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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夏季是农村交通事
故高发季节，为预防和减少农村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深入推进
农村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近日，汾
阳市交警大队宣教股与阳城中队
利用汾阳市阳城乡田屯村赶集日
开展夏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

活动中，宣传民警通过发放
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及用品、张贴
宣传海报、悬挂宣传横幅及标语、
现场问答等形式，积极向前来赶
集的群众及道路两旁的商贩讲解
农村面包车违法营运、违法载客、
无证驾驶、超员、人货混装等违法
行为危害，努力引导广大农村群
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交通
陋习。同时，民警还积极向群众
讲解了山西公安“一网通、一次
办”便民平台上线服务的内容，引
导群众扫描二维码进入该平台的

注册及办理流程，鼓励群众积极
关注“一网通、一次办”网络平台，
体验更优质、便捷、贴心的网上服
务。随后，民警们走进村民家中，
通过与村民拉家常的方式，面对
面为村民讲解了交通安全常识，
增强了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
明交通意识。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交通安
全宣传资料 2000 余份，张贴宣传
海报 10 余张，悬挂宣传横幅及标
语 7条，向 500余名群众讲解了交
通安全常识，使广大农民群众遵
法守法意识明显提升，进一步拉近
了警民之间的距离。（本报通讯员）

高宝林常记得自己从医后父亲讲过这样一
句话:“医生靠技术吃饭，村里人离城远需要乡
医”。卫校毕业后，他义无反顾回到了距中阳县
城最远的暖泉镇。医院也像模像样由卫生院成
为中心医院。那个时候的乡镇医院不分科，没
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他边治边学，受父亲熏
陶立志做一名药到病除的医生，多次去省城医
学院培训，到大医院拜名师求学。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暖泉镇人口
达到最高峰时，暖泉中心医院是仅次于中阳县
医院的第二医院，内外妇幼科、中小手术都能独
立开展。得益于丰富的学识和宝贵的临床实
践，高宝林成长进步很快，已成为一名合格的全
科医生。

合格的医生必须具备高超的技术与高尚的
医德，高宝林的“民医”雅称也就是从那时的暖
泉镇传开。暖泉镇是中阳县西部最偏远乡镇，
有大山阻挡，当时道路不畅，交通不便，暖泉区
域有川、沟、垣 32个自然村分布其间，该镇最偏
远的村子距中阳县城 100多里，与石楼县、柳林

县偏僻村庄交叉相邻。恶劣的自然环境注定让
行医成为一件苦差事。

“选择从医就要像父辈学习，奔走乡间受
人尊重。”高宝林用简单的几句话总结自己在
暖泉镇行医的经历。半夜三更敲门、爬山趟河
去位于山庄窝铺的患者家出诊是司空见惯的
事。暖泉 32个自然村，甚至与暖泉邻近的石楼
县的几个自然村庄他都跑了个遍。进过大部分
村民的家门，救病人于危难之中的故事不胜枚
举。

当医生累，当一名乡医更是有诉不完也道
不尽的苦楚。有一年春节，高宝林邀请了几位
好友在家一起聚餐，刚举起酒杯，突然，有个年
轻人风风火火推门进来，来人是石楼县龙交乡
与暖泉邻近山村的，妻子难产，婴儿一条腿已出
体外。十万火急，他连忙撂下酒杯下炕，匆匆赶
到医院召集医生马上进行剖腹产手术，几个小
时后，母婴平安。待高宝林返回家后，眼前的一
幕令他哑然失笑，桌子上一片狼藉，酒没怎么
动，盘子里的饺子被扫劫一空。

中阳“民医”高宝林
□ 文/图 本报记者 曹永亮 本报通讯员 刘世武

“医者，活到老学到老，学
无止境。”高宝林将这句话作为
自己的座右铭。在长期的乡村行
医生涯中，他发现：医生要学的
东西太多了，多学一点也许就能
多救几条人命。农村农药中毒事
件经常发生，发现中毒现象后，
首先要做的是电话咨询农药厂家
药物化学配方和相应的化学解
药，但农药中毒危险期不出半小
时，时不我待，他只能以自己钻
研学到的知识，用化学成分相近
的药物解毒，他用他的法子从死
亡线上捡回几条生命。

