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工会人

奖章背后的故事

“拼命三娘”把中国社区全科医生推向世界
□本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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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复兴医院月坛社区服务中心主任杜雪平

当您在工作生活中有憋屈
时 ，他 们 耐 心 倾 听 ；当 您 遇 到
困难时， 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当
您职场遭遇不公时 ，他们挺身
而出替您维权……他们就是扎根
基层、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者。

或许他们做得还不够， 职工
还有不满意之处， 但他们为职工
服务的初心不曾改变， 他们在路
上， 他们为职工服务的工作永远
在路上。 正是有这么一群 “娘家
人”的存在，才奠定了首都工会工
作的基石。

劳动午报自2014年来， 开设
了“首都工会人”栏目，报道了大
批基层工会工作者。即日起，劳动
午报官方微信推出“点赞工会人，
帮TA赢大礼”活动 ，拟每周推选
15名工会人， 通过微信进行为期
一周的投票点赞， 并根据得票数
给予相应奖励， 诚挚地邀请您参
与点赞投票。

郭 军 北京公交客二分公司工会干事
黄 虓 海淀区总工会调解中心调解员
季文勇 中建二局土木公司京新项目三工区工会主席
刘 磊 怀柔区职工服务中心社工
刘玉春 北京青岛啤酒三环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委主任
蒙 宇 北京公交客五分公司十六车队工会女工委员
孙桂荣 丰台区教育工会干部
王俊庆 丰台区南苑地区总工会主席
王 烈 丰台区总工会技术交流站站长
王淑稳 北京住总实业公司工会副主席
王玉娟 密云区总工会维权律师
吴九连 北京城建二银地物业分公司工会主席
杨 艳 怀柔雁栖经济开发区工会服务站副站长
张 帅 北京公交客五分公司16车队工会主席
赵 坚 国家会议中心工会主席

“点赞工会人， 帮TA赢大礼” 活动开始啦！

首期15名首都工会人名单

每期得票最多的前5名将获
得价值300元的精美礼品， 并有
机会参加月度点赞活动 。 6-10
名将获得价值100元的礼品。

月度得票最多的前5名将获

得价值500元的精美礼品。
参与点赞人员将点赞界面截

屏+手机号码发送至午报微信
公众平台， 将有机会赢取5元流
量包。

参与方式：

扫描二维码关注劳动午报微
信公众号后， 您可两种方式参与
投票：

①点击午报微信平台页面右
下角 “互动活动—点赞工会人”
投票。

②在午报微信平台回复 “工
会人” 进入页面投票。

每人每天限投票1次， 可多
选。

奖品设置

从租下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
作为 “阵地 ” ， 到总建筑面积
2380平方米； 从2名社区医生发
展到数百人的医护防队伍； 从日
门诊量20人次到千人次； 从只提
供简单的基本医疗服务到预防、
医疗、 科研、 教学多种功能为一
体……这个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
的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度
被誉为中国社区卫生的先行机
构。 而让这里从无到有、 从有到
优的就是月坛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 全国劳动模范杜雪平。

“白手起家” 建社
区卫生服务站

1995年， 当时任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的杜雪平
在国家级课题 “月坛社区卫生与
健康促进示范工程” 的推动下，
启动了复兴医院社区卫生服务工
作。 当时的杜雪平只是一名心血
管内科医生， 从未接触过社区工
作，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为了给社区卫生服务站找个
家， 杜雪平开始四处奔波， 终于
在三里河三区租下了一间15平方
米的房间。 在这有限的空间内，
正式创建了红苹果社区卫生服务
站， 也就是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雏形。

由于当时全科概念尚未普
及， 医疗设施也比较简陋。 一开
始 ， 附 近 的 居 民 并 不 知 道 这
个 小 小的 “房间 ” 到底是干什
么的， 很少有人上门看病。 杜雪
平决定不再坐等患者上门， 而是
主动出击。

她以健康教育为切入点， 带
领站内医务人员利用周末在小区
空地上宣讲健康知识， 从认识高
血压到如何限盐， 从了解吸烟的
害处到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指导，
用最基础的健康知识打开居民对
社区卫生认识的大门。 然而最开

始的时候只有三五居民远远观
望 ， 半信半疑地站在小区空地
上， 听他们拿着当时利用率最高
的 “麦克风” ———喇叭， 详细讲
解健康知识……

风雨无阻的宣讲让 “有人免
费说健康” 的消息在居民中不胫
而走。 后来每逢周末， 赶来听课
的居民足足站满了整个小区空
地， 很多人甚至在宣讲前就早早
地从家里搬来椅子占好座位。

