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了幾十年醫生，劉永生對這行感
慨頗深，「當醫生就是吃飯不知饑飽，
睡覺不知顛倒，不知陰晴天黑，才能把
病看好。每天眼窩一睜，忙到熄燈；電
話一叫，馬上要到；吊針一掛，心就害
怕。」多年來，劉永生基本每晚都在
11點以後入睡，只要群眾一個電話，
他背起藥箱就匆匆外出。在村民眼中，
劉永生的電話就是他們的「120」（內地
急救電話）。
以前情況緊急的時候，劉永生就騎
單車到患者家裡診病，有時遇到雪天路
滑，摔跤是常有的事。為了更好地服務
村民，也為了及時將重病患者送往醫
院，前兩年，劉永生花3萬元買了一輛
小汽車，成為村裡名副其實的
「120」。從那以後，村裡誰有個急病
需要送縣醫院的，劉永生就會和兒子一
起開車將病人送過去。
回憶送病人的經歷，劉永生說，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村裡交通不便，病人

轉院非常麻煩。記得有一次村裡有個孕
婦因胎盤前置而大出血，因為沒有車，
情況非常緊急。後來，他就在馬路上攔
下了一輛拉煤車，見司機不願意，他往
車前一躺，說：「這是個人命，如果你
不拉，就從我身上碾過去。」正是劉永
生的執着，才保住了這名孕婦的性命。
劉永生說，如今自己有了小汽車，

送病人就很方便了，「我們努力做的就
是把最好的條件讓給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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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生在荒移村口碑非常好，這不僅是因
為他認真細緻地對待每一位病人，更因為他
心存仁義，善良地呵護着村裡的貧困者。為
了讓村民有房娶媳婦，他甚至讓出了自家的
樓房，帶着妻兒入住村衛生室。
1985年冬，因為自製炮竹時發生爆炸，荒

移村村民謝雙喜一家生活陷入絕境：老大雙
手殘疾，老三雙目失明。生活的重擔壓得老
二謝雙喜喘不過氣來，一時間，兄弟三人連
口飯都吃不上。
「當時現場一片狼藉，謝家兄弟被炸得血

肉模糊，慘不忍睹，心裡別提多難受了。」
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劉永生至今仍記憶猶
新。他第一時間在現場進行了搶救，而後又
帶着老大和老三四處求醫。
1990年，謝雙喜到了適婚年齡，劉永生一
年內給他介紹了21個對象，但因為家庭貧
困，連間像樣的房子都沒有，女孩們都不願
意。情急之下，劉永生沒與妻子商量，便決
定把自家的樓房讓給謝雙喜成家用。為此，
妻子哭哭啼啼罵他「敗家」，並提出要離

婚。
「我當時告訴妻子，我有

手藝，房子沒了，以後可以
再掙，我們可以住衛生室。
但是謝雙喜沒有房子，很可

能一輩子都得打光棍兒了。」在劉永生的堅
持下，妻子最終同意將樓房贈給謝雙喜，村
衛生室從那時起便成了劉永生的新家。

父親意外喪生 最終選擇原諒
後來，劉永生又掏錢給謝雙喜買了三輪車
搞運輸。有一天，謝雙喜遇到劉永生的父
親，便好心捎他回去，誰知在半路卻出了車
禍，劉永生的父親當場去世。「聽到消息，
我一下就癱倒在地，那幾天每天都以淚洗
面，悔恨交加。」劉永生說。
當得知家人準備把謝雙喜告上法院時，劉

永生「噗通」跪在了家人面前，「他不是故
意的，如果打官司，會把他一輩子毀了，謝
家一大家子就完了。」時隔26年，劉永生憶
起此事仍然眼淚在眼眶裡打轉。但他說，再
難也要幫助這個無助的家庭。最終，劉家人
選擇了原諒謝雙喜。
而今，在劉永生的幫助下，謝雙喜家境逐
漸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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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劉永生的當天，他剛從渭南市富平縣回來。
他說，出門十多天了，心裡一直惦記着村裡的

病人，「早上五點就醒了，總是想着村裡的病人怎麼
樣了，就像牽掛自己的孩子一樣。」

目睹麻疹奪命 立志好好學醫
劉永生年幼時心裡便埋下了從醫的種子。那年，一

場重病讓他面臨截肢風險，因為家境貧窮，最後還是
在村支書的幫助下才保住了雙腿。待他慢慢長大，母
親便叮囑他好好學醫，將來讓窮人富人都看得起病。
1976年，劉永生成為荒移村村醫，但上任沒多久
就遇到了挑戰。因為麻疹肆虐，荒移村幾個孩子先
後失去了生命，其中一位母親在痛失愛子後跪在地
上撕心裂肺哭泣的場面，讓劉永生心如刀絞。「我
當時就痛恨自己，如果我醫術好，就能治好這些孩
子的病。」劉永生說，他就此下定決心，一定要好好
學醫。
憑藉自身醫學知識積累及不斷學習，劉永生最終摸

索出了一副治療麻疹的藥方，但因為是新手，村裡很
多人對他的醫術都半信半疑。直到幾個孩子在服藥後
漸漸好轉，臉上再次露出天真的笑容，劉永生開始得
到村民的認可。
農村地區缺醫少藥，鄉醫如果技術過硬，老百姓就

