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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第 14 个“5·19 世界家庭医生日”
的到来，5 月 17 日，余姚市河姆渡镇卫生院
以“科学控体重，健康长相伴”为主题，举
办了一场丰富多彩的健康活动。

在活动现场，“姚家医”团队为居民进行体
重检测，发放健康体重的宣传材料，家庭医生
田宇君还作了关于防治高血压的主题讲座。

养生茶饮品鉴会和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

区成为活动的亮点。“姚家医”团队为居民提供了
大枣茶、竹荷饮等养生茶饮，并详细介绍各款茶
饮的功效。

居民傅大叔高兴地说：“家庭医生特地上门
为我们打印并解读体检报告单，我的高血压现在
控制得好，多亏了家庭医生的帮助，给河姆渡镇
卫生院的家庭医生点赞！”

（张钱鸿 朱燕波）

乐伟达是北仑大碶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家庭医生。出生
于 1992 年的他虽然年轻，却深得居
民的信任，这其中就有因车祸常年
瘫痪在床的吕师傅。

低矮的小平房，窄小的房间，由
于年久失修，房屋墙面早已有了裂
缝，居室中间摆放着一张老式病床，
铁制的床栏锈迹斑斑⋯⋯尽管已过
去好多年，乐伟达却一直记得 2015
年第一次来到九峰山社区青山村吕
师傅家时见到的一幕。

那天，家庭医生团队为吕师傅
做完一系列检查并更换好导尿管
后，细心的乐伟达注意到，整个过程
吕师傅眉头微皱。

第二天，乐伟达特地来到吕师
傅家中，询问吕师傅是否在诊疗过
程中感到不适。“老吕那是难为情，
因为你没来之前，九峰山社区卫生
服务站点派来的都是女医生，他一
个大男人，还要让女医生帮忙换尿
管 ，既 羞 愧 ，又 恨 自 己 身 体 不 方
便。”吕师傅的妻子告诉乐伟达。

“这个问题交给我解决吧。”之后，
乐伟达开始努力学习医疗专业技术，
并主动接过了上门服务吕师傅的任
务。从此，乐伟达成了吕师傅家的“常
客”，有什么紧急的事儿，吕师傅的妻
子会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时间一晃
就是近 10 年，乐伟达已为吕师傅上
门服务了 156 次，不论刮风下雨，还是
疫情防控时期，从不间断，他也亲切地
称吕师傅为“吕大哥”。

那天，吕师傅的妻子在电话中激动
地告诉乐伟达：“乐医生，我们家老吕的

手⋯⋯好像⋯⋯微微能动了！”“真的
啊？”下了班，他第一时间赶到吕师傅
家，惊喜地发现吕师傅的康复情况超出
了所有人预料。乐伟达赶紧趁热打铁，
又帮他做了一次康复训练。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乐伟
达穿梭在乡间小路，为许许多多家庭送
去令人心安的问诊服务。曾经腼腆、青
涩的小伙子，如今已成长为“北仑区优
秀家庭医生”。他说：“我从小的梦想就
是成为一名好医生，为家乡的老百姓服
务，我会继续追逐年少时的梦想。”

我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来自宁波四位家庭医生的故事

有一种暖心陪伴，近在身边；有一种健康守护，
想你所想。家庭医生正在成为我们身边的健康“守门
人”。2011年，宁波在全省率先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试点工作。2015年 5月1日起，宁波全面实施家庭
医生制度。据统计，到2023年底，全市签约家庭医生
的居民从2015年的15万增至204万，154家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540个，签约家庭医生
4040 人；2023 年，全市家庭医
生共为签约居民提供预约就诊
服务169万人次，提供出诊
服务2.3万人次。

今天是第14个“世
界家庭医生日”，记者
特别采访了宁波的4
位家庭医生，让我
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家
庭医生的故事吧。

“毛大爷，我们来看您了！”5 月
5 日上午，奉化尚田街道张家坑村
后岗山的毛大爷家，来了两位“白大
褂”，他们是尚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科的主治医师周怡和她的
同事。

“党的政策太好了！真的要谢谢
你们这些医生。”毛大爷看到他们，
眼里满是感激。一月一次，周怡和她
的家庭医生团队轮流来看望毛大
爷，为他检查身体、送医送药。

尚田地处山区，几十个自然村落
零星分布于深山冷岙。山路崎岖，山
里的老人求医问药极度不便。张家坑

村后岗山的毛大爷就是其中一个。
毛 大 爷 今 年 70 多 岁 ，肢 体 残

疾，行动不便，老伴已去世，可他拒
绝随子女离开大山。老人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识字不
多、记性又差，经常记错药物，血压血
糖极不稳定。周怡了解到这些情况
后，和团队其他人沿着山路驱车 40
余分钟进山，又在湿滑的山路上步行
十几分钟赶到毛大爷家，为他免费办
理了家庭医生签约手续，帮他检测血
压血糖，还对他的各种药物进行了整
理分类和标记，以方便大爷按时服
药。从此，毛大爷有了自己的家庭医

生，他的病情得到了平稳控制。每月家
庭医生上门看望毛大爷的日子，他都会
早早地在家门口等候。

一天又一天，周怡带着团队穿行
在蜿蜒的山路中，翻过一座又一座大
山，为像毛大爷一样的老人上门送医
送药，成了老人心中的依靠。

楼岩村的汪大爷是一位患有糖尿
病的失独老人，双眼近乎失明，与老伴
汪大娘相依为命。一天，正在楼岩村为
村民开展慢病随访的周怡突然接到汪
大娘的电话：“小周医生，我家老头摔
倒了，起不来，怎么办？”“先别动他，我
们立即过来！”周怡和同事飞奔赶到汪

