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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索朗片多，1987 年出生在西藏自治区江孜

县。在藏族人心目中，医生这个职业有着非常崇高

的地位，所以，我从小就立下志愿，将来要当个医

生。高考那年，我报考了西藏大学医学系药学专业，

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1 年毕业后，我被

分配到日喀则市吉隆县贡当乡卫生院成为了一名乡

村医生，2023 年 5 月调到宗嘎镇卫生院任院长。

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作为中尼边境线上的

重要门户，吉隆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复杂

的环境，成为守护国家边境健康防线的前沿阵

地。自投身工作的 14 载春秋里，我始终坚守在边

境乡村的医疗卫生一线，将医者仁心镌刻在雪域高

愿做守护百姓健康的“边境雪莲花”

索朗片多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宗嘎镇卫生院，西藏，日喀则，85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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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每一寸土地上。从日常疾病诊疗到重大疫情防

控，从基础医疗保健到健康知识普及，以专业与责

任为笔，书写着边境医生守护生命、捍卫健康的使

命担当。

一、自然条件艰苦 不移医者初心  

我所在的吉隆县贡当乡深藏雪山秘境，与尼泊

尔仅一山之隔，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全乡 1200

多人散布在 11 个自然村落，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一

人。这里交通条件极差，每到冬天就会大雪封山，

夏季则滑坡、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公路

经常处于断通状态，偏远的村子动不动就成了 “与

世隔绝” 的孤岛。

记得 2011 年 12 月底，我来吉隆县报到，当时

遭遇了大雪封山，道路中断，我们新来的几名医生

一度滞留在县里，直到第二年 5 月份道路开通才到

达贡当乡。

贡当乡下辖的 11 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距离非

常远，开车也要一两个小时。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学生，

这里的艰苦程度在我的预料之外。

村民小到头疼脑热，大到各种慢性病，都需要

到乡卫生院诊治。而当时卫生院医疗条件较差，人

手也十分紧缺，加上我只有四五名医务人员。面对

复杂的就诊需求，我不仅要从事药学相关工作，还

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临床医学知识。那时候最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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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是接诊孕产妇，于是我积极参加各种助产士

培训，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迅速成长为多面手，

常常一人身兼多职，什么都要干，既要出诊看病、

开药、做检查，还要到百姓家进行公共卫生调查统

计工作。

为了方便及时上门给村民看病、产妇接生、处

理外伤，不会骑马的我开始逼着自己学骑马。刚开

始我连马背都爬不上去，后来在老百姓的扶助下终

于上了马，可是马稍微一动，空荡荡的四周没有依托，

感觉马上要掉下去了，我就吓得大叫。但是为了方

便出诊，我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学会骑马。在反复

摔打与摸索中，终于掌握了骑马要领，可以上路了。

刚开始策马而行还觉得很新鲜，可当真正踏上通往

村寨的险峻山道，才真切体会到这份使命的沉重。

山道狭窄如带，盘旋于峭壁之间，马匹行进在半山

腰时，一侧是嶙峋怪石与横斜枝桠，另一侧则是深

不见底的悬崖。马蹄稍有不慎便会打滑，而路旁随

时可能出现的障碍，更需全神贯注应对，稍有疏忽

就有坠崖风险，每一步都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但

每当瞥见山脚下村落升起的袅袅炊烟，想到等待救

治的乡亲们焦急的眼神，心底便涌起一股坚定的力

量。寒来暑往，我与马匹相互依靠，或驭马翻越高山，

或牵缰运送物资，在这条蜿蜒的生命通道上，用脚

步丈量责任，将医者仁心化作守护边境群众健康的

坚实防线。

乡里物资十分紧缺，有时采购计划还没落实，

大雪就把山路封住了。最困难的时候，我和同事只

能就着开水，硬啃过期的方便面。令我很感动的是，

当地老百姓得知情况后，总会从自家不多的口粮里

分出一些送来，带着体温的食物让我们心里热乎乎

的。  

“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这样的话，我常

听同事念叨。慢慢地，一起来的医生有的申请调走，

有的干脆辞职了。说不心动是假的，但我总想起老

家村子里缺医少药的样子——高原大山把这里围得

死死的，救护车开不上来，药品运不进来，生病的

人只能躺在家里硬扛，有的就这么没了。我是农村

出来的，太了解基层缺医少药的困境了。这里条件

是苦，可越是这样，越需要有人留下来。啃方便面、

走悬崖路，对我来说都是磨炼。我总想着，只要多

坚持一天，多看好一个病人，说不定就能给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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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条件带来一点改变。

