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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芳：让农村留住村医、留住老师
张全收：在城务工人员变身“蓝领”

马文芳
全 国 人 大 代

表、通许县大岗李
乡苏刘庄村村医

时间：3 月 3 日
下午

地点：全 国 两
会郑州全媒体新闻
中心

人物名片

张全收
全国人大代表、

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
村党支部书记、深圳全
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

时间：3月3日上午
地点：北京河南

饭店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议案建议也都围绕着俺农
村来说。今年我带来了20多个建议，关于孩子们上学、
农村公路的管养、村医的待遇、农村安全饮水等，都是关
于农村的。”

“老村医退了，年轻村医
补充不进来，乡村医生队伍
后继乏人。建议国家加强
农村卫生投入，提高乡村医
生待遇，把好大夫留在农民
身边。”

行医近半个世纪的马文
芳是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
村“爱心诊所”所长，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和谐中国”十佳健康卫士。
他说，乡村医生是村民最鲜
活的健康档案。“病史、过敏
史和家族病史连村民自己都
不清楚，村医却了如指掌。”

“但我调查了 100 多个
村医，除了国家每月 100 到

200元的在岗补助，没有养老
保险；村医队伍老化、年轻村
医补充不足的现象非常明
显。”马文芳建议，要加快乡
村卫生一体化管理，将乡村
医生人事关系纳入乡镇卫生
院管理，明晰乡村医生医疗
卫生职能的法律地位，提升
乡村医生的职业归属感，提
供一定工作经费和工资，保
障其基本生活。

马文芳还建议国家出台
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指导意
见，逐步建立乡村医生养老
保险、聘用与退休制度，筑牢
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
底，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现在农村的小学，老师越
来越少、学生越来越少。国家
要想办法把老师们留在农村。”

“去年我跑了两市、三
县，调查了 20 个农村小学。
有个村小学，六个年级只有6
个班，老师只有 8 名，年纪都
比较大，没年轻老师接班；
有个镇小学，根本没有体
音美老师，都是班主任老
师现学现教，孩子对跳舞、
画画感兴趣，却没有专业
老师辅导，即使有天才也
给埋没了。”

因为农村小学的教育质
量太低，越来越多的村民开
始把孩子送到县城的小学。
但孩子还小，因为想家，常偷
跑出来，想回家却不认识路，
非常危险。

马文芳希望孩子们能在
自己家门口上学。“希望国家
能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
入，让更多优秀的城市教师
到农村交流任教，让更多优
秀的大学生愿意到农村任
教、愿意留在农村。”

农村小学老师越来越少

村医队伍老化，后继乏人

操着地道驻马店口音，一见记者就笑着打招呼，开口
闭口不离农民、农村、农业……今年人代会期间，张
全收将再为“三农”问题鼓与呼，并提出他将培养出越来
越多的“蓝领”，为以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统领的郑
州都市区建设、河南振兴发展注入更多的人才力量。

“我已经把公司的总部迁到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在
家乡对在城务工人员进行培训，
培养越来越多的有知识、有技术
的‘蓝领农民工’，并把他们输送
到全国各地。”张全收说，航空港
经济综合试验区为河南人带来
更多的希望和机遇，正因为此，
他把公司的总部“移师”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每年将培训五
六千名在城务工人员，并分别将
这些人员输送到东北沿海和东
南沿海地区。

张全收被称为“农民工司
令”，他 1993 年只身赴深圳打
工，在拼搏中，他成立了深圳全
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并且
将松散的劳务工组织起来，对其
加以培训、组编，形成“劳工团

队”。如果一个行业进入生产淡
季，“全顺人力”立即将这些“团
队”转移输送到生产旺季的行业
中，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难题。
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团队作战”
的方式去与用工企业“集体谈
判”，确保打工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仅他手下的在城务工人员
总数就有两万多人。

一年前的 3 月，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批后，张全收
便盯上了这块用工“大蛋糕”，正
在调整公司战略思路的张全收，
把公司总部迁回了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在为郑州的
发展带来大好机遇的同时，也一
定会辐射到周边的地市的发展，
从而带动全省经济社会迈上新
台阶。”

看好河南发展，把总部从深圳迁至航空港区

继续关注“三农”问题

“目前我省正在开展新型
城镇化建设，我觉得这一定会
为全省农民的生活带来改观，
建设过程中，我建议各个相关
部门规划好、协调好、劲儿往

一处使，把农村真正建设好。”
张全收说，他将在人代会期间
提出建议：新型城镇化建设，
不仅要注重“地上”的高楼大
厦，更要注重“地下”的各种路
网管道设施的建设；不仅要注
重楼房修路等“硬件设施”，也
要注重教育卫生文化等“软件
设施”的建设。

“ 留 守 儿 童 也 是 个 大 问
题。”张全收说，虽然他在家乡
建设了设施完备的学校，但是
素质高的教师、科学的管理、校
园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尚有
欠缺，“我建议有相关部门真正
关注这些孩子的教育和成长问
题，有可行的措施改善这些留
守儿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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