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杜雪
平乘胜追击， 开展了一系列的社
区工作。 2001年， “红苹果” 与
月坛医院合并后， 月坛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正式建立 ， 并遍地开
花， 相继建立了10个卫生站， 为
附近的百姓提供愈加多样化的服
务。

如今， 经过18年的发展， 月
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逐渐覆盖
社区卫生网络内的14万居民， 仅
月坛中心每日门诊量就由最初的
20人增加到今天的1000人。 赶上
忙的时候， 很多医生甚至每天要
看100多名患者。 很多居民在社
区看惯了病， 在医生建议转诊的
情况下， 也不愿意去大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 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态
度好、 面孔熟、 技术高， 没必要
“折腾”。

全科医生从基层走
向世界

众所周知， 基层是最难留住
人才的地方， 但在杜雪平这里，
这个魔咒仿佛被打破了。

“一个好的全科医生是能扎
根基层的全科医生， 但个人的扎
根是难以满足基层需要的， 打造
一个好的团队是根本， 因此， 提
高团队的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和医
学素养是关键。” 杜雪平说。

杜雪平的要求很高， 但她认
为这是必须， 也是必要的。 因为
“越规范，人才才能越聚集；在北
京做得好，在国内做得好，才能走
向世界。 ”为了让月坛的全科医生
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为居民提
供高水平的服务， 杜雪平曾数次
出国学习， 并和多所国外的优秀
大学建立合作交流关系。 然而鲜
为人知的是，在零交流的前提下，
杜雪平是如何打消合作方的顾
虑，完成“破冰”之旅的。

杜雪平找的第一家学校是美
国费城大学的一家可供全科医生
实习的诊所， 在说明来意后， 对
方表示没什么兴趣， 态度也很冷
漠。 这让抱着很大希望的杜雪平
很是失落。

碰壁并没有让杜雪平舍弃目
标， 2001到2003年， 杜雪平三次
找到美国全科医师培养排名前五
的威斯康辛大学家庭医学院， 前
两次均以失败告终 。 就在 2003
年， 中国成功抗击非典的经验吸
引了美国权威医学院的教授们，
他们希望了解中国的成功经验。

就这样，从2004年开始，月坛
每年输送2—3名全科医生或研究
生去美国学习， 由此开启了中国
全科医生出国交流的先河。如今，
月坛已经成功建立了同美国威斯
康辛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
国伯明翰大学间稳定的全科医生
互派培训交流渠道， 输送了数十
名月坛全科医生到国外学习。

为了让国内的全科医生加
强学术交流， 杜雪平组织举办了
第一届北京市全科医学论坛 ，
并准备了一个百人的会场。 可开
幕时， 会场却挤满了从全国各地

赶来的200多名医生， 大大超出
预期。

更让她意外的是， 很多全科
医生在看到2名美国家庭医生后
的反应： “我们是第一次听美国
医生讲课。” 这让杜雪平坚定了
连续举办学术会议的想法， 并坚
持了下来。 而北京市全科医学论
坛也成为国内外全科医生交流的
平台， 大大开阔了中国全科医生
的视野， 也逐渐让世界了解中国
的全科事业。

“拼命三娘”获全世
界肯定

帮扶中西部贫困地区社区卫
生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 多年来
一直是杜雪平内心的希望， 在获
得 “笹川卫生奖” 3万美金的奖
励后， 她一直在考虑该如何将钱
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经过深思熟
虑 ， 她决定购买40台笔记本电
脑， 捐赠给呼和浩特和乌鲁木齐
市的社区卫生机构。

“我觉得作为一个好医生，
不仅要把月坛建设好， 将人才培
养出来， 为附近的居民服务好 ，
更多的应该去支持贫困地区。”

同事们给杜雪平起了个外
号， “拼命三娘”。 虽是玩笑话，
但足以见得她每日的辛苦， 因为
很少有人看到她休息 。 但就在
2010年5月20日 ， “拼命三娘 ”
破天荒地休息了一天。 这一天，
是她获奖的日子。 每年， “笹川
卫生奖” 都会在全球范围内评出
一位在卫生发展方面取得成就的
个人， 在最终确定的9名候选人
中， 杜雪平脱颖而出， 成为获得
此项奖项的中国第一人。

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
国社区全科医生的风采， 让杜雪
平颇感自豪， 但对她而言， 获奖
是一件淡然的事， 这份对名利淡
如菊的态度就像她当初为何选择
走上全科道路一样， “是偶然也
是必然， 但既然走上了就要走下
去。” 淡然却无丝毫马虎， 平淡
却注定不平凡， 这是杜雪平职业
生涯的写照， 也是中国所有扎根
基层的社区全科医生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