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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开花光圪针”这是一句俗语，描绘的情景是枣

树到了开花的时节，却只见枣芒不见繁花。在社会生活

中，类似“光圪针”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一现象表现的是

人们在工作中只注重投入，不注重实际投入和结果效果

之间的对此。

一些部门或者个人在搞建设项目的时候，把大量的

精力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却未能同步完善与项目建设配套的相关产业配套。大

量投入看似很“扎眼”，就如同枣树那尖锐的圪针，可后

期所产生的效果却不明显，甚至看不到，这样的现象未

能达到预期目标。

在民生领域，一些惠民政策的落实也存在这样的问

题。相关部门大力宣传政策，投入大量精力做表面功

夫，却在实际执行中出现偏差。主要表现在实际的落实

中，落实力度不大，具体做法和预期想法存在反差，使得

美好愿望落空，惠民之花迟迟未能绽放。

出现“枣树开花光圪针”的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主要是决策者急功近利，过于追求短期的政绩，只

看重表面的“刺”，忽视了长远发展的“花”。再者就是决

策过程缺乏深入调研，没有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和群众需

求，导致实行过程与现实脱节。

要让枣树既开花又长圪针，需从多方面入手。首先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目光长远，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决

策前要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实际情况，确保政策的科学

性和可行性。唯有此，才能打破僵局，社会发展、民生改

善等事定会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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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湫水河畔，晨雾缭绕的村落里，临