能少受病痛折磨。多年來，勤奮的劉永生堅持村民需
要什麼就學什麼，他從書本中學，從實踐中學。為了
練好針灸，他甚至在自己和妻子身上做試驗，扎得全
身都是針。母親見了心疼地淚流不已，但劉永生卻
說：「我就想自己受點苦，老百姓就少受點苦。」

悉心呵護癌患 最終不留遺憾
行醫四十二載，劉永生對待每一個病人總是不厭其

煩。年老的病人在他面前嘔吐，他耐心擦拭；病人腳
氣太重，他深吸一口氣，繼續診病；病人一天給他打
20多個電話，他認真傾聽……在劉永生看來，醫生
就是看病的，而病人是最痛苦的，只有先做好病人的
親人，才能更好做病人的醫生。
荒移村村民黨紅喜在2012年被確診為惡性腦瘤，

大醫院稱只有半年存活時間。回到村子後，劉永生沒
有放棄對黨紅喜的治療，不但用中藥、針灸細心治
療，還對他進行心理輔導。最終，黨紅喜又活了三年
時間。
病期的黨紅喜心生絕望，有時一天給劉永生打20
多個電話，直到夜裡還在聊。「我沒有拒絕，也不忍
心拒絕。」劉永生說，一個生命將結束的時候，也許
這是他最後的願望，我希望讓他的生命不留遺憾地走
向另一個世界。三年裡，他和黨紅喜共同努力，抗戰
病魔，雖然最終沒能留住黨紅喜的生命，「但是他走
的時候非常平靜，我也沒有遺憾了。」

儘管嚐盡了鄉
醫的酸甜苦辣，但
當兒子劉博畢業的
時候，劉永生還是
毫不猶豫地讓兒子
回到荒移村，和他
並肩作戰。四十二
年來，劉永生的醫
術在業內小有名
氣，也常有醫院高
薪邀請他，但他都
拒絕了。「必須有

人守護在農村。」劉永生說，城市裡的人
根本沒法理解農村缺醫少藥的窘境，村民
有個病痛，鄉醫的角色就格外重要。
妻子王榜花這些年來見證着丈夫劉永生

與村民的感情，「那確實就像魚和水一
樣，誰離了誰都活不了。」王榜花說，每
次有風聲傳劉永生離職，村民們就會到村
衛生室打聽，然後一個勁兒地說：「劉醫
生千萬不能走，他走了我們就沒法活
了。」
村民的這份愛戴在激勵劉永生的同時，

也激勵着80後的劉博。「父親多年的堅
守，讓我看到了一個醫生真真切切為人民
服務的大愛，也看到了群眾對醫生的愛
戴。」劉博說，為了父親和村民，他也會
一直堅守在村裡鄉醫的崗位上。

劉永生的無私
奉獻精神感染着
越來越多的人。
2015年底，潼關
縣衛生局成立了
「劉永生義工服
務總隊」，近千
名義工加入服務
基層百姓的隊
伍 。 2016 年 6
月，劉永生所在
的「劉永生義工

服務隊秦東分隊」也成立，荒移村26位
村民加入，其中年紀最大的一位義工叫宋
茂林，今年已75歲高齡。
5年前，宋茂林的老伴姚印花因腦梗引

起偏癱，劉永生經常上門診治，讓老人病
情大為好轉。每次劉永生到縣城辦事，還
不忘給這老兩口帶些美食。
「劉醫生給了我們這麼大的幫助，我也
想把自己的愛心傳遞給更多的人。」宋茂
林說，每次義工服務隊有活動，他都積極
參加，75歲的他甚至還走四、五公里山
路去幫山上的老人理髮、掃地。
47歲的張小軍就住在荒移村衛生室對

面，這麼多年來，他每天都能看到劉永生
忙碌的身影。病人多的時候，看到劉永生
忙不過來，他就會主動到衛生室幫忙，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義工服務隊成立後，
張小軍成了副隊長，「我們要做的就是切
切實實為百姓服務。」他也苦笑說，經常
有群眾問他們是否有工資，他只能說有。
「劉醫生從來沒因為錢動搖過，何況我們
義工服務隊呢？」

樓房贈困難戶 攜妻住衛生室

位於陝西省渭南市潼關縣的荒移村，由於地

處偏僻，多年來，周圍村民就醫非常不便。為

解群眾疾苦，1976年，年僅17歲的劉永生毅

然挑起了荒移村村醫的重擔。「醫者父母

心」，四十二年來，他堅守這片黃土地，憑借

一雙救死扶傷的手和一顆濟世安民的心，守護

着周圍村民的健康與幸福。劉永生說：「我也

羨慕城裡的繁華，但村民是我最親的人，醫院

給再多的錢，我也不願意離開荒移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陝西潼關報道

兒子畢業回鄉
與父並肩作戰

獲助老翁受鼓舞
加入義工服務隊

■■劉永生給村裡孩子看病劉永生給村裡孩子看病。。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攝攝

入手小汽車 秒變救護車

■■劉永生的住所裡掛滿了病劉永生的住所裡掛滿了病
人送的錦旗人送的錦旗。。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攝攝

■劉永生買的小汽車如今已成村裡的
「救護車」。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攝

■劉永生為病人看病。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劉永生劉永生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宋茂林是劉永生義
工服務隊中年紀最大
的一位。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仕珍攝

■■劉永生四劉永生四
十二年來寫十二年來寫
了許多行醫了許多行醫
日記日記。。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陝西傳真

■劉永生義工隊成員去看望困難民眾。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劉博如今也在荒移
村衛生室工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仕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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