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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兰红光、刘潺摄影报道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卫生院， 50 多名基层医护人员
分区包片，用背篓背起医学仪器走进偏远乡村，把便民医疗送
上门，他们是九龙坡区陶家镇卫生院流动体检队的队员，由全
科医生、全科护士、体检医生、乡村医生等组成，每月自发为
陶家镇各个偏远村落的老、弱、病、残等不便出门的特殊人群
免费上门体检。从 2012 年至今，无论雨雪寒暑，这支被当地
群众亲切地称为“背篓医生”的流动体检队都会准时出诊，靠
着背篓里的医学仪器、靠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8 年时间里他
们为近千名村民入户进行了体检、健康干预和康复训练。

从坐诊到背上背篓，从卫生院到周边的十里八村，变化的
是行医范围，不变的是基层医疗工作者对人民群众的一片真
心。“背篓医生”的发起人、陶家镇卫生院副院长邹镜说：
“我们的背篓背的不仅仅是医疗仪器，更是一份守护村民身体
健康的责任，‘背篓医生’出诊带给困难群众的不仅是服务，
还有温暖和支持，这是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卫生院的“背篓医生”们背着医
学仪器行走在山村小路上（ 2 月 20 日摄）。

““背背篓篓医医生生””

▲准备出诊的“背篓医生”将装医学仪器的背篓码放在救
护车上，他们准备前往偏远村社的山路入口（2 月 20 日摄）。

▲陶家镇卫生院，“背篓医生”成员廖代金（右）在取背
篓，准备装放医学设备（ 4 月 9 日摄）。

▲陶家镇卫生院，三名“背篓医生”将 B 超机放入背篓内，
准备出门巡诊（4 月 9 日摄）。

▲“背篓医生”的发起人、陶家镇卫生院副院长邹镜在卫生
院为前来就诊的群众进行治疗（4 月 9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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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德 ，陶家镇

友爱村 18 社五保户，

小儿麻痹症患者。

刘宴清 ，陶家镇

治安村 1 8 社的 1 0 0

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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