大爷家。汪大爷骨折了，好在处理得
当，经过上级医院的治疗后转危为安。
出院后，汪大爷仍需接受后续治疗，可
因长期服药，他的农保门诊报销额度
已经用完了。怎么办？周怡安慰急哭了
的汪大娘：“不要急，我来想办法。”咨
询相关政策后，周怡为汪大爷建立了

“家庭病床”，又邀请上级医院的骨科
专家一月一次上门治疗。

慢慢地，汪大爷可以拄着拐杖起
身走路了。汪大娘的眼中又有了光，看
着彼此搀扶、相濡以沫的一对老夫妻，
周怡说：“我们医好了他们的病，也给
予了他们生活的勇气。”

记者 陈敏

骆 锦 波 上 门 为 签骆 锦 波 上 门 为 签
约居民服务约居民服务。。

（（医院提供医院提供））
乐伟达为吕师傅上门送乐伟达为吕师傅上门送

服务服务。。 （（陈敏陈敏 摄摄））

薛融正在接诊患者薛融正在接诊患者。。 （（陈敏陈敏 摄摄））

薛融是余姚兰江街道下菱社区
卫生服务站的一名家庭医生。在薛
融的手机里，珍藏着一张特殊的锦
旗照片。她告诉记者，这面锦旗的背
后，是她与一位老人相处多年的故
事。

老人姓张，患有糖尿病，是薛融
的签约病人。因多年的细心照护，在
薛融的心里，老人就像是自己的爷
爷。张大爷通情达理，可记性不好，
总是记不住自己日常服用的药名。
后来老人想了一个办法，恳请薛融
将他的常用药物名称打印在一张纸
上，他每天随身带着这张纸。薛融也

将这张医嘱单照片存放在微信收藏
夹里，以便随时回复老人的咨询。从
此，老人再没漏服、错服过药品，病
情也控制得相当平稳。

不幸发生在 2018 年 5 月 15 日
早上。这天薛融早早地来到下菱社
区卫生服务站，突然门外有人求救：

“医生，公交车站有人突然晕倒了！”
薛融立即带上听诊器、血压计

跑到公交车站，只见张大爷瘫倒在
地。老人嘴唇发干，已没了心跳。“张
大爷！张大爷！”薛融立马跪倒在地，
给老人做心肺复苏术，同时让一旁
围观的人打 120 急救电话。薛融急

救了 10 多分钟，可老人仍然没有恢复
心跳。

载着老人的救护车疾驰而去，泪
流满面的薛融不断地在心里祈祷奇迹
的出现。但她最终等来的是老人子女
送来的一面锦旗。“谢谢您！薛医生，在
我爸人生的最后时刻，是您给了他温
暖。”老人的子女说。

在老人的最后时刻送上人世间的
温 暖 ， 这 对 薛 融 来 说 并 非 第 一 次 。
2020 年末，下菱新村一位卧床 6 年的
老婆婆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行程。在她
奄奄一息之际，她的老伴拨通了薛融
的电话。匆匆赶到的薛融立即对老婆

婆实施抢救，奇迹终究没能出现，老
婆婆还是走了。看着失落的薛融，老
婆婆的老伴安慰她，老伴很早就和他
商量好了，如果有一天她快不行了，
不要叫 120 救护车将她送去医院，只
想请小薛医生过来陪她最后一程就心
安了。老人说，6 年来，在他老伴心
里，小薛不仅仅是一名医生，更是她
的亲人。

采访中，薛融说，从事家庭医生
10 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每每想
起来，她总觉得欣慰无比。她庆幸自己
选择了这份给人温暖的职业，并会将
这份温暖持续传递给更多的人。

成为山里独居老人的依靠A

为老人最后一程送上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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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追梦人”C

相关链接

D
在余姚市中医院医共体河姆渡

分院的家庭医生骆锦波心中，有一
名已牵挂了 10 年的“天使宝宝”。

那是 10 年前的一天，河姆渡镇
车厩村的一出租屋内，产妇小雷抱着
早产的儿子愁容满面。让夫妇俩难以
接受的是，孩子居然患有先天唇腭
裂。当骆锦波和一名儿保医生来到小
雷家时，屋内没有那种迎来新生命的
喜庆氛围，有的只是一声声叹息。

早产的孩子会不会发育不好？
身上的缺陷能不能治好？治疗会不

会花很多钱⋯⋯想到孩子的未来，
小雷泪流满面。经多方联系，骆锦波
了解到，在孩子户籍地可以申请免
费救助。第二天中午，她立即来到小
雷家中，帮助他们向孩子户籍地的
妇保院申请救助。

“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
热心的骆锦波温暖了手足无措的一
家人。小雷坐月子期间，骆锦波和儿
保医生一次次去看望母子俩，耐心指
导小雷喂养孩子，并不断鼓励她。终
于，小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后来，孩子免费做了唇裂、腭裂修
复术。如今孩子已 10 周岁了，很阳光，
成绩也不错。

骆锦波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孕产
妇是她的主要签约对象。看着每一个
孕妇平安分娩，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成
了骆锦波的快乐源泉。就在前不久，她
收到了曾经的签约对象小余发来的怀
孕信息，心里一阵惊喜。小余第一次怀
孕时不幸遭遇胎停。

“我的微信和电话 24 小时为你开
着。”骆锦波安慰她。在骆锦波一次又

一次的上门访问、耐心开导下，小余终
于走出了阴影。

骆锦波说，她的手机微信中有一
个 200 余人的“孕妈群”，有两个 100 余
人的“育儿群”，只要一有空，她就会回
复每一个咨询。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
每一个签约对象：“对你们健康的牵
挂，是我们家庭医生的职责。”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全市 4000
多个家庭医生，默默地守护着居民的
生命健康，每一天都在演绎着医患之
间温暖、和谐的故事⋯⋯

牵挂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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