二、守护村民健康  责任义不容辞 

边境的冬天比较难熬，我的双手经常冻得又红

又肿。每次去给患者看病，我都要使劲揉搓双手，

搓热以后才开始给他们检查。每次为患者治疗后，

我都会等到病情稳定后再离开，有时一等就是几个

小时。

除了白天看病，晚上出诊也是经常的事情。不

管寒风暴雪还是白天黑夜，只要有病人呼唤，我都

会第一时间赶到病人家。

2014 年 7 月，夏天雨后的一个晚上，凌晨一点

左右，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宁自然村村委会主任在

电话里急得直喊：“有产妇大出血，快来救救她！”

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网，只有一台座机。等我想回

拨确认情况时，却只听到嘟嘟嘟的回音。

情况紧急，我赶紧叫醒同事，又拉上村里一位

熟悉山路的老乡带路。下过雨的山路又陡又滑，根

本没法骑马，我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四

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能靠着手电筒的光辨认脚

下的路，但我们却一步不敢停歇，争分夺秒赶路，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从半夜走到天亮，整整六个小时，我们终于赶

到产妇家里。顾不上喘口气，我立刻开始抢救。一

个多小时后，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母子俩都平安了。

产妇的丈夫激动地流下热泪，在场的人也都松了好

大一口气。

踏上回程的路，我们一行三人才感到后怕：四

处都是绝壁小道，只能供一个人行走，一旦错走一步，

身后就是万丈悬崖。说实话，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

但当时哪敢想这些？乡亲们把命托付给我们，再难

再险也得顶上！

在医疗工作中，我始终把适龄儿童、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特困家庭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几年里

我徒步或骑马到偏远村庄开展巡回医疗、健康教育，

对适龄儿童接种疫苗等。在这些入户巡诊中，我和

乡亲们越走越近。在那些不能回家的春节，总会有

村民邀请我去他们家过年，我和他们的相处已经如

亲人一般了。

2018 年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有

个老奶奶在放牧时突然大口吐血。我连忙和一名村

民赶过去。牧场山高路远，我先骑摩托赶到山脚，

又骑马上山，片刻不敢耽搁。老奶奶之前的健康档

案是由我负责的，我非常清楚她的身体情况，早就

在药箱里备好了药物。喂老奶奶服药后，我又给她

输液、打止痛针。病情稳定后，准备第二天一早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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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送下山转诊。为此，我留下来在牧场过夜。帐

篷狭小，我就裹着毛毡，蜷缩在牛棚里睡了一夜。

半年后，老奶奶的女儿在路上遇到我，感激地说：“多

亏了您当时赶到，救了妈妈一命。”

一次在走村入户巡回医疗时，我不慎从马背上

掉下来。当时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到了第二天

凌晨我开始腹痛，失去了我人生第一个没见面的孩

子。同事达片得知后赶紧来帮我紧急处理，一直安

慰我，陪我度过异常痛苦的漫漫长夜，这让我十分

暖心。

乡亲们的期待，同事们的关爱，让我坚定了留

在山村服务村民的决心。守护他们的健康，是我义

不容辞的责任。

三、投身抗疫不惧险  面对家人有愧疚

我父母家远在江孜县，离吉隆县有十来个小时

的车程。女儿一直放在父母家，父母帮我带孩子，

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支持。

但我和他们一年只能团聚三四次，春节放假我也大

多是在卫生院值班，很少回家过年。丈夫偶尔也会

抱怨我给家里付出的太少，但更多的是鼓励我提升

医术，支持我在基层工作。作为父母最牵挂的女儿，

丈夫深爱着的妻子，孩子最亲爱的母亲，我对他们

心怀愧疚，感觉自己对父母没有能尽孝道，对女儿

有亏欠。但我觉得只有努力工作，才能给孩子做个

好榜样。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国。当时我正在老家

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然而，身为医务工作者，收

到单位紧急通知后，我咬紧牙关，把痛苦埋在心底，

立即购票，第二天一早跟不满4岁的女儿拥抱道别后，

急速赶回单位，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战斗中。 

贡当乡地处边境一线，新冠疫情期间防控压力

非常大。我和同事们不顾山体坍塌、泥石流灾害，

数次翻越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山，为村民接种疫苗。

2021 年 6 月，时值虫草采挖季节，村民大多不

在家，我就和同事们一座山头又一座山头去采挖地

找人。高原天气多变，原本还是大晴天，突然就乌

云密布，暴雨如瀑，司机载着我们行驶在盘山道，

山高谷深，绝壁悬崖。行驶中突然一个急刹车，所

有人心一惊，下车查看后，才发现前车轮已抵在盘

山道边缘，再往前半个手掌，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还是会心有余悸。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在风雨中完成了巡诊，没有造成一例漏诊。

