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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潮是浙江建德乾潭镇梅塘村的村医。1966年，20岁的他在村民资助下开启了行医之路。50多年间，在

卫生室坐诊、上山采药、下村走访，他总是随叫随到。为了减轻患病村民负担，从1983年开始，村民看病费用包

括诊金和药费在内，吴光潮只收 1元钱，从未涨过价，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一元村医”。已过古稀之年的吴光

潮，至今仍干劲十足，他说：“只要村民需要我，我想一直在卫生室干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

藏在铁皮盒里的半个世纪

梅塘村，坐落于浙江省建德市东
北部。沿街叫卖的商贩，偶尔的鸡鸣
犬吠，无不诉说着乡村生活的悠然。

半山腰处，几棵冷杉树的掩映
下，有一座绿漆白墙的房子，这里就
是村卫生室，简单的几个房间，要满
足全村500多户村民的日常诊疗。吴
光潮是这所卫生室里唯一的乡村医
生。走街串巷问病，早出晚归坐诊，
从 1966 年开始做村医的“青葱少
年”，如今已是精神矍铄的古稀老人。

“眼睛做完白内障手术好多了，
平时要注意用眼卫生。”9月21日是
中秋节，75岁的村医吴光潮还是早
早地来到了村卫生室，如往常一样，
洗净双手，搓到微热，开始为村民一
一接诊。“这个工作就是这样，不分
节假日的。”吴光潮笑着说。

每天早上6点开门，是吴光潮和
村民们的约定。“乡亲们农活多，很
多家里劳动力不多，早点看完病不耽
误白天干农活。”吴光潮说。

吴光潮的诊疗室桌上有几个常用
物件：翻阅了几十年的《农村医生手
册》，跟踪记录村民健康状况的小册
子，还有一个已经脱漆掉皮的铁皮
盒。村民们都对这个盒子再熟悉不
过，38年来，无数1元硬币落入盒
中。这一枚枚硬币是患者每次看病的
费用。无论看什么病，哪怕是疑难杂
症，看诊费用也只有1元钱。

38年来，物价早已节节攀升，1
元钱也许连一瓶水、一包糖都买不
了，但在这间小小的村卫生室里，时
间仿佛凝固了。吴光潮用这日积月累
的 1元钱换来了乡亲们的健康和信
任，因为医术医德广受好评，吴光潮

“一元村医”的亲切称呼开始“名声
在外”，很多外村村民也慕名前来找
吴医生看病。

“这些年，不少同行都放弃了。”
坚持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是干村医太
苦了，收入也不多。“要随叫随到，
有时饭吃到一半，只要电话来了，就
得放下碗筷先赶到卫生室。”吴光潮
说，“刚做村医那会儿，别说药费
了，有的穷苦人家连出诊费都拿不出
来。”

“早些时候还是靠看病挣工分，
后来象征性地收个 5 分钱、1 毛钱
的。乡亲们的日子好过些了，就涨到
了 1 块钱。”为了让村民看病少花
钱，从1983年开始，村民们的看病
费用，包括诊金和药费在内的1元钱
诊疗费就从未涨过价。“乡亲们都

‘一元村医’地叫着，我更不能涨钱
了。”吴光潮笑着说，“卫生室费用有
政府的补助，即使不够的话村集体也
会支持，我自己有退休金的，够吃够
用就行了，碰到实在困难的人我还能
补贴一下。”

一诺重千金

“偶然中有必然，我注定是要为
乡亲们服务的。”吴光潮说，他这一
生做过两个承诺，如今看来都实现
了，这是最让他骄傲的事情。

20世纪60年代，梅塘村实行农
村免费医疗，那时候20岁的吴光潮
在梅塘村村民们的资助下参加了半农
半医的学习班，一年后成为一名“赤
脚医生”。那时的梅塘村生活贫苦，
缺医少药，那时的他许下了第一个承
诺：学成归来，就在村里治病救人，
为乡亲们服务。

“没想到这一干就是50多年，也
实现了对乡亲们的承诺。”随着看病
人数增多、经验增长，再加上自学进
修，多年下来，吴光潮也积累了不少

“独门绝技”。村民们的常见病，他用
中草药、拔火罐、电针等方法能都轻
松解决。靠着多年的摸索，不少疑难
杂症也被他迎刃而解。这些年，被他
治愈的患者达到上万人次，村民们都
说：“有了吴医生，小伤小病的哪还
用出村那么麻烦！”

