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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角布满皱纹、鬓角斑
白，左腿行动障碍、步履蹒
跚，65岁的韩四虎是内蒙古武
川县中后河卫生院一名接种医
生。

基层防疫接种工作责任
重、条件差、待遇低，韩四虎
却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地坚守
了40多年。从骑马、骑驴，到
骑自行车、摩托车，再到开小
轿车，他几乎每天都走在“出
诊”的路上，守护着 48个村、
262平方公里孩童的健康。

“多会儿叫多会儿到”

仲夏时节，内蒙古农村天
亮得很早。早上 5点多，韩四
虎已经起床，简单洗漱后，他
穿上白大褂，背上医疗箱，开
始了一天的出诊工作。

城市孩子对打疫苗的记
忆，基本是到社区医院登记、
排队、打针。然而在偏远的乡
村，尤其是内蒙古这种地域广
阔的地区，村民居住分散，交
通不便，这项工作需要接种医
生挨家挨户上门完成。

驱车10多公里，韩四虎来
到西红山子村，给一个 3岁娃
娃接种流行脑炎疫苗。除了询
问孩子的健康状况等信息外，
他还特意从孩子家长手机上查
看了以往的接种记录。“这个
娃娃以前的疫苗是在外地接种
的，现在回来了，我就要及时
帮她打上针，做好登记。”韩
四虎说，疫苗接种率有严格要
求，要做到一个娃娃不漏。

农村和牧区，预防接种的
担子大多由一两个工作人员承
担，基层防疫工作十分重要，
却“力量单薄”。韩四虎不仅
要完成防疫接种重任，还挤出
时间给村民看病。“村里的留守
老人，生病住院没人照看，只能
在村里治病，全靠医生出诊。”

一上午，除了西红山子
村，韩四虎又接连跑了四五个
村子，给患有腰椎间盘突出、

心脏病、胆结石等各种病症的
多位老人进行了治疗。测血
压、配液、挂吊瓶、消毒、扎
针……韩四虎忙得一刻不停，
脱鞋上炕、挂吊瓶这些动作让
他有些吃力，不一会儿就冒出
了汗珠。

东后河村村民高挨锁看在
眼里，竖着大拇指说：“韩大
夫可辛苦了，自己腿有点残
疾，还到处去给人看病，不管
刮风下雪，半夜三更，多会儿
叫多会儿到。”

记者跟随韩四虎出诊时发
现，不时有村民给他打电话请
他去出诊，还有村民一看到韩
大夫的红色小轿车，就赶紧跑
来买药。原来，为方便村民买
药，韩四虎的车里装满了各种
药品，就像一个“移动小药
房”。

“干了 40多年，每年都跑
两三万公里，山山水水都走遍
了，村里上到 90来岁的老人，
下到 2岁多的娃娃，我都能认
下 来 ， 大 人 们 都 有 我 的 电
话。”韩四虎说。

“一颗小糖丸要送三四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
要求疫苗口服率达到 95%。武
川县山区丘壑交错，村庄散
落，有的村与村之间相隔几十
公里，基层防疫人员要达到国
家要求的接种率，担子可不
轻。

有的疫苗怕热，有的疫苗
怕冷。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糖丸
就怕热，需要冷链保存。卫生
院没有冰箱，韩四虎就在广口
暖瓶里放上冰块或冰棍，再装
上疫苗一家一家送，这个土办
法用了好多年。

“我骑坏了4辆摩托车，山
路太难走，轮胎走着走着就崩
烂了；土太大，链轮骑不了一
两万公里，就废了。”韩四虎
还记得，十几年前，他去距离
乡卫生院 20公里的公忽洞村，
途中遇上了暴风雪，只能推着
自行车，拖着残疾的左腿，踏
着厚厚的积雪，一步一步地蹒
跚移动，走了 3个多小时，手
脚和脸全部冻伤，终于给两名
儿童送去了糖丸。

尽管费尽辛苦把糖丸完好

地送到了村里，有时却赶上孩
子不在家，或发烧腹泻，没法
接 种 。 为 了 确 保 “ 一 个 不
落”，他要反复跑三四趟，苦
口婆心做大量工作，才能把这
颗小糖丸送到孩子的嘴里。

多跑几趟不算什么，真正
让他心酸的是“拒打”。

有一次，韩四虎来到村里
给孩子们接种麻疹疫苗，一些
村民把他围堵起来，认为打疫
苗“害人”。有的老人说：“我
们几代人都出过‘糠菜’（实
际上是麻疹），只有身体发出
来疹子，人才会健康。”韩四
虎只好拿自家孩子打过麻疹疫
苗之后，没有出过疹子、也不
容易被传染的实例跟大伙儿讲
道理，又说服熟悉的亲戚朋友
家孩子先打，才慢慢做通了一
些人的工作。

从1990年起，中后河乡没
有发生过疫苗相关传染病，有
力地保护了儿童的健康。随着
人们对疫苗的认识不断提高，

“拒打”现象早已不再存在。

“我还是得走下去”

2014年 7月底，韩四虎到
了退休年龄，儿女们想接他去
市里住，再开一家门诊。村民
和卫生院长一起挽留他，希望
他能留下来。东后河村村民彭
新连一家四代人都找韩四虎看
过病，孩子们的疫苗也都是韩
大夫接种的。“韩大夫人和
善 、 心 细 ， 我 们 舍 不 得 他
走。”彭新连说。

