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振江是北京市昌平区

黑山寨村卫生室的一名普通医

生，回想 2014 年，他坦言，

并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只有

平淡的日常琐事。

黑山寨村卫生室坐落在村

头马路边，一座白色简易房孤

零零地看着往来车辆。别看它

简单，它可是附近几个村唯一

的卫生室。

“虽然卫生室看不了大

病，动不了手术，取不了子弹，

缝不了刀伤，然而帮村民们治

个感冒、量个血压还是绰绰有

余的。”张振江笑道。

在村卫生室的工作是琐碎

的，让人几乎记不起具体的某

件事。不过仍然有些片段让张

振江记忆犹新。

患者安全是第一位的

 一次，一名村民到卫生

室看病，当时依据病情，张振

江为患者输了液。“张医

生，孩子要放学了，我得

回家做饭，液的速度给我

调快点吧！”张振江苦口

婆心地规劝患者：“输液

速度是根据您的年龄、病

情、药物性质、输液总量

和输液目的等多方面因素

确定，不能单靠您的感受随意

调节，更不能为了赶时间随意

调节。输液是有合适的滴速

的，过快或者过慢都会影响药

物疗效。”最终，他用自己的

专业取得了患者的理解。

近年来，村卫生室静脉输

液业务开展广泛，然而有一部

分确实属于“小病大治”、“大

病久治”，既浪费了医疗资

源，也对患者的健康造成潜在

危害。而大部分村卫生室硬件

条件薄弱，没有独立、清洁的

治疗室和输液观察室，缺少必

要的抢救药品和器械，一旦出

现输液反应，难以进行有效的

应急处置。为保证患者安全、

有效就医，考虑到村卫生室的

现实情况，张振江主导结束了

村卫生室静脉输液业务。

“治病最重要”

因为和村里人的关系情

同兄弟姐妹，张振江对村民就

医给予特别关照。家境贫困的

或者忘了带钱的村民，总会赊

账治病，泛黄的笔记本上 , 密

密麻麻地写满了赊账的日期、

姓名和金额。对于这些人，张

振江是宽容的，除了给他们看

病，有时还自掏腰包帮他们垫

药费。他说：“病治是最重要的，

病治好了以后，再付钱。”然

而，一些帐很快就会从本子上

划掉，另一些却从未被划掉。

乡村医生虽然平凡而普

通，但在平凡中蕴藏着伟大，

平凡中透露着他们的敬业精

神。每天，张振江都要求自己

去村卫生室值班，节假日从来

没有休息过。据同事介绍，生

病住院的几天是张振江几年来

唯一的休息日。

工作平淡  他却乐在其中

张振江常自我调侃，“虽

然当村医不能治什么大病，但

头疼脑热的小病，未能及时诊

治或者误诊也会拖成大病，因

此，基层医生职责同样重要。

面对患者，不能粗心大意，要

有仁心仁术，要尽一切可能为

村民解除病痛。”

虽然工作琐碎而繁杂，但

张振江乐此不疲。“我的工作，

总归是在帮助他人，助人就会

有快乐。更何况村里的人很朴

实，人们量完血压拿完药总喜

欢东拉西扯一番。抽着烟卷，

挥舞手臂，天南地北，口若悬河，

或诉说烦恼和痛苦，或讲述喜

悦和幸福。这种倾诉也让我平

淡的工作有了别样的色彩。”

2015 年，张振江希望继

续为这些琐事操劳，继续为村

民量血压拿感冒药，继续听大

家“侃大山”，继续期待欠账

能被划去，继续往本子上记录

那些不重要的小事……

乡里乡情牵绊我心
▲本报记者  杨萍

高血压防治重于一切 
▲本报记者  王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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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黄的笔记本上 , 密

密麻麻地写满了赊账的

日期、姓名和金额。对于

这些人，张振江是宽容

的，除了给他们看病，有

时还自掏腰包帮他们垫

药费。

张振江  北京市昌平区黑山寨村卫生室

在制作这期特别报道的过

程中，记者采访了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王

文教授，本想让平日忙碌的医

生能有个机会讲讲自己，但王

文婉拒说，“工作更重要！”

如果真要说过去一年里他最关

注的事情，还是新修订的《中

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的进

一步推广落实，“当务之急是

有计划地培训社区医生，提高

基层医生高血压防治的知识和

技能”，而不是他自己的林林

总总。

基层是高血压防治主战场

王文总是说：“高血压防

治最终还是得落实到基层，除

了顽固性高血压或合并并发症

外，80% 的高血压患者应在基

层就诊，基层是高血压防治的

主战场，基层医生才是高血压

防治的主力军。”

2009 年，新医改将高血压

纳入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范畴，

同年，为给高血压基层管理提

供技术支持，国家心血管病中

心和中国高血压联盟组织临床、

预防、社区防治专家编制了基

层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简

称指南），免费发放指南十余

万本，受到基层欢迎。但同时

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对于

如何让防控工作落地生根仍缺

乏具体内容和要求。2013 年 10

月，两大组织再次启动指南修

订，并更名为《中国高血压基

层管理指南》，经过多次研讨，

于 2014 年完成指南修订。

“只要认真、持续、科学

管理，高血压防治水平就会取

得进步。”王文肯定地说，“新

修订的指南可操作性强、注重

血压达标，应成为社区高血压

防治的指导性文件。”

他向记者介绍，新指南首

先要求加强血压测量，把高血

压患者从人群中检测出来 , 进

而改善人群高血压知晓率；鼓

励开展家庭自测血压；肯定长

期坚持生活方式的改善是高血

压防治的基石，合理使用降压

药是血压达标的关键等。其中，

关于降压药的使用，王文特别

交代，不同地区要根据当地的

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降

压药，“因地制宜，不能

一刀切”。

从头到尾，王文一直

都在介绍指南，对自己，

只字未提。

坚守成就梦想

“1999 年，我国制订了第

一版高血压防治指南。这些年

来，国内高血压防治工作者也

一直在向前奔波。但是，目前

我国高血压防治形势却依然严

峻。”说着，王文的语气沉重

起来，“而老龄化、肥胖和糖

尿病更加剧了这种局面。”

“《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

指南》适合我国国情 , 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对指南，王文

毫不吝惜他的肯定。

但 他 也 表 示：“ 高 血 压

是群体疾病，高血压防治属

人群防治，需要全社会加入

到高血压的防治队伍中来。”

两大组织计划开展第二届“燎

原计划”，推广基层管理指南，

建议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学

会协会、医疗机构、公共卫

生单位共同行动起来；媒体、

企业和社会也予以积极支持。

“更希望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认真学习和掌握指南，进而

更好地应用于高血压防治的

实际工作中。”

一次简单的交流，记者却

深感，自己似乎是渐渐忘了做

人最根本的品质，也总是选择

更容易的路去走。而有的人，

勤劳、认真、专注、坚定不移，

像是戈壁滩上最坚韧的白杨

树，默默坚守，屹立不倒。

▲

▲

王文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王文在《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培训会现场

张振江医生

“平时工作忙，没有

太多时间想其他事情，还

是希望你们能多宣传学术

的内容，宣传一下指南，

让更多基层医生受益，让

更多患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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