因为吴光潮在当地小有名气，早
些年，镇上的卫生院和隔壁村诊所没
少过来“挖”人才，聘请条件也是越
来越好，但他都婉拒了。“事情不能
那样做的，我答应了村民的事一定要
做到。村民也离不开我，我更不能一
走了之。”吴光潮说。

一心为民，这些年，他是这么说
也是这么做的。碰到下午卫生室闲
时，他就自己上山去采药，“这些可
以替代部分西药，也能给乡亲们省下
不少钱。”每次把草药处理好后，吴
光潮都不忘分发给一些家庭困难的村
民。

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坚持，但他内
心笃定，这背后缘于他的第二个承
诺。吴光潮刚做村医不久时，常和一
位种草药的朋友一同去村里为村民们
看病送药。一次和这位朋友一道去上
山采药途中，朋友不幸失足掉下悬
崖。“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希望我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吴光
潮记得，他当时拼命点头。

“既然答应了，信守承诺是应该
的。况且，我这一身本事也是村民们
给我的，我本来就应该反哺给他们。

把治病救人的本事用在他们身上，把钱
花在他们身上，值得。”在吴光潮看
来，医者仁心。选择了这一行，必定要
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要干到干不动为止”

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吴光潮，皱
纹早已爬上脸庞，但他依旧忙忙碌碌，
干劲儿十足，至今的行医坐诊时间几乎
与年轻时无异。虽然只是名村医，但他
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多年来，吴光
潮经常赴医院、学校学习，还取得了浙
江省乡村医生证书。

提起梅塘村的村民，吴光潮有着别
样的情感。多年的相伴，村里人渐渐变
成了家里人。各家的老毛病，吴光潮都
熟记于胸。“这几年村民们的健康情况
变化很大，消化道毛病少了，糖尿病高
血压这些病多起来了，很多八九十岁的
老人，他们一定要找我的，哪一个不好
他们的家人都来第一时间通知我。哪个
有高血压，哪个有糖尿病，我这里病历
都有的。”

村里的陈仙妹老人，身患多种疾
病，还带着两个智力残疾的儿子，生活
贫困。吴光潮就定期上门给他们送医送
药，陈仙妹病情危急的时候，吴光潮还
出钱雇车将她送到医院救治。陈仙妹总
是逢人就说：“我的命是吴医生给的。”

虽然“一元村医”的名声在外，但这
些年贴补卫生室、困难村民，吴光潮几乎
剩不下钱，家里也过得清贫。20世纪90
年代，吴光潮的三个孩子都在读书，家里
经济困难，他不得不向亲友借钱渡过难
关。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想过离开。

吴光潮的老伴儿心里尊重他，但嘴
上也总是忍不住埋怨，说他“傻”，只
顾给村民们看病不顾家。每次这个时
候，吴光潮也不急不恼，总会指着白大
褂上的党徽慢悠悠地说：“我们一家6
个党员，我是老党员，肯定要做榜样，
讲奉献。你不理解，是因为你没看到乡
亲们的难处。”

因为吴光潮的执着和坚守，这些
年，他先后荣获“全国诚信之星”“全
国优秀乡村医生”“浙江省优秀共产党
员”等多项荣誉，他的老伴儿为这些奖
杯和荣誉证书专门找来张桌子，每天都
会去掸掸浮土。“他这些年确实是辛
苦，我们都看在眼里，上山去采药，也
是经常带着伤回来。”老伴儿的言语中
充满着对吴光潮的认可。

虽然工作一如往昔，但吴光潮也感
觉到，自己确实是老了，就连上山采药
也变得不再容易，“总惦记着，这个还
没来量血压，那个还没来取药，有时候
确实力不从心了。但我还会继续干，干
到干不动为止，村民们需要我。”

谈起接班人的事，吴光潮充满希
望，“最好儿子能回来，他在镇卫生院
做医生，从这土生土长的，能留得住，
这样我和村民们的约定也能有人继续守
下去……”

从“青葱少年”到古稀老人

“一元村医”吴光潮的坚守
本报记者 郭 帅

慈善专柜——助力保障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

“真的太感谢了，这下几个月家里
做饭的开支就都有了。”仲秋时节，江
苏常熟市琴川街道东环村低保户陆某
收到了一个季度共计600元的“慈善
关爱·超市券”，可以在超市的慈善专
柜用于购买米面油等基本生活用品。