县冯家会的乡村医生冯卫明提着急救药箱，挨

家挨户上门巡诊。今年 47岁的他，用脚步丈量

着冯家会村的每一寸土地。泥泞的小路，漆黑

的夜里，村民一个电话，穿上衣服，拿上包，推

门就走。不分春夏秋冬，不论上班时间或节假

日，只要村民有需要，他都会风雨无阻赶去，这

一守就是 26年。

乡村医生是广袤农村地区的“健康守门

人”。他们没有温馨舒适的诊室，也没有先进

齐全的医疗设备，更多的是相对艰苦的条件和

穿梭在村舍乡野间的忙碌身影。他们不惧条

件艰难，扎根一线、热衷奉献，用专业和热忱，

不断筑牢基层医疗的坚实根基。冯卫明就是

其中的一位。每一道蜿蜒曲折的山路，都镌刻

着他为村民健康奔波的足迹，每一户村民的家

中，都留存着他饱含关切的问候。他和传统印

象里的医生截然不同，身高不足一米七，身形

在人群中并不起眼。可他浑身都散发着干练

的气场，走路带风、做事果敢、雷厉风行的模样

令人印象深刻。

生命线上的急行军

2024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将近 11点，

冯卫明被一阵急促电话惊醒。当时 78 岁的村

民薛绳英突发昏迷，家人的哭喊声穿透风雪。

他迅速穿上衣服，抓起手电筒，冲进零下十几

度的夜幕。随身携带的药包里，常用药品的包

装在奔跑中叮当作响。走进昏暗的土屋，他看

到老人青紫的嘴唇，跪在炕沿立马进行抢救。

经过几分钟，见情况没有缓和，他拇指轻捻，三

寸银针精准刺入老人的穴位中，稳准施针的指

法带着二十几年来临床淬炼的力道。针体轻

颤未止，老人眼睑已现微颤，喉头滚动发出断

续呻吟，浑浊瞳孔重新聚起焦距。

“救过来了。”他见情况稳定，便立即返回

卫生所，推着比他还要高的大氧气瓶往老人家

里走，身影在肆虐的风雪中显得格外单薄，但

他丝毫没有犹豫。狂风呼啸着，却没能阻挡他

坚定的步伐。到老人家后，迅速安排吸氧，直

到救护车到来。所幸老人因及时救治，得到了

恢复。出院后，他还经常到老人家中，察看她

的恢复情况。

“那天晚上要是没有卫明，我肯定就‘过去

了’。”薛绳英老人一直反复地跟记者说着，泪

眼婆娑。

他的出诊“比救护车快”。村民都这么说。

“干我们这行，就是要快，每次电话铃声响

起，都可能挽救一个家庭。”冯卫明说到。

这样的生死时速，在他的从医生涯中上演

了许多次。

他仍记得十几年前的一次抢救。那天下

午，他刚结束上门看诊，行至村口时，刺耳的金

属撞击声袭来，一辆失控、满载煤炭的货车撞

断防护栏，冲向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建筑工人。

他立即冲进车祸现场，看到满脸是血的伤者和

血肉模糊的腿，迅速用急救包里的止血钳夹住

伤者大腿，进行包扎。情况稳定后，他果断跑

回卫生所门口，将自己那辆漆面斑驳的银色轿

车打着，在后座铺开车内的毛毯，在众人的帮

助下将伤者平移至车内。抵达碛口镇医院时

已近傍晚，他掏出兜里的钱：“抓紧抢救！”随

后，他悄悄将 700 多元的垫付票据揉成团塞进

裤兜。直到急诊室的红灯熄灭，大家发现那辆

沾满泥浆的银色轿车已悄然消失……

岁月长河里的守望者

冯卫明的村医故事始于 1999 年的夏天。

当时，他从石家庄卫校刚毕业，经过两年的实

习和培训。期间，他不厌其烦地向有经验的医

生请教、谨慎细致而有耐心的完成每一项工

作，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习。从

给前辈“打下手”，再到自己独立治疗，他稳扎

稳打、循序渐进。

“我其实可以留在城里。”冯卫明说。凭着

优秀的成绩和扎实的临床水平，在城市医院工

作的机会摆在眼前。“村里缺医少药，乡亲们看

病不容易，我学的就是医，不回来干啥。”他朴

素的话语中透露出坚定的信念。正是心中那

份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父老乡亲健康的牵挂，他

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回乡的路。

回到村里后，冯卫明在村口建起了一间卫

生室，开启了行医之路。一套桌椅，一排药箱，

还有一张床……说是卫生室，其实只是不到 20
平方米的一间土坯房。回忆起初到诊所的日

子，条件之艰苦超乎想象。冬天寒风凛冽，夏

天蚊虫肆虐。但他从未有过一丝抱怨。后来，

在政府的支持下，他得到了一笔装修资金。但

他仍然亲自动手安装暖气，接通电路，硬是把

一个破旧的卫生室打造成了村民心中的“温暖

港湾”。他深知，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自己肩

负着怎样的责任。为了能在第一时间响应村

民的健康需求，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村卫生室，

随时接待前来就诊的患者，也因此，常年与妻

儿分离。他了解村里每一户村民的家庭基本

情况，问起村里身患重大疾病的都有谁，他能

脱口而出，他的脚步踏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

落。他用自家车免费接送患者 800 余次，每次

出诊的药包背烂了不知道多少个。

“我嫌药箱太重，跑起来不方便。”他说药

箱有时候太过笨重，携带不便，相较之下，还是

提手包更为轻便实用。他那鼓鼓囊囊的提手

包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急救药，硝酸甘油、救

心丸……应有尽有，时刻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为了提升村里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享受到

更全面的健康检查，他毫不犹豫地自掏腰包，

购置了一批便捷急救设备。从精准检测心脏

状况的心电图机，到帮助患者康复理疗的机

器，每一样设备都饱含着他对这份工作的热

忱，以及对大家健康的关怀。他的卫生室里，

急救药几乎从未断过。他还积极参加各种医

疗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

水平和技术能力。

“卫明是个好医生！他不仅医术好、人品

好，还对我们特别关心照顾。”村民们纷纷表示。

面对村民们的赞誉和感谢，冯卫明总是憨

厚一笑：“我做这些就是为了给村民服务，能让

大家少花点钱、少受点罪我做的一切都值了。”

