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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采访李连成时，他就曾对记者说，“虽
然医院收费很低，但是，依然有利润，国家规定
的药价本身就给你留有利润空间”。

8月 26日，李连成仍然表示，不会让老百
姓亏一分钱。“我们村有企业，其他企业可以
适当贴补医院，只要走上正轨，医院的利润肯
定会稳步上升的，所以，集资的老百姓尽管放
心。”李连成说。

作为河南省新农村的样板村，西辛庄村
2008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 6亿多元，利税
6500万元，人均收入14200元，外来务工人员达
到8000人。该村的企业包括牛仔布厂、奶牛场、
酒厂、纺织厂、华珍电子厂、南星电光源厂等。

居住在医院西侧的赵勇新当时集资了 4.8
万元，对于医院的困境，他相信只是暂时的。“村
里建这个医院是正确的，我认为我们集资也是

正确的，有这么大一家医院在，我有啥好怕的，
未来，医院的前景肯定不错。”赵勇新说。

李连成告诉记者，目前，正在想办法解决医
院的困难：“资金问题要慢慢来，市里的一些大
医院依然会轮流给我们医院派专家，此外，我们
还会引进一些专家，医院缺啥，我们就想办法找
啥，没有别的办法。”

“困难只是暂时的，医院才运营三个多月，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很多专家都认为，三年
后才可以对一家新建医院进行评价。国家给医
疗改革定的时间都要十几年，我们建一家医院
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李连成说。

他还提到不久前公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这说明国家对医改的信心和决心，在这样
的背景下，像我们这样的惠民医院一定会大有
所为”。李连成把目光投向了未来。

河南村民自建医院冷清背后的热望

河南濮阳县西辛庄
村村民集资 9000 多万元
自建了一所“大医院”，
2009 年 5 月 8 日，西辛庄
民生医院正式运营。3个
多月过去了，记者再次回

访时却发现，目前医院运转出现困境，面临
着资金紧缺，专家稀少等问题。该村党委书
记李连成认为，困难只是暂时的，现在下结
论还为时尚早，“三年后才可以对一家新建
医院进行评价”。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医院运营状况如何？
医生接诊量很少，大多数病

房空无一人

“上午到目前还没有患者。”王伟医生
坐在内科接诊室内，看着门口说。

此时是 8月 26日上午 11时，整个上
午，王伟都很清闲。西辛庄民生医院刚开
张时，他平均每天的接诊量是 10到 15人，
后来，“慢慢少了”。

骨科医生任双松同样闲坐在接诊室
内，他是医院唯一的骨科医生，上午有一位
男士的手指扭伤了，让他给开了点药，其他
时间，他都在看书。

其他接诊室，医生也都很清闲。
唯一挂有“专家”牌子的接诊室里，主

任医师贺宋栓正在给一位患者看病。可能
是专家的缘故，贺宋栓每天能保持“10人
左右”的接诊量。

取药窗口前，有三人在等待取药。
这家医院是濮阳县西辛庄村村民集资

9000多万元自建的一所村级“大医院”，
2009年5月8日医院正式运营。

整个医院占地 6万多平方米、建筑面
积2.6万平方米，在西辛庄村十分显眼。作
为一家村级医院，西辛庄民生医院的硬件
条件着实让人赞叹：干净舒适、现代化的病
房内，空调、暖气、卫生间一应俱全；配有美
国GE公司生产的价值 600万元的 16排螺
旋CT、彩色B超等先进医疗设备；普外科、
心内科、神经内科、妇产科、手术麻醉科等
临床、医技科室应有尽有；住院部设计床位
300张，日接诊能力达500人。

5月14日，医院刚开始运营之时，记者
曾到此采访。当时，每个接诊室内，都有患
者在看病，个别接诊室还有患者在排队，门
诊大厅也是人来人往，到医院就诊的患者
明显比现在多。

在住院部，大多数病房也都是空无一
人，记者只看到三间病房内住有 5 位病
人。而当时，大多数病房内都住有病人，有
不少病房已经住满。

西辛庄村的这家“大医院”为何会显得如此
冷清？

“急需专家，目前医院最缺的就是专家。”这
是贺宋栓医生的看法。

贺宋栓是濮阳县本地人，一直在郑州一家
专科医院做医生，如今，已经退休的他，回到这
里“发挥余热”。

“村级医院就不用说了，恐怕在全国都很
难找来这样规模的，有这样医疗设施的乡镇
卫生院也很少，应该说，这个医院的硬件设施
基本达到城市二级医院的规模，可就是缺专
家，有再好的设施，没有人还是不行，没有好
医生，自然来看病的人就少了。”贺宋栓说。

