、理

疗等设备，基本药物和公共卫生补助能够按时发放，

现在我们村是：“道路平、路灯明，卫生室门前停

有 120；如果有人疾病发，十分钟后到他家。”我们

村医的收入也有了保障。条件好了，我的劲头也更

足了。

以前我行医是靠自学和实践摸索，现在则需要

专业的全科医生。儿子医学院校毕业后，我动员他

回到村里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后来孙子上大学也报

考了医学专业。我们一家人要把治病救人这项事业

一直做下去。

从医 49 年来，我接诊的病人不知有多少，也不

知道出了多少次诊，更不知道为退伍军人和困难群

众免去了多少医疗费用。但是，我始终记得我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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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生，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能给予别人所需要的

帮助是我最大的快乐。在出诊的路上，任凭尘土飞扬，

任凭满身的汗味无花香芬芳；不管是夏日酷暑似火

烘，还是寒冬冰雪刺骨疼；哪怕顶风冒雨抱阳背月，

我也无怨无悔永不停歇，只把疲惫埋在肚里，藏在

心底。只要能看到患者脸上露出的笑容，就是我最

大的幸福。

多年来，党和国家给予了我至高无上的荣誉，

激励着我不断前行，在身边这片热土上步履不停。

荣誉的背后是各级领导的支持，群众的信任，家人

的默默付出，以及时代机遇的馈赠。我从内心里感

谢所有的支持、信任和鼓励，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

我自身的局限性。人生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获得过多

少光环，而在于成长过程的付出，在于对社会的贡

献和影响。我会将这些荣誉转化为动力 , 督促自已

继续真诚地付出，而不沉溺于标签化的虚荣。

习近平总书记说，走得再远都不要忘了来时的

路，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作为一名

乡村医生，我会继续背起出诊箱，行走在为村民服

务的乡间小路上。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一辈

子做下去，坚定不移！因为我要守一方阵地，护一

方健康！

【编者的话】

刘永生，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荒移村乡村医生。

从医49年，出诊近万人次，为群众垫支医疗费数万元，

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乡村里的 120”。获得了一系

列荣誉：

2014 年，获陕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陕

西省白求恩精神奖”；

2015 年，入选中共中央文明办“中国好人榜”； 

2015 年，获陕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三

秦最美医生”称号； 

2016 年，获中共陕西省委“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2017 年，获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三秦楷模”

称号； 

2017 年，获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陕

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2019 年，获中共中央宣传部、文明办、全国总

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2020 年，获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陕

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

2022 年，获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第十四次党代

会“模范履职党代表”；

2023 年，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卫健委“全

国最美医生”称号。

刘永生作为乡村医生，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

以精湛的医术守护乡亲健康，展现出了高度的职业

奉献精神与社会责任感。他医术扎实，通过长期学

习与实践，熟练掌握农村常见病诊疗方法，成为村

民信赖的“健康守护者”；他医德高尚，对患者一

视同仁，不分贫富贵贱，倾心救治，甚至主动垫支

医疗费用，彰显了医者仁心的大爱情怀；他坚守初心，

49 年扎根乡村，用行动诠释了“救死扶伤”的职业

信仰，成为基层医疗的“定海神针”。他不仅是村

民健康的“守护神”，更是乡村医疗事业发展的“活

招牌”，其事迹令人敬佩，精神值得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