在前往贡当乡汝村进行医疗巡查时，需翻过海

拔 6 千多米的高山，唯一通向村子的桥被大水冲垮。

我们一行五人紧紧手拉着手趟过没过大腿的湍急河

流。那时一旦没留意摔倒，后果将不堪设想。到了

汝村，我们没有歇息，立即入户逐一接种疫苗，同

时开展核酸采样、慢性病随访、产检、适龄儿童疫

苗接种等工作。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边境县、乡、村公路建

设的力度，加强了道路保通的队伍和设备，贡当乡

也从昔日的“孤岛”变成了道路通畅的边境乡，村

民及卫生院的生活生产困难得到了极大地缓解。

四、心中装本百姓账  乡村旧貌变新颜

春去秋来，日月交替，14 年来，我接诊过上万

人次的患者。哪一位老汉患有慢性病，哪一位老太

太对药物过敏，哪一家的娃娃何时接种疫苗，哪一

户的妇女即将临盆……村民的身体情况，在我心里

都有一本“明白账”。

多年来，藏族妇女都是在家分娩的，住院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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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无论是贡当乡还是宗嘎镇，卫生院各

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初来时，

只有最简单的听诊器和体温计。遇到大雪封山，最

长两个月没有药品运送。如今，村村都通了网、修

了路，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卫

生院的医疗器械增加了，医疗服务质量也提高了。

随着多层次医保制度的扩大覆盖，当地老百姓

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以前遇到心绞痛等疾病，

我们只能凭借经验开药诊治。现在有了新采购的“健

康一体机”，心电图、尿液和血液都能做到基础检测，

有了数据就能给患者更准确的诊疗建议。

前些年，乡卫生院医护人员流动很大。一个人的

对她们来说，既难理解又很麻烦，导致住院分娩开

展难度较大。我每次走村入户时，都会挨家挨户用

她们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做工作，改变她们的固

有观念，使她们能及时做好各项产前检查和住院分

娩。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贡当乡孕产妇住院分娩

率达到了 100%，我经手管理的新生儿数量接近 300

人。现在，我因工作原因调到宗嘎镇卫生院，还是

会经常接到贡当乡百姓的问诊电话，有的孕妇还专

程从贡当乡到宗嘎镇卫生院来进行产检。

作为乡镇卫生院的院长，我深知基层的医疗条

件比不上大城市，西藏边疆地区更为艰苦，医疗人

才尤为短缺。虽然通过公益岗位招来不少医务人员，

但专业能力参差不齐，当地医生技术水平也有很大

局限。面对这些情况，我非常希望相关部门和院校

能够多组织一些医疗技能培训，为基层医生提供进

修机会，从而提高乡村医疗水平。

在基层卫生院工作 14 年来，我做了一些平凡的

工作，党和国家却给予了我至高无上的荣誉。2022

力量再大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一直坚持发挥“传帮带”

的作用，培养多名青年医务工作者，使青年人迅速

成长起来，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为基层留下

宝贵的医疗卫生人才。得益于政策扶持，贡当乡卫

生院从最初的四五名医务人员，发展到如今的十余

人，人员结构也更加合理。我告诉大家，不仅要当

多面手，还要成为专家，做到常见病不出乡。

2023 年 5 月，我被调到宗嘎镇卫生院担任院长

工作，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

我依然坚持每月都要入户走访，详细记录村民的健

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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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被选为第二十届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2022 年

11 月当选“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

2023 年 1 月荣获“西藏十佳医生”称号、2023 年 8

月被中宣部、国家卫健委联合授予全国“最美医生”。

这一切荣誉的获得让我倍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

也让我更有前进的动力。

在藏区，大家都叫我“索朗”，在藏语里，“索朗”

是“福气”的意思。我的名字，索朗片多，就应该

是为大伙儿带来福气和健康的人。西藏有一种珍贵

的花朵叫做雪莲花，它在高原严酷的环境中，依然

蓬勃生长，象征着生命的顽强与坚韧。藏区的老百

姓守护着祖国边境，而我作为医生，义不容辞应该

成为一朵扎根边疆守护百姓健康的“边境雪莲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