韩 四 虎 爽 快 地 答 应 了 。
“我心里头热爱接种工作，能
为农村的儿童健康做点事，很
有成就感。”韩四虎说，做了
几十年基层疾控工作，自己的

“秘诀”是：责任心要强、认
真再认真。预防接种、免疫规
划、急性传染防治、慢性病管
理等等，这些基层疾控工作看
似不起眼，一旦出问题就都是
大问题。

随着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
信息化建设的加强，对接种工
作的要求更加严格。虽然年过
花甲，韩四虎生怕自己落伍，
仍然坚持学习最新的专业知
识，学会用电脑将儿童接种信
息实时登记到管理系统中。

“尽管现在条件好了，信息发
达了，我还是得走下去，一针
都不能落下。”现在农村留下
的都是老人，很多孩子都去了
城里，韩四虎承担的疫苗接种
工作量也逐渐减少。“但只要
村里还有孩子，我就得认认真
真地给他接种上。”

半个多月前，韩四虎骑摩
托车下乡出诊时，意外摔倒，
脸部缝了50多针。在家休息了
一周多，他放心不下村里的病
人，便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 还 能 干 多 久 我 也 不 好
说，但只要有精力，我想继续
干好自己的老本行。”韩四虎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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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接种医生韩四虎

每天走在“出诊”路上 □楚 风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多读书、读好书，既能够获取
知识、开阔视野、增强本领，
更能够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锤炼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也
正因如此，自古以来人们就崇
尚读书、追求读书，并把读书
称之为生活中最为高尚的一件
事情。

尽管如此，但由于重视程
度不够、经济条件限制等多方
面原因，不少地方尤其是农村
的整体阅读率和个人平均阅读
量并不高。近年来，各地在推
动全民阅读过程中，也开始将
目光下移，瞄准基层，不断推
动全民阅读向基层深入、向农
村覆盖和延伸。

推动全民阅读，越是向基
层深入，越是让书香飘万家。
在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大
多较为落后，阅读资源也相对
匮乏，由此导致居民人均书籍
保有量和人均阅读率偏低，这
也是制约全民阅读向纵深发展
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随着文化惠民政策
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
到阅读对于基层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向基
层深入。譬如建设社区居民阅
读中心、书报亭、流动图书
馆，组织开展送图书进学校、

进工厂、进社区、进家庭活动
等，通过多种形式把优质的阅
读资源送到基层一线。

实践证明，全民阅读越是
向基层深入，基层阅读的普及
率就越高，推动全民阅读效果
就越明显。

推动全民阅读，越是向农
村覆盖，越是让书香弥久远。
探究一些地方全民阅读率之所
以不高，或是难以提升的真正
原因，除了资源配置失衡、发
展不均外，归根结底还是覆盖
面不够。

基于此，各地也开始总结
经验，多措并举，逐步将全民
阅读向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
村延伸，不断扩大全民阅读的
覆盖面，让更多农村群众享受
到全民阅读的成果，积极主动
参与到多读书、读好书的活动
中来，真正让村村寨寨、田间
地头处处弥漫书香。

推动全民阅读，就是要
广覆盖、深延伸。只有不断
向基层农村深入推进，参与
阅读的人才会越多，全民阅
读率才会逐步提升，书香也
才愈发弥久。

“如今结婚可真贵，彩礼
年年在翻倍，要房要车全标
配，死要面子活受罪。只要俩
人感情好，别说彩礼要多少，
爱情甜蜜走天下，别把婚姻当
买卖！……”6月12日，江苏
省海安市南莫镇板凳讲习所热
闹非凡，一场新时代文明实践
移风易俗专场推进会正在举
行，宣讲员们通过说唱、竞
答、快板、相声等丰富多彩的
形式，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
中浸润群众心田。

“有的人，父母年老不闻
不问不尽孝，父母死了大操大
办把殡葬搞，这不是把尽孝与
敬灵颠倒？”“保护生态是根
本，装棺再葬，散埋乱葬并不
行。父母活着尽孝道，死后无
悔才真情！大家说，对不对
呀？”“对！”乡亲们齐齐回答。
南莫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
愿者叶剑文、曹振你来我往，用
一段相声阐释国家殡葬改革新
规以及孝老爱亲、厚养薄葬等
道理，引得乡亲们连连喝彩。

“严格控制操办规模。婚
事宴应控制在多少桌、多少人
以内，几餐次？”移风易俗知
识竞赛将活动推向高潮，答对
有奖励，场下村民热情高涨。
现场互动环节，群众有不明白
的地方就提问，兴南村党支部
书记、红白理事会会长蒋世根
一一耐心回答。答题结束，村
民意犹未尽，纷纷要求：“以
后要多开展这样的活动，让我

们一边玩，一边学。”
“风俗的形成，绝非一朝

一夕之事，风俗的改变，也很
难一蹴而就。”海安市委副书
记张亚曦告诉记者，近年来，
海安明确重点，从群众反映最
强烈的陈规改起，从群众最痛
恨的陋习禁起，把文明实践移
风易俗工作放在美丽乡村建设
大局中统筹推进。海安市文明
实践中心办公室经过反复调
研，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四书五
经”的谐音，提出文明实践移风
易俗“四树五禁”——树喜事新
办，树丧事简办，树神事不办，
树诸事俭办；禁乱放鞭炮，禁吹
吹打打，禁过度焚香，禁互相攀
比，禁天价彩礼。

据介绍，海安依托实践
所、实践站、文明新风传颂实
践点，组织志愿服务队制度
化、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移风
易俗工作；通过文化墙、宣传
栏、公益广告牌、农村大喇
叭，广泛宣传“四树五禁”内
容；通过各类媒体宣传报道移
风易俗典型做法、特色经验，
组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共同
培育新时代文明社会新风尚。

晚综

江苏海安:“四树五禁”育新风

在一村民家中，韩四虎为幼儿接种疫苗。

阅读越深入 书香愈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