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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
脚
医
生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
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这是上世纪70年
代热门电影《红雨》主题歌的歌词。《红雨》的主角，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的
典范。

“赤脚”，就是下田栽秧的意思。“赤脚医生”是
从事医疗工作的农民。由于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
药，1965年6月，毛泽东发表“六二六指示”，提出把
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去。这催生出大量
经过短期培训、扎根基层的“赤脚医生”。

虽然没有获取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毫无疑问在
常德农村，曾有一群像红雨一样的“赤脚医生”。他
们背着药箱行走村落，为一方百姓给予简单又温暖
的关怀。

1968年12月，16岁的聂其汉成为桃源县枫树
公社桐岭大队的一名“赤脚医生”。他回忆说，农民
看一次病，只需要5分钱的挂号费，余下由集体支
出——这是一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同舟共济”特
点的合作医疗制度，1966年12月湖北省长阳县乐
园公社自发实行后，被推广至全国。

1968年以后，中国95%以上的乡村都陆续实现

了合作医疗。这种农民自筹资金、集体经济补充资
金相结合的医疗方式，使得农民们每年多则缴纳一
两元、少则缴纳几角钱，便可享受全年的免费医疗。

73岁的连春元，1968 年毕业后分配到汉寿县
岩嘴公社卫生院工作。1969年至1972年间，他在
这里培训了几批“赤脚医生”。

全公社共18个大队，每个大队推荐2名农民参
加“赤脚医生”培训。连春元教他们基础的医疗技
术，还要检查他们负责的卫生防疫工作是否到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疟疾猖獗。“赤
脚医生”要上门入户查看农民家里有没有“打摆子”
的人。他们经常提着开水瓶，在病人家“送药到手、
看服到肚、服完再走”。

而农村常见的中毒、溺水等紧急事件中，患者
被前期处理得越早，则生还率越高。一年夏天，澧
县如东公社一位农民发生农药中毒，正在家里吃晚
饭的“赤脚医生”刘传俊闻讯，立即放下碗筷备好药
品赶过去抢救，直到病人转危为安。

小病不出村，大病进医院。“赤脚医生”解决了
农民就医难的问题。

1979 年以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各地陆续

解体。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用“赤脚医生”称呼，
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取得乡村医生证书，
则可继续行医。

1993年，40岁的聂其汉通过资格考试，转岗成
为乡村医生。她的大女儿聂丽华1996年从安乡卫
校毕业后，留在家乡继承父业，成为枫树乡白洋河
村卫生室的负责人。

2003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部分
县（市）试点。2010年，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

2016 年，国家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中国人的医疗保障待遇，从此没有
了农村和城市的区别。截至2019年7月，常德全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00.65万人。

如今，像白洋河村卫生室这样散落在常德农村
的行政村卫生室，大约有1790个。它们为广大农
民免费提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时代更迭，父辈远行。
新生代“赤脚医生”聂丽华，延续着父亲的责

任与义务，每天给乡亲们体检、看病、打针，在看
似琐碎的忙碌中，也收获了职业的价值。

为快速普及农村合作医疗，各
级政府都培训过“赤脚医生”。图
为石门县一家培训班的结业仪式
上，合格的“赤脚医生”领到了药
箱。当年，拥有药箱就意味着获得
了行政许可的行医资格。

常德市档案馆供图

1975年，安乡县安康公社卫
生院培养的“赤脚医生”。在那个
缺医少药的年代，这批活跃在乡村
的“赤脚医生”为农村医疗卫生工
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成武 供图

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
诊。“赤脚医生”为农民提供最及时
的服务。 罗成武 供图

▲ 1970年，安乡县安康公社
的“赤脚医生”向老中医求教如何
炮制中草药。当年，安乡县共有在
册“赤脚医生”525人。

罗成武 供图

背着小药箱，行走在水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安乡县湖区，“赤脚医生”的身影无处不在。 罗成武 供图

◀ 2019年9月，67岁的聂其
汉站在田埂上。从“赤脚医生”到
乡村医生，聂其汉大半辈子的时间
不是在给村民看病、就是在给村民
看病的路上。

李龙 摄

2018年8月，市城区一家社区卫生服务
站的社区医生合影。和乡村医生一样，他们
在基层为市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李龙 摄

2019年9月，桃源县枫树乡白洋河村卫
生室医生聂丽华正在整理居民健康档案。建
立居民健康档案，是国家免费提供的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 李龙 摄

从农村合作医疗到“新农合”到“城乡居民医保”，50多年的探索
和努力，目的只有一个——方便群众看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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