这是常熟市“慈善关爱·超市券”
项目实施以来的一个侧影，该项目由
常熟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联合常客
隆超市共同实施。

据记者了解，目前经常熟市民政
部门认定的特殊困难人群有3000多
人，他们中有的缺少劳动力，有的年老
无依无靠，有的患有重病重残。虽然这
些家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政府救助，
但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对社会帮扶的
需求依然存在。对于这些困难群体，常
熟市政协委员、常客隆连锁超市董事
长包乾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作为
一名政协委员，我能为他们做点什
么？”

幸运的是，这些困难人群，也一直

是常熟当地民政部门和慈善总会高度
关注的对象。很快，经过沟通磋商，“慈
善关爱·超市券”项目出台实施。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对常熟市民
政部门认定的全市各类特殊困难人群
3000余人每人每月发放常客隆超市
券50元，在全市42家超市设立慈善
专柜，让他们购买到价格优惠的大米、
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进一步保障他
们的基本生活。”包乾申说。

慈善年画——让慈善文化
深入寻常百姓家

有着“江南福地”之称的常熟，慈
善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
承。“可以说，慈善早已融入了常熟人
的血脉。”常熟市慈善总会会长徐永达
告诉记者。

在传播慈善文化方面，常熟市也
是高招迭出。在推进慈善文化进校园、
进社区的同时，还积极将慈善文化建
设和“美丽乡村”工程建设相结合，以
村民喜闻乐见的凉亭、礼堂、路灯和桥
梁等慈善设施，花木、景观石等慈善小
景，以及内容丰富的慈善墙画等形式

展现，将慈善带到田间地头，融入村民
的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常熟市还有一个创造
性的慈善文化推广项目，近年来受到
了各地慈善组织的高度关注。这个项
目就是“慈善年画送万家”。

5年前，当包乾申得知常熟市慈
善总会有意创作一套慈善年画，宣传
慈善文化时，他主动与慈善总会联系，
联合推出了一套深受百姓欢迎的慈善
年画。“善行能让生活更美好，我希望
能尽一己之力，推动慈善文化进入千
家万户，让更多的人加入行善的队列
中来。”

此后每逢新年，上万册年画满载
善心爱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
慈善文化传遍千家万户，今年已经是
第5个年头了。

今年8月，纪念慈善法颁布5周
年“善美——万册慈善年画五年回望
展”在常熟美术馆举行，展出的90多
幅“慈善年画送万家”作品，吸引了社
会各界更多地关注慈善、心念慈善、践
行慈善。

“包乾申助力市慈善总会将年画
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为载

体，有利于慈善文化深入千家万户，也有
利于常熟早日实现‘德善之城’的目标。”
徐永达说。

疫情防控——企业履责不落后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积极带领企业
履行责任、回报社会是很自然的事情。”
包乾申经常这样说。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包
乾申第一时间通过常熟市红十字会向江
苏援鄂医疗队捐赠了30吨农产品保障
物资。今年8月，受疫情影响，扬州市的
商品供应需要支援。在收到扬州有关单
位的求助后，包乾申立即带领企业上下
组织货源，联系物流运输。很快，一辆辆
满载着防疫用品和生活物资的车辆连夜
发出，助力扬州共同抗击疫情。

与此同时，包乾申还多次组织慰问
公安、交通运输、卫健等“疫”线坚守者，
为他们送去防疫物资，传递社会关爱。

“现代慈善的一大特点，就是把慈心
善行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使之成为公
众的一种爱心表达、一种生活方式。包乾
申就是这样的人。”徐永达说。

据了解，近年来包乾申设立的崇文
重教爱心基金已资助340多名员工子
女；设立博爱助学基金定向资助贵州思
南县的中学生；每年积极组织员工参与
慈善一日捐；资助社区建立活动室，积极
慰问困难群众……“做慈善早已成了我
的一种习惯，也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将来我还希望为需要帮助的老百姓做更
多实事好事。”包乾申说。

“善行让生活更美好”
——记基层政协委员包乾申热心慈善二三事

本报记者 郭 帅

“太感谢了，俺一个女人要撑
起整个家，你们的帮助就像俺家的
及时雨！”近日，家住河南省濮阳
市华龙区岳村镇东田村的相对困难
户高运梅，接过区政协委员胡香叶
捐赠的爱心善款和生活物资后，激
动得热泪盈眶。

