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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叔你好，我在学校里一切都

好，勿念。天冷了你们要注意身体，新年

了，祝你们新年快乐，事事顺心！”2019
年的第一天，新年伊始，周军收到了董帆

（化名）的祝福短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017年夏日的一天，志愿队像往常

一样在韩学士村进行服务，细心的队员

们发现前来量血压的马和芬老人特别憔

悴，就询问了缘由，原来老人的小儿子最

近身体不舒服，老是哼哼唧唧，加上是个

聋哑人，一直问不出什么病况，老人年纪

大了，又要照顾儿子，故而自己的身体也

有点吃不消了。志愿者了解到情况以

后，立即前往老人家中，由于随带的医疗设

备有限，他们将老人的儿子带回镇卫生院

为其进行了检查，发现是肾结石，需要手术

治疗，最后还通过协调，联系了区人民医

院，安排床位进行治疗。

因为这样一件事情，队员们对马奶奶

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年近 80岁的她

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早逝，小儿子天生聋哑

未婚，由于家庭困难，二儿媳生下孙子董帆

以后也离开了这个家，全家仅靠二儿子在

外打工的 2000多元工资维持生计，好在孙

子勤奋好学，高中时就读奉化中学，后来还

考取了一所不错的大学，“马奶奶说她没有

什么其他愿望，只希望孙子能顺利毕业，将

来做个有出息的人。”周军告诉记者，马奶

奶家的境况让队员们都非常心疼，于是他

联系了专门助学的公益组织宁波微笑公

益，替董帆申请了助学基金，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这个家的压力。

这样的故事，在志愿服务队伍中时常

发生，老人们的农副产品卖不出去，他们自

己掏钱购买或是帮助推销；哪位老人的电

饭锅不能用了，他们帮忙购买；谁家小电器

坏了，他们帮忙修理；谁生了大病需要住

院，他们帮忙联系医院、申请补助……服务

队给山里的老人们带去的，不仅仅是医疗

服务，还有那一份份发自内心的关爱。

志愿队的付出，也同样感动着山里的

老人们，每次志愿者去村里服务之前，老人

们都会自发地准备一些点心，烤番薯、烤土

豆、煮玉米、炒花生，夏天备上冰冰凉凉的

白开水，冬天生好暖烘烘的烤火炉……他

们用自己最朴素的行动，回报这群可爱的

“儿孙”们，“我至今还记得去年正月初七那

天下村的时候，老人们捧上的那杯热乎乎

的，加了各种果仁碎的糖水，这是老一辈人

待客的最高规格啊！”说起老人们对队员们

质朴的感情，周军的眼眶有些湿润。

一段永不褪色的亲情

□陈培芳
采访大雁流动医疗

志愿服务队的过程中，

每个细节都让人感动，

志愿者对留守老人们的

贴心服务和发自内心的

关爱，老人们回报志愿

者 以 最 慈 爱 质 朴 的 关

怀，这是多么和谐的画

面。

生活中总有一些故

事和情节，它们看似平

凡，却拥有直击心灵的

力量。在我们奉化，活

跃着许许多多志愿者队

伍和爱心人士，他们下

乡服务、保护环境、助学

济困、关爱老弱。在各

种公益机构、养老院，长

年累月地做着平凡而伟

大的志愿者事业，坚守

着“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初心。也有不少

受助人，义无反顾地加

入到这样的队伍中来，

用自己的行动延续着这

份人间大爱。

回望 2018 年，在奉

化也发生了许多温暖的

故事，语文老师章红玉

自掏腰包建起公益图书

馆，让孩子们寻找阅读

的快乐；奉化小伙袁江

磊兑现承诺为西非村民

建太阳能充电站，诠释

一份跨越国家的大爱；

还有马路边的爱心冰

箱，酷暑中的一杯清水，

严寒中的一碗姜茶……这点点滴滴，

都在向世人诉说，奉化是一座温暖有

爱的城市。更重要的是，这些志愿精

神，更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健康积极的

生活态度，当一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

生命的价值、对社会、对彼此抱有这种

友好的、负责任的心态时，不难想象，

我们与和谐社会的愿景目标将越来越

近。

愿志愿精神成为一座城市的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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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堰深处“大雁”飞
□记者 陈培芳

新年伊始，寒风萧瑟，尽管寒意正浓，但总有一种力
量会让你倍感温暖，在这隆冬时节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奉化西南山区的大堰镇，有一支由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
组成的流动医疗志愿服务队，一群普普通通的医护人员，
坚守悬壶济世的初心，穿梭在山区各个村子里，跋山涉
水，送医送药，用一片真心守护着留守深山的老人们的健
康，为他们带来心理上的慰藉。本期，我们关注这些凡人
善举，分享大雁流动医疗志愿服务队的故事背后的感动
与温情，愿你我都被这世界温柔以待。