医院简介显示，依托濮阳市人民医院、中原
油田总医院等医院技术协作，该院拥有专家和
医护人员 68人。群众不出远门便可享受专家

的服务，医院从省、市各大医院聘请各科专家轮
流坐诊，免费给群众看病。这是医院成立之初
的美好设想。

医院目前到底有多少位专家？贺宋栓说：
“有几位，具体不太清楚。”

同样的问题，记者询问了该院多位工作人
员，他们都表示，“有几位”，但问到具体人数时，
又都选择了沉默。

与贺宋栓一样，主治医师任双松也称自己
之前是在郑州一家大医院当医生，后经熟人介
绍，就到了这家医院。

但是，与贺宋栓的看法不同，任双松医生认
为，医院的医生已经“够用”，“主要是缺少资金，
有的设备没有到位”。

任双松有这样的看法，完全是结合自己的
科室。“像牵引床、理疗器等这些骨科常用器械，

目前医院都没有，有不少患者来了也无法治
疗。农村有个习惯，邻里们身体有个不舒服，大
家都会相互打听，哪个医院能治疗、哪个效果
好，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你给人家治不了，来
的人自然就少了。”任双松说。

记者在西辛庄村走访发现，医院运营之初，
是绝大多数村民就医的第一选择，后来，不愿再
去的原因，是“专家太少”。

“有个头疼脑热，去个小诊所就行，真有个大
病，还是去县里、市里的医院好，这里专家有点
少，不太放心。”村民张志强的说法很具代表性。

西辛庄民生医院是在该村党委书记李连成的
倡导下建起来的，可以说，他是这家医院的创建人。

“目前，医院处境比较困难，不是资金和专家
缺少哪一个的问题，而是两者都缺。”提起医院目
前的处境，李连成坦言，他是“急得团团转”。

尽管目前处境困难，但是，西辛庄民生医院
仍然正常运营，它给患者带来的实惠应该得到
肯定。

一个月前，村民冯小伟因腰疼曾在该医院
住院。在此之前，他在濮阳市一家医院住院一
周，花费 3000多元，医院说还要再观察观察。
虽然加入了新农合，治疗费用可以报销50%，但
冯小伟仍然吃不消医疗费用，选择了出院。

在家拖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疼痛，冯小伟决
定到西辛庄民生医院住院治疗。同样是一周时
间，花费只有1400多元，并且，在这里的治疗费
用可以报销 70%，比在市里报销得多，这样一
算，就省得多了。

“虽然这是村级医院，但我感觉与我之前住
过的那家市级医院一样，有些地方甚至比他们
还好。这里看病不用挂号，医生很认真，很有耐

心，也不是说大医院的医生不认真、没耐心，而
是病人多，医生没时间跟你一个人说太多。”

冯小伟还特别向记者强调，这里的医生知道
替病人算账。“这里的药本身就便宜，医生开药时，
还会告诉你每种药的价格，在能达到治疗效果的
情况下，还会建议使用便宜的药。”冯小伟说。

8月 26日上午，记者目睹了贺宋栓医生为
一位患者诊疗的全过程，确实如冯小伟所说。

史红旗80岁的母亲患有脑萎缩，30多分钟
的认真诊断之后，贺宋栓建议史红旗的母亲住院
治疗三周。由于史红旗经济能力有限，无法承担
三周的治疗费用。最终，贺宋栓为患者安排了一
周的住院治疗，全部费用大概要1500元。

其间，贺宋栓向史红旗介绍了三种药物的
治疗效果和价格，并建议选择价格较低的药物。

“我给他介绍的三种药物，是医院现有可以

达到治疗效果的全部药物，毫无保留。”贺宋栓
说，史红旗母亲的情况，如果到市里的医院治
疗，一周下来少说也要4000元。

贺宋栓告诉记者，西辛庄民生医院的药价
平均比濮阳市里的医院低 10%~15%，“像 16排
螺旋CT，我们医院做一次180元，但市里的医院
都是280元，便宜得太多了”。

医院门诊大厅内张贴有常用药物和一些常
规检查的价格，比如三九胃泰冲剂 9.2元，藿香
正气丸（12丸）3.6元，尿常规检查4元。

记者咨询了几家濮阳市的医院，他们的价格
都高出该医院。三九胃泰冲剂10元~12元，藿香
正气丸（12丸）4元~5元，尿常规检查10元。

医院的“新农合”窗口设在非常显眼的位置，
不住院的病人，拿过药后，很快就可以报销。住
院的病人，在办理出院手续时，也能一并报销。

常规检查和药价如何定位？ 平均比濮阳市里的医院低10%~15%，16排螺旋CT做一次比市医院便宜100元

如何走出困境？“资金问题慢慢来，市里一些大医院会轮流派专家来”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目前，民生医院运转出现困境。目前，民生医院运转出现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