质朴的话语中饱含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乡亲们

深沉的爱。

大爱无疆的贴心人

“注意伤口不要碰水，有什么不舒服随时

和我联系。”治疗室里，冯卫明一边叮嘱，一边

利落地戴上乳胶手套。他拿起消毒棉球，蘸取

药水，小心翼翼地为患者擦拭伤口边缘，随后

熟练地用纱布一圈圈包扎好。

村民老冯前几天干活时不慎被玻璃割伤，

手部划出一道几厘米长的口子，他第一时间找

到冯卫明，经过及时处理和定期换药，伤口已

逐渐愈合。

作为一名村医，他每天要应对各种病症，

从头疼脑热到跌打损伤，从日常感冒到慢性病

调理，他都应对自如。这份“全科本领”，是他

二十几年如一日锤炼出来的。

随后，他便挨家挨户上门巡诊，耐心为村

民测量血压、量体温、发药，这些工作他重复了

无数遍，早已形成肌肉记忆。

“药记得按时吃，春天天气反复，注意别感

冒了。”一遍遍的叮嘱和提醒，冯卫明把村里的

人当作亲人，和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和友

谊。在冯家会村村民心里，他就是最值得信赖

的人。

“乡村医生跟村民签了家庭医生服务协

议，大家的健康信息都详细记录在电脑里，他

们的健康也有了更多保障。”冯卫明说，冯家会

村常住人口 400 人，其中每月需要不定期随访

的就有 100余人，哪家小孩该打什么预防针，哪

家有慢性病该用什么药，哪家有孕妇是不是规

范产检了，他都心里有数。

“村卫生室的条件越来越好，有了更多的

仪器和设备，我给村民看病的本领强了、底气

足了。”冯卫明欣慰地说到。岁月见证，医者荣

光。二十几年里，他以村民的健康为己任，用

青 春 和 汗 水 守 护 着 冯 家 会 村 村 民 的 健 康 防

线。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乡村医疗的道路

成为村民心中当之无愧的健康守护神。

在卫生所里挂着一幅手写牌匾，上面写着

“救死扶伤、医者仁心”，这是村民樊大爷女儿

为了表达对冯卫明的敬意特意送来的。每当

看到这幅牌匾时，他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

流。他知道这是乡亲们对他工作的认可和肯

定，也是对他未来工作的鞭策和激励。

面对记者的提问，是什么让他坚持这么多

年。他坦言：“我作为一名乡村医生，为百姓解

除病痛是我应尽的职责。我也希望能继续为

村民们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为基层医疗卫

生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后的漫长岁月里，冯卫明依然会坚守在

乡村医疗的第一线，他仍旧会在这片热土上续

书写着医者仁心的动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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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3 月 5 日，汾阳市

人民检察院走进古贤社区，开展“社区报到、服

务有我”共驻共建工作，并组织“‘检察蓝’护航

社区平安，雷锋精神践行法治初心”主题党日活

动。

机关党组织到社区报到，是贯彻落实党的

群众路线、推动党建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

措。当天，该院与古贤社区正式签订结对共建

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党员互动、活动互

联、资源共享，在党建工作交流、法治宣传教育、

社区综合治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进一步

贯彻落实“四双”机制建设，推动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社区将积极配合汾阳市检察院开展各项

工作，充分利用联建共建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形成‘1+1>2’的聚合效应，进一步提升

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古贤社区

党委书记梁云鹏对“检社共建”的未来充满期待。

3 月 5 日，正值第 62 个“学雷锋纪念日”。

正式签订协议之后，汾阳市检察院组织党员志

愿者们开展了首场法治宣传活动。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围绕社区居民需求，通过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向社区居民普及婚姻家庭、未成年人

保护、防范电信诈骗等法律知识，并结合实际案

例进行详细讲解，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咨询，现

场气氛热烈。

“我们将以党建联建为纽带，继续秉持司法

为民的宗旨，积极履行检察职能，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推动社区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杨小亮

表示。

汾阳市检察院
“检社共建”护航社区平安

“听党指挥，严守纪律……”3月 14日，离石区举行 2025年上半年新兵欢送大会，67名即将入伍的新兵身着崭新作训服，胸戴红花，庄严宣

誓，肩负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即将踏上投身国防、报效祖国的新征程。 冯凯治 李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