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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民健康 
医生当甘作扁鹊的大哥

健康：当属 2016 年中国最热门的词。在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上，习总书记对人民做出庄严承诺：把人

民的健康放在优先地位。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出台，

一个伟大宏伟的工程启动了！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间，2016 年已经过去，

2017 年已经到来。盘点 2016 年，290 万注册医师、140

万乡村医生，400 多万的医生队伍在过去一年为人民群

众的健康辛勤付出，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毋庸赘述。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们有比总结成绩更重要的工

作：如何实现总书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我愿与大家

一起分享我的思考。

我想从医师都熟知的故事扁鹊见魏文王说起。

《鹖冠子·世贤第十六》记载，魏文王接见扁鹊

并问他：“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说：“长

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又问：“可

得闻邪？”扁鹊说：“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

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

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

诸侯。”

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以扁鹊名气最大，为何

在回答魏文王时却自认为“大哥最好，二哥次之，

自己最差”？扁鹊的解释是：大哥治病在病人没

什么感觉，病情发作前铲除病根，其医术却难被

认可，只在家中被推崇备至；二哥治病在症状

尚不明显的病初起时，药到病除反倒让人认为

只是治小病很灵；扁鹊治病都是在病情十分

严重时，那时病人痛苦万分心急如焚，他

们看到经扁鹊诊治后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或

很快治愈，所以名闻天下。

几千年过去了，医学和医术可谓

突飞猛进地发展，但外界和行业自

身对医师的评价仍停留在扁鹊见魏

文王时的认知水平：能治大病的才是医术最高的！能

治大病才能出名！鲜有人愿意像扁鹊的大哥那样，淡

泊名利，甘愿治未病。

近年，经济高速发展，但疾病仍处于高发阶段。

我们这个肩负总书记重托 400 万的护卫人民健康的医

生队伍，仍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救治患者的工作中，

我们仍会很忙碌，仍会很辛苦。

我们知道，这仅是治标之策，如果不改变我们的

工作重心，从源头上降低患病率，我们就无法完成总

书记的重托。

磨刀不误砍柴工，今天，国家吹响了保护人民健

康的集结号，这正好给了我们在拐弯处停歇、思考的

机会：我们需要思考长期以来指导我们前行的健康理

念、对于健康的认识，需要思考长期以来重治疗轻预

防的这条道路是否正确？

早在几千年，扁鹊和中医科学就给我们指明了方

向：解决患难者强，防患于未然者神。中医强调治未病，

现代医学强调预防医学，这和国家当下所倡导的疾病

防治关口前移理念完全一致。

我们有全球最庞大的患者群体、病种，有门类齐

全覆盖全国的医疗机构，有一支能打硬仗和胜仗，

医术精湛的队伍，具备完成总书记重托的物质和人

力条件，只要我们大家转变思想观念，甘当扁鹊大

哥，不计名利，在治未病上下功夫，我们不仅能

完成总书记的重托，还能实现中国医疗事业的“弯

道超车”。

当前，国家将健康中国置于“弯道”上，

此时此刻，只要我们 400 万医生队伍都能甘

当扁鹊的大哥，根据治未病的理念，对各种

医疗资源重新进行配置和组合，我们一定

能降低人民的患病率，把一个健康的中

国还给 13 亿国人，让 13 亿国人在解

决了温饱问题后，能在万家灯火里

以健康的体魄乐享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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