“医生要懂得谦虚，实事求
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高宝
林认为，无论是医生还是医院，
要想提高，必须学会走出去、请
进来。通常，医院来了患者涉及
创收，都不情愿让患者转院，但
他不这样想：“医生不分年龄段
都需要学习，乡镇医院条件有
限，通过望、闻、问、切感觉病
理苗头不清，应该立即建议患者
转大医院；有时病症已清，医术
却有限，也得请外面专家进院，
这不仅是对患者负责，而且也提
升了自己的医术。”乡镇医院面
对的患者为农民，因此，他在开
药时，把握一个原则：尽量选药
效最佳的便宜药，力争药到病
除，让患者看得起病，最大限度
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好大夫活在群众心里，高宝
林在暖泉行医的好口碑传至县
城。2000年 6月，中阳县卫生局
把他由暖泉中心卫生院副院长调
到县城城关中心医院任业务副院
长。这则消息在暖泉镇炸了锅，

“暖泉人离不开高宝林”。连续两
届县人代会上，“高宝林调回暖
泉”成为暖泉组必提建议。

在回城热的潮流中，高宝林
却动了回乡的恻隐之心，他依然
眷恋着偏远山区的乡亲，于是主
动提出回暖泉医院的申请。阔别
两年后，他又见到了熟悉的乡亲
们，暖泉的沟壑梁峁上又出现了
他的足印。

高宝林的返乡事迹引起了党
和 政 府 的 关 注 。 2005 年 开 始 ，
每三年一届，他连续三届被评为
中阳县优秀人才，并荣获吕梁市
劳动模范称号，连续十几届被评
为中阳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如今，退休后的高宝林，依旧深
爱着自己的职业，受聘于中阳县
城某医院，冲在临床一线，每天
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群众
看重的就是他的好口碑。

“你的手术做了有八九年了吧？”
“九年了。”
6月 18日，在中阳县某医院接诊室，

高大夫一边给患者把脉，一边眼睛盯着
候诊的几位患者中一位 50 多岁的农村
妇女。眼前的这位患者，他曾经给治疗
过。二人一席对话让在场的人一阵唏
嘘。“高大夫好记性！这么多年还记得治
疗过的患者病情。”

时针指向中午12时，仍然还有五六位
患者等着就诊。只听见有患者悄悄议论：

“该下班吃饭了，怎么办呀？”高大夫听到
后笑着说：“大家不要担心，等把大家都看
完我再去吃午饭。”

上面提到的高大夫就是中阳县妇孺
皆知的“民医”高宝林。

今 年 63 周 岁 的 高 宝 林 出 生 在 医 生 之
家。从记事就目睹父亲高廷珍肩背柳条编织
筐做成的出诊箱行走在暖泉镇的山村窝铺。
那时，暖泉人民公社在几孔砖窑洞成立医院
也不几年，由几名乡村大夫组成医生团队。
在高宝林的记忆中最奢侈的治疗手段就是注
射针剂、几样普通西药和土法中药。“阑尾
炎、肠梗阻、重感冒土话叫流水病，现在根
本算不上什么病，可在那个年代却能夺走许
多人的生命。”高宝林说。

家乡农村缺医少药的困境和医治康复后
患者欣喜万分的心情给高宝林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他的愿望是长大后做一名救死扶伤造
福乡邻的大夫。

高宝林对自己的评价是：“生不逢时的
幸运者”。生在“文化大革命”，上个高中都
受限制推荐，只因父亲在旧政府做过小差役
而推荐无门，也许父亲还略通医术和敦厚善
良的人品，高宝林被推荐上了暖泉中学高二
班。两年高中毕业后，他响应号召成为回乡
知识青年当了农民。在人才匮乏年代他也是

“香馍馍”，有许多行政、事业单位青睐这棵
肯吃苦头脑机灵的好苗苗，但父亲一直阻止
儿子从政。此时，大宝林几岁的哥哥已经跟
着父亲走村串户行医治病。20 出头的他在
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徘徊。夹杂着对求知
的渴望和前途的惆怅，他选择在村里当了一
名民办教师，既能听到朗朗书声，又能满足
自己对知识的渴求。

“文革”结束，国家恢复高考，给正在
憔悴中的高宝林注入强心剂，几个高中同学
凑一起共同发誓参加高考。通过一年对中学
课程的复习，第二年，在父亲的鼓励下，他
填报了医学志愿，被吕梁卫校录取，实现了
自己的上学梦，圆了父亲盼子从医的夙愿。

实事求是精益求精
赢得好口碑

生不逢时命运眷顾
圆了上学梦

吃苦耐劳技术高超成就名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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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进农村 交警也“赶集赶集””

高宝林在给病人开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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