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光俊
1952 年 6 月生，共产党员，河南

郑州登封市大金店镇梅村卫生所医
生，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劳动模
范。十几岁自学医术，先后在镇卫生
所、洛阳涧西区人民医院进修。自愿
放弃留城机会，回到梅村，不怕条件
简陋，为村民防病治病，54年初心不
改。郭光俊就地取材，巧用当地中药
材，大幅降低村民看病费用。

■人物小传

合上血压计的盖子，郭光俊耐心
地对崔改娥老人说：“血压平稳，之后
把金银花、连翘和栀子三味药热水冲
泡，可以清热解毒，降血压、血脂。”

说完，他又吟诵了几句药性歌：
金银花甘，疗痈无对，未成则散，已成
则溃。连翘苦寒，能消痈毒，气聚血
凝，温热堪逐……“老人不认识几个
字，可是她爱听我背《药性歌》。以前
听是觉得方子靠谱，后来听了几十
年，是感动和习惯。”郭光俊说。

难怪，郭光俊说话时，崔改娥老人
脸上一直挂着笑。在崔改娥老人堂屋
前，一块铁牌子上写着郭光俊的手机
号，需要的时候看一眼牌子。郭光俊
说，这铁牌子就是他最高的荣誉。

“要让村民理解，
防病比治病更重要”

1981年分田到户后，附近的村医大多回自家
地里种田，郭光俊却选择留下。后来，他拿出所有
积蓄，再加上借债和贷款，带领村民盖起了25间房
的新卫生所。内外妇幼、卫生防疫、偏瘫康复等科
室设置齐全。

为了让村民看病少花钱，郭光俊还带着工作
人员上山采药，根据嵩山中草药特性，研制整套药
方：荆芥配二花治吐血衄血，一味丹参治疗血管病
后遗症……

“要让村民理解，防病比治病更重要。”郭光俊
说，在做好保健知识宣传的同时，他们把采来的中
草药熬成中药茶放在卫生所大门口，或送凉茶到
地头，免费供村民饮用。今年 2月，郭光俊还带领
卫生所全体党员向登封市红十字会捐献了 150公
斤清热败火的中草药，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2004年，邻村 76岁的老教师刘玉花突发脑溢
血。把过脉后，郭光俊带领全体医护人员紧急救
治，降颅压、控血压、输氧气，老人转危为安。郭光俊
日夜守护，用中药调理老人气血，辅以康复锻炼，两
个月后，老人基本康复……这是郭光俊守护一方健
康的缩影。

成立至今，梅村这个小小的村级卫生所收治
各类危重病人上千例，覆盖范围扩大到登封市的
17个乡镇，甚至很多外省市的病人也来求诊问药，
郭光俊全都来者不拒，尽心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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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了医，得回去报答乡亲们”
嵩山上生长的中草药有300多种，常有医者来

此采撷，村民也靠采集药材赚钱。然而，村民却因
不懂医术，无法用来治病，常受疾病困扰。

1964年，流脑突袭了郭光俊的老家——河南
省登封市大金店镇梅村，一天夺走 4口人，其中包
括他不到2岁的妹妹。悲痛之余，十几岁的郭光俊
下定决心学医，“要用医术为乡亲们做贡献”。

卖掉家中的鸡蛋，郭光俊买来医书自学。《汤头
歌》《药性歌》记在心头，一记就是一辈子。看他学医
肯下功夫，村党支部推荐他到镇卫生室跟着半生行
医的郝师傅学医。自此，郭光俊上山采草药，下地
送医药，做起了“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
的赤脚医生。1970年，郝师傅推荐他到洛阳一家医
院进修。

没钱，就自制笔记本；不会，就记笔记……一
共记了 100多本笔记。洛阳市当时出台农转非政
策，郭光俊本可以进大医院当正式医生，但他学医
6年后，坚决要回村。“每次回村，爷爷奶奶们都拄
着拐杖来看我，一块、两块地给我塞钱，半斤、一斤
地给我塞粮票。我学了医，得回去报答乡亲们。”
郭光俊说。

1976年 6月，郭光俊刚回到村里，第二天就去
村卫生室报到，正式坐诊看病。

彼时的村卫生室还是两间土坯瓦房。泥土盘
成诊台，放着一个听诊器、两只温度计，木板搭成
货架，摆着山上采来的 20多种草药。里面坐着郭
光俊和两名“自学成才”的乡村医生。

从十几岁开始学医、行医，再到土坯房里坐诊
看病，郭光俊的村医生涯一干就是54年。

一身白大褂，穿行阡陌间。十几岁行医，在
土坯瓦房里，郭光俊自学看病问诊；上山采草药，
送茶到地头，草药郎中为村民健康殚精竭虑；拿
出奖金建康复室，只为让村民锻炼有去处……从
赤脚医生到全国优秀乡村医生，郭光俊一生坚
守，诠释了一名村医朴素坚毅的医者仁心。

郭医生看病的一个细节十分动人：在给老
人看病之后，郭光俊总会吟诵一段《药性歌》。
这一段轻快的吟诵，却是萦绕山间田野最动听
的回响。《药性歌》说的是中医里绵延至今的治
病良方，吟诵里饱含着郭光俊心系乡亲、治病救
人的真情。

中华大地，偏远乡村，还有许多像郭光俊一
样的乡村医生正行走在田埂上，穿梭在山岭
间。他们日夜行医问诊、治病救人，用行动回馈
哺育生命的沃土，用医术为乡亲们筑起生命健
康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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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够的《药性歌》
（编辑手记）

□刘涓溪

“为父老乡亲防病治病，
让他们平平安安，
是我一辈子的心愿”

25间房的村卫生所，足足用了25年。2010
年，在镇党委支持下，梅村建成了集预防治疗为
一体的新农村中医卫生所，比当初的土坯房大
了 600多倍，郭光俊为卫生所取名仁济中医
院。但因为少了一间康复室，他仍觉得有缺憾。

郭光俊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越来越多村
民患上了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有些严重
的，甚至导致偏瘫。

对待偏瘫，除了靠药物治疗、控制饮食，康
复锻炼也很重要。锻炼需要器材，农村普遍没
有条件。郭光俊曾让村民把布条挂在榆树上，
让患者用手拉动肢体上下活动，做康复训练，后
来有了新院子，办法却还是“土办法”，这成了他
的一块“心病”。

2014年，郭光俊被评为“全国最美乡村医
生”，拿到了20万元奖励。随后，他对口学习时
待过的北京市东直门医院，为了鼓励他扎根乡
村，又提供了50万元建设资金。郭光俊将这70
万元全部用于购买康复理疗器械，当年就建成
了河南省第一家农村卫生所康复室，并且对村
民和外来病人免费开放。经过陆续添置和慈善
捐赠，如今康复室的医疗器械已价值上百万元。

如今，郭光俊每年都带领党员和医护人员
为本村 2000多名群众免费做体检，给村民建立
健康档案；每年还抢救并转运了不少农药中毒、
肺炎心衰、急性脑血管病等危重病人。他还把
河南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小儿子叫了回来，一起
为大家看病。“当一名好医生，为父老乡亲防病
治病，让他们平平安安，是我一辈子的心愿。”
郭光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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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介绍郑州登封市大金店镇梅村卫生所医生、全国
优秀乡村医生、全国劳动模范郭光俊，54年初心不改，扎根农村为村民防病治病的
感人故事。本报今日全文转载。

■编者按

从赤脚医生到全国优秀乡村医生，郭光俊半世纪扎根农村——

做乡亲们的健康守护人
□人民日报记者 毕京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