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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闫闫长长禄禄//文文 陈陈艺艺//摄摄

大大山山深深处处的的巡巡诊诊队队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初夏，大山深处，天已亮，晨尚寒。
“快上车！我们尽量早点出发！”5月29日早上7点，大安山

乡卫生院，医生与护士麻利地将一箱箱医疗设备与药品搬上
了车。 巡诊医疗队队长王金辉急切地催促大伙儿早点出发，
巡诊队要去瞧煤涧村为村民巡诊看病。

大安山乡，坐落在房山区西北部深山之中，这里山路崎
岖，坡陡弯急，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1座，9个村庄的村
民就散居其中。因全乡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村里又以老年人
居多，寻医问诊比较困难。 “小病拖，大病磨，眼看不行再想
辙”，曾是这里村民的真实写照。

直到6年前，“红色天使”巡诊队的出现，村民们才告别了
“生死由命”的窘困。 这支巡诊队在北京市劳模、大安山乡卫
生院院长王金辉的带领下，6年来巡诊4万余公里， 每天都安
排小队走村串户，为大山里的村民治病。

“巡诊队的队名其实是村民授予的， 因为我们每次巡
诊都佩戴着红色党徽。” 提起 “红色天使” 巡诊队的来历，
勾起了王金辉的回忆。 “1995年从学校毕业后， 我就一直
在房山山区的卫生院工作。 我深知山区村民求医困难， 总
想用所学知识为乡亲们做点事情。” 王金辉说， “2014年，
我来到大安山乡卫生院工作， 每当看到步履蹒跚的老人拄
着拐杖来看病时， 我便萌生了送医上门的想法。” 就这样，
一支山区巡诊队成立了。

大安山乡水峪村有个叫“大北岭”的地方，距离村委会较
远，山路狭窄陡峭，稍有不慎就有掉下山涧的危险。山上住着
几户人家，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平时走路都困难，更别
说去乡上看医生了。 有一次，王金辉和同事们来到这里巡诊
时，村民肖大妈突发高血压晕倒了。 王金辉对她采取了紧急
施救，后又把她送到卫生院治疗。到了卫生院，肖大妈苏醒过
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出院。原来，肖大妈的老伴儿身体不好，
生活无法自理，她怕住院了老伴儿没人看护。 王金辉对肖大
妈说：“我们把您老伴儿也接来一起照顾，您就踏实住院吧。”

九点钟， 巡诊队终于进了瞧煤涧村， 村民们都围拢过
来。 当天上午， 王金辉入了三户， 其中两户的老乡都卧病
在床。 “这两户都是长期的病号， 出去治病又不方便， 我
们要定期来巡诊。”

一路上给十几个村民看完病开完药后，当天下午，王金
辉一行9人又去了一家敬老院。“我们除了要给这里的老人看

病外，还惦记着要定期给他们理发、剪指甲，还要陪着
唠嗑。”队里的沙金玲医生介绍。夕阳下山了，“红色天

使”巡诊队还奔忙在山间的小道上。

大大安安山山乡乡卫卫生生院院院院长长王王金金辉辉，， 每每个个月月都都要要组组织织大大家家进进行行一一次次徒徒步步出出诊诊。。

王金辉走进村民家里， 指导患者、 家属自我保健法。卫生院里的党员， 要对行走不便的患者进行 “包户”。

在村口搭台诊疗， 已经成了工作的常态。 王金辉带着新入职的医护人员进村认路。

大山深处的巡诊队
本报记者闫长禄/文 陈艺/摄

巡诊队员定期走进养老院， 为孤寡老人诊疗、 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