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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创新我的故事

在通榆县第一中学东侧居民楼下有一个诊所，别看
面积不大，可是人气儿挺高，不但给附近小区的居民就
医提供了便利，还为远道而来的患者带去了希望和幸
福。这个诊所的“当家人”是董大勇和爱人张艳芳。董
大勇和张艳芳是大学同学，毕业于长春东方医学院，上
学时俩人脾气相投，经常一起谈理想、谈工作。在交流
中，俩人不仅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更为理想插上了一双

腾飞的翅膀。
2001年在收获学业的同时，他们也收获了爱情。

毕业后俩人在通榆县医院进修了一年。2002年，董大
勇通过进级考试获得了“乡村全科医师证”，并决定在本
县开通镇富强村三家子屯开办诊所。毕业仅仅一年，小
两口没什么积蓄，初到三家子屯的时候可谓是一穷二
白，但董大勇信心满满，爱人张艳芳也夫唱妇随。初到

三家子屯亲戚朋友们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房子是朋友
的二舅妈借给他们的。左邻右舍看他俩年纪轻轻，也是
能帮就帮，给他们送来柴火等生活物品，初尝生活的艰
辛，又有好心邻里的雪中送炭，董大勇和爱人心里充满
了感激。董大勇暗暗下定决心，要用他所学到的医学知
识去感恩这些好心人，为患病的邻里减轻病痛。

然而，十天半个月过去了，诊所却没有一个来看病
的，乡亲们虽然热情，但看这两个年轻又是新毕业的学
生，多少会有些不信任。意识到这点，董大勇就主动与
他们接触，到各家各户串门，陪岁数大的老人说说话、唠
唠嗑，给测测血压、听听诊，做个健康检查，发现有小毛
病的，给出个“小方”。慢慢地有人头痛脑热开始找董大
勇打吊瓶了，有人看病也抓药了。每当有病人就诊，董
大勇和爱人都会认真问询、仔细检查、耐心解答，慢慢地
认可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接诊的时间长了，董大勇发现农村懂医理的人太
少，甚至连一些要注意的基本医学常识都不知道。有一
次，有个叫姜二的村民因为酒醉后难受，自己打了头
孢差点出生命危险，幸好董大勇抢救得及时，姜二捡
回了一条命。像这样的事本不应该发生的啊，意识到
这点，董大勇在平时的接诊或者聊天中，都会向村民
讲授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如胃受凉告诉他们泡泡脚，
用暖水袋敷敷或吃点中成药，既省钱又省事。有肩周炎
的告诉他们有空儿摇胳膊，或把胳膊往后背陆续往高抬
锻炼等等。 （下转二版）

夫妻爱洒行医路
□于胜男 陈宝林 文/摄

在洮南市胡力吐蒙古族乡双庙村弯
弯的山间小路上，在村屯邻里之间，在早
早晚晚的工地上，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年近
六旬的男士，骑一辆电瓶车在风吹日晒的
颠簸中匆匆赶路。他就是吉林广播电视
大学白城分校教师、现任洮南市胡力吐蒙
古族乡双庙村驻村第一书记的姜哲。今
年4月初，姜哲刚到双庙村的时候，村党
支部刚刚重新组建，村里没有办公场所，
他不得不吃住在乡政府，每天都要往返于
乡村之间。校党委了解情况后，购买了一
辆电瓶车作为他的工作用车。就这样，出
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双庙村位于洮南北部半山区，距白城
市约有120公里，位于胡力吐蒙古族乡政
府东南7公里处。姜哲从白城到双庙村，
首先乘火车到内蒙古的乌兰浩特市，再转
乘汽车到胡力吐蒙古族乡，再骑电瓶车到

双庙村。在辗转的行程中，还有一年多就
要退休的姜哲，出于一名老党员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他发自内心的准备在退休前再
拼搏一番。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姜哲，到任第二
天就主持召开了新组建的村党支部成立
以来的第一次支部及两委班子全体会
议。带着全市扶贫工作会议精神和报到
之前学习培训的成果，结合双庙村的实
际，他与村党支部成员研究制定了《双
庙村脱贫攻坚三年规划》，并对村两委班
子提出了明确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职责，
严肃了工作纪律，还制定了党员干部定
期学习、讨论、总结汇报的工作制度。
正如姜哲所说，驻村扶贫工作只要你真
的投入其中，每天那真是有干不完的活
儿、走不完的路啊！

在走村入户、精准识别过程中，姜哲
深入到每个贫困户家中了解情况、听取心
声。当全面掌握村里11个特困户家里的
情况时，他震惊之余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和艰巨。2005年曾被下派到通榆县苏公

坨乡任科技副乡长，一干就是3年多的姜
哲，知道农民心里所想所需的是什么，更
深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一件何等艰
难的工作。但他已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
为乡亲们办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转变观念是决定发展的开始。在姜哲
的主持下，他们研究确定了“合作社+贫
困户”和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的发展思路。
他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村里争取到深水
井项目120眼，可浇灌360公顷土地，确
保人均种植业收入1300元；与洮南市扶
贫办和水利局协商争取到2016年80眼
机井项目，现已完成36眼；在洮南市民委
争取到扶贫资金50万元，现已到位；6月中
旬，由两家包保单位出资11000元，为80户
贫困户购买了4000只鸡雏发放到贫困户
家中，目前生长良好，成活率达到85至
90%，预计每户可增收1200元；在吉林广
播电视大学白城分校、白城市住房公积金
两个帮扶部门的帮助下，在洮南市政府、
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的共同努力下，困
扰双庙村多年的村部建设项目终于完工。

同时，姜哲还格外注重农民素质的提
高，并扭住精神家园建设这个开关。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农民思
想、观念、技能落后的实际，他决定在村民
培训上下功夫。姜哲把本单位作为双庙
村农民的培训基地，为村民开展种植、养
殖和防疫的技术培训。

信心是脱贫的基础。针对村屯脏乱
差和没有文化设施的实际情况，姜哲积
极向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城分校和市住
房公积金两个帮扶部门汇报，借助白城
市区老城改造的机会，用拆除道路的地
砖为双庙村建设了1000多平方米的文化
广场，共投入建设资金2.3万元。过去

“没有秧歌、没有戏”的双庙村也有了自己
的文化娱乐场所，早早晚晚都能听到村民
的欢声笑语。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59岁的
姜哲，依然行走在双庙村脱贫攻坚的大路
上，他用那颗火热的心温暖了半山区贫困
群众，并点燃了他们走出贫困、过上更加
美好生活的新希望。

行走在半山区的扶贫“老兵”
——记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城分校教师姜哲的扶贫故事

□浮萍言 本报记者 薄秀芳

董大勇在给患者测血压董大勇在给患者测血压。。 张艳芳在给患者打吊瓶张艳芳在给患者打吊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