“今天我区继续受冷空气影响，阴有

时有小雨，白天最高温度不足 8℃，预计

今夜平原最低气温降至 1℃，山区 0℃以

下，后半夜山区局部地区有雨夹雪或小

雪。另外受到一股新冷空气影响，30到
31日我区将有一次雨雪过程，请大家提

前准备好相应措施。”12月底的一天清

晨，上班路上的大堰卫生院副院长周军

听见收音机里播放的天气预报，心一下

子揪了起来：冷空气来了，要下雪了，山

里的那些老人们身体不知道怎么样了？

要是大雪封山了，药不够吃了该如何是

好？一个个问题萦绕在这位流动医疗志

愿服务队队长的心中。一到卫生院，他

就跟同事们商量，趁着冷空气来临之前，

进行一次流动医疗志愿服务，给老人们

做好例行检查，配好足量的常用药，以免出

现紧急状况。周军的提议得到了同事们的

积极响应和支持，大家安排好手上的工作，

联系好各村的卫生联络员，备好轻便的医

用设备，拿上老人们需要的常规药，出发前

往各个偏远村落，一群“大雁”带着冬日的

温情，飞进了深山。

志愿服务队的首站是韩学士村，韩学

士村地处大堰镇西南高山，海拔近 600米，

与新昌、宁海交界，可以说是奉化最偏远的

行政村之一。从镇上到韩学士村，虽然只

有 30多公里路，可都是蜿蜒的盘山公路，

医疗车需开半个多小时才能抵达。“上次去

马奶奶感冒了，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对

啊，还有董家爷爷的痛风药和高血压药，应

该还有一点，这次再给他配一点。”“我上次

看到韩大爷家的插线板松动了，这次特地

带了螺丝刀，给他去拧一拧。”一路上，队

员蒋武和缪盼盼一边交流，一边做着准备

工作，言谈间透露着对那些老人们的牵

挂。

“来了，来了，医生来了！”当车辆抵

达时，村民们不由得奔走相告，“晓得

咧，我正好这两天有点头疼……”随着服

务队的到来，村里的老人聚到了村办公

楼，往日幽静的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

“哦哟，今天这么冷，你们也来了啊，真

真是交代不过。来，先别急着给我们检

查，喝杯热水，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山

里的温度比城区低，看到队员们一个个被

冻得耳朵通红，老人们有点心疼，住在村委

会附近的几位老人从家里提了热水瓶过

来，给大家倒上了热水。

“自家的孙子孙女都在外面工作，一年

到头也看不到几次，周医生还是你们好啊，

每个月都会来看我们这些老婆子，比亲孙

子孙女还亲。”配完药的严根凤老人笑着对

周军说。量血压、测血糖、配药、交待日常

注意事项、建立健康档案……队员们为老

人们带去热情细致的医疗服务，驱散了山

里的寒意。

一天的时间，志愿服务队走访了 4个
村子，回程路上，大家半眯着眼睛在车里休

息，不像去时那么热闹，“虽然每次下乡都

很辛苦，但是看到老人们享受到自己带去

的医疗服务时那安心的笑容，一切都值得

了。”车上，罗益锋医生说。

一份割舍不断的牵挂

大堰镇是我区唯一的一个全山区乡

镇，全镇 40个行政村，123个自然村，只

有 4家社区卫生服务站，11个乡村医生

卫生室，有 20多个行政村没有医疗服务

站点，百姓们“看病难”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直受到各方关注。

“由于山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

利，老年人行动困难等，导致村民就医不

便。为老人服务，缓解山区就医难的问

题是我们团队组建的初衷。”周军告诉记

者，自己平时会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一些

志愿服务活动，2015年，还在江口卫生

院方桥分院工作的他曾经以志愿者的身

份来大堰为村民们提供了一些健康咨询

服务，山里老人们就医难、就医需求大的

问题让他感触颇深。2016年底，周军工

作调动至大堰卫生院，负责社区公共卫

生工作，“几次下村调研，才发现村民，特

别是山区老人们的就医难问题比我想象

的还要严重，吃的是最便宜的药，有时候药

过期了都不知道，甚至还有个别老人不知

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于是，在院领导和全院职工的支持下，

2017年 1月，大雁流动医疗志愿服务队试

运行，同年4月19日正式成立，志愿服务队

配备有经验丰富的全科诊疗医生、护士、药

剂师、公共卫生医生，集合了镇卫生院全院

的医疗力量，每次开展活动前会让医护人

员先在队里报名，基本 3天内可以报满。

去服务之前，志愿者会和村干部事先沟通

好，让老人聚集在一起，以方便看病取药。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服务队会上门

服务，为村民提供便利。

志愿服务队主要服务于韩学士、董家

岙、竹林、田墩、畈里、石井等 6个偏远村

庄。此外，还有一个敬老院。活动开展以

来，不管酷暑严寒、刮风下雨，大家每月固

定 1次前往山区开展流动医疗服务，老人

的常见病、用药习惯、个人身体情况，医护

人员都了然于胸。截至目前，志愿服务队

已服务 6000余人次，包括医疗咨询、健康

宣传、量血压、查血糖、常见病的诊疗和处

方配药等。

在下村服务的过程中，志愿者们发现，

村里现场就诊不能直接医保刷卡结算，山

区居民经常委托他们将医保卡带到大堰镇

卫生院进行结算，存在医保卡丢失的风险

和结算不方便等问题，于是他们向区卫计

局反映这个情况，在奉化区卫计局积极争

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帮助支持

下，大堰镇卫生院向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提出成立“大堰流动医疗现场结

报点”申请，大雁流动医疗志愿服务队经过

一年多的正式运行，终于在 2018年 6月 25
日对服务的 6个村（1个敬老院）开通了流

动医疗医保现场结算，为村民和老人们带

来了极大的便利，真正做到了“家门口的医

疗站”，这也是宁波市医保首家审核批准的

现场移动刷卡结算点。

在志愿服务队的影响下，更多的人和

社会公益组织加入了这样的志愿服务中，

区中医医院组织专家义诊团，每周前往大

堰敬老院进行查房志愿服务，那里的低保、

五保、孤寡老人们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资

源；区慈善总会、红十字会提供经费支持，

缓解了志愿队免费赠药的资金压力。

周军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探索一

种“医疗志愿者+村民志愿者+病友互助

团”的新型组合模式，让老人们建立慢性病

预防和自我管理体系，以专业医疗志愿者

为指导，以村民志愿者为纽带，充分发挥病

友领袖作用予以经验分享，完善老人自我

预防管理的体系，更好地守护留守老人们

的身心健康。

一支医者仁心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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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流动医疗志愿服务队合影

大雁流动医疗志愿服务队开展医疗服务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