胡香叶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
次来到高运梅家中，她们早已成了
无话不谈的“老朋友”。“这是华龙
区政协组织的‘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之一，我们经济界的政协
委员和相对贫困户‘一对一’结对
子，这种形式很好，能深入了解困
难群众的所需所盼，从而精准、持
续进行帮扶，也让我们的关爱在不
知不觉中‘润物细无声’。”胡香叶
所说的结对子活动自今年 3 月开
展，参与结对帮扶的还有区政协其
他13位经济界政协委员。

“结对帮扶活动开始了！现帮
助结对农户赵法家卖土鸡蛋，都是
他散养的鸡下的蛋，批发价 15 元

每斤，品质好，价格实惠！”今年中
秋节，华龙区政协委员陈海霞在公司
微信群里的信息刚发不久，就引来了
员工们的购买“接龙”。“以后赵法家
的鸡蛋不愁卖了，我会动员更多的人
购买他家新鲜绿色的农产品，这样也
可以给他增加不少收入。”陈海霞开
心地说。

“这样的帮扶活动很有意义！”参
与结对帮扶的委员们均表示，“通过
结对帮扶，不仅可以宣传党和政府的
决策部署和惠民政策，还可以帮助相
对困难户解决很多实际困难。”

政协委员倾力帮扶，困难群众脱
困有望。华龙区政协开展结对帮扶活
动以来，政协委员与困难群众“一对
一”结对子，既解决了困难群众眼前
的困难，又帮助其实现了持续稳定增
收。截至目前，委员们已经帮助7名
困难群众解决了就业问题，帮助4名
困难群众解决了教育、医疗等方面的
问题，一幅凝心聚力、促进共富的生
动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让关爱“润物细无声”
——河南濮阳华龙区政协委员的扶贫故事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仝其猛

本报讯（记者 顾磊）中国人
寿慈善基金会与姚基金近日共同发
起“同心筑梦”公益之旅，邀请

“中国人寿姚基金百校体育帮扶计
划”项目校的学生和中国人寿“因
灾致孤儿童助养项目”的受益儿童
代表在北京进行了为期5天的参观
学习。主办方为受益儿童提供了北
控篮球探访活动、参观游览北京环

球度假区（环球影城）、游览北京名
胜古迹以及接受建党100周年爱国主
义专题教育的机会，让孩子们享受快
乐，开阔视野。

据悉，2019年姚基金与中国人
寿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百校体育帮
扶计划”，通过捐赠硬件、体育支
教、篮球集训和联赛，提升受助地区
的体育教育水平。

“同心筑梦”携手开启公益之旅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由中
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
公益基金和贝壳找房联合打造的
VR博物馆爱国专题系列展馆近日
正式上线，其涵盖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南昌新
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沈阳审判
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等 9家
爱国博物馆。

据介绍，在川流不息老兵公益
组织和南昌守望公益服务中心的助
力下，本期VR博物馆爱国专题还
邀请了抗日英雄之女饶毓琇、八路
军老兵张文辉、新四军老兵印余生
以及多位退役军人、爱国青年共同
作为特约讲解员，带领大家重温真
实抗战记忆，追溯峥嵘岁月，共抒
爱国情怀。

“善科技”打造VR博物馆传承民族历史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记者
从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获悉，由
该基金会和北京永真公益基金
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
主办的亚洲教育论坛之儿童友好
理念下的少年儿童抑郁症防治圆
桌会议在成都举行。

中科院发布的 《中国国民心
理 健 康 发 展 报 告 (2019- 2020)》
报告显示，抑郁症已经成为中国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巨大威胁。会

上，青少年抑郁症防治专家徐凯
文、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倪
子君、杭州市西湖区绿城爱心基金
会理事长刘虹、深圳市恒晖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陈行甲等纷纷围绕主
题，交流了各自的看法与观点。来
自成都的本土相关机构也介绍了各
自的做法。会议期间还发布了由儿
童、家长、老师真实心声汇成的

“青少年抑郁症防治 2021 成都宣
言”。

少儿抑郁症防治圆桌会议在成都举行

“听力万里行”走进丹东
9月24日，由致公党中央妇委会、声望听力集团联合发起的“听力万里

行”系列公益活动走进丹东，来到辽宁省丹东市特殊教育学校，向学生捐
赠生活用品、提供听力服务。致公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林冬梅，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专门委员会副主任许怡，声望听力集团创始
人、致公党中央妇委会委员李琼随队调研。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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