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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金华市金东区赤松镇桥
里方村卫生室依旧亮着灯。吃完晚饭，
村民们陆续走进村卫生室，在“家门口”
享受针灸、按摩、耳穴压豆等中医夜门诊
服务。

村卫生室是基层医疗体系建设的
“网底”。为了满足村民夜间就诊特别是
中医理疗等需求，去年8月，金东区卫健
局在桥里方村卫生室设立了金华首个村
级中医夜门诊服务点。

近日，我来到金东区桥里方村卫生
室，给夜门诊中医师陈小勇当助手，体验
中医夜门诊怎样为村民服务。

辐 射 6 个 村 8000
人，中医夜门诊挺热闹

春寒料峭，下午 5 时，天色开始转
暗。我走进桥里方村卫生室，第一感觉
是明亮舒适。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全科门诊、心电图室、化验室、输液室等
一应俱全。桥里方村卫生室原本有两名
医护人员，开设夜门诊后，这里白天开展
日常接诊，每周二、四、六晚上5时半到8
时半，增派赤松镇中心卫生院传统医学
治疗中心中医师陈小勇为村民提供中医
服务。

“快换上白大褂，不少村民已经干完
农活回家，第一波病人马上就来了。”临
近 5 时半，陈小勇在中医室门口催我。
说话间，四五位村民走进卫生室。按照
陈小勇的吩咐，我赶快拿出号码牌，按照
先来后到的顺序发给村民。卫生室有了
夜门诊后热闹了不少，中医看诊人数多
的时候约 30 人，少的时候也有 10 多
人。为了方便村民有序看诊，陈小勇特
意置备了号码牌。

“方阿姨，身体酸痛的‘老毛病’好点
没，还怕冷吗？”陈小勇一边把脉，一边熟络
地用方言向第一位病人方献花询问病情。

方献花和陈小勇是老熟人。她是附
近石耕背村的村民，以种植苗木为生，常
年在苗圃干活，导致肌肉酸胀而且畏寒
怕冷。夜门诊没开之前，方献花常找陈
小勇看病。“白天忙，没空，我经常开玩笑
问小陈能不能晚上加班帮我看病，没想
到现在成真了。”说起中医夜门诊，方献
花颇有感触。

陈小勇告诉我，赤松镇有很多种植
佛手、果树的苗农和果农，类似方献花这
样对中医理疗类夜门诊的诉求，他和同
事们收到不少。去年 7 月中旬，赤松镇

中心卫生院将这些诉求集中、整理后反
馈给金东区卫健局。

去年 8 月初，村民们的诉求促成了
夜门诊服务点开设。桥里方村是赤松镇
北片的大村，常住人口超 1500 人，辐射
周围 6 个行政村超 8000 人，成为夜门诊
服务点的首选地。

“以前去镇中心卫生院看病，来回路
程加上看诊取药少说要一个小时。现在
干完农活回家，骑车到村卫生室还不到5
分钟。”方献花说，村卫生室还能刷医保
卡，看病方便又省钱。陈小勇解释，去年，
金东区141家公办村卫生室全部完成了

“集采药品进卫生室”和医保结算“村村
通”工作，显著降低了村民的医疗费用。

调理村民“老毛病”，
满足健康新需求

“帮我到中医适宜技术室把火罐拿

出来，这位病人需要拔罐。”为第三位病
人、桥里方村村民陈伟增把脉后，陈小勇
对我说。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中医适宜技术
包括针刺类、拔罐类等 10 类技术 100多
个小项。在中医适宜技术室内，火罐、针
灸用的细针、刮痧用的砭石等中医理疗
用具一字排开。

陈伟增是夜门诊常客，他年轻时留
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严重时甚至影响
睡眠。陈伟增说，以前是痛得受不了才
去医院做中医理疗。去年村卫生室开了
中医夜门诊，他尝试了一次，觉得不错，
后来就每周定期来。“离家近、方便，所以
能坚持治疗。”陈伟增说。

陈小勇点上酒精，对准陈伟增的大
椎、肩井等穴位，不到两分钟就把十几个
火罐牢牢地吸在他背上。8 分钟以后，
陈小勇开始取火罐。“一只手扶住火罐，
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指轻轻按压罐口边缘

处病人皮肤，打开一点缝隙，火罐就可以
轻松取下了。”陈小勇一边操作一边教
学，并特意嘱咐我：取火罐的时候千万不
能直接拉，容易损伤皮肤。

按照陈小勇教的方法，我第一次尝
试还不敢用力，没成功。“不要怕，扶火罐
的手不要动，右手大拇指可以再加点
力。”陈小勇鼓励我，果然，稍加一点力
气，第一个火罐被我顺利取下，之后就越
来越熟练。

这时候，另外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姑
娘走了进来。“她是王晶莹，大专毕业后
成为区里首批大学生村医培养对象，现
在跟着我学习中医理疗技术。”陈小勇向
我介绍，他们首批29人白天在金华职业
技术大学上医学理论培训课，放学后就
来村卫生室实践学习。“区里计划用8年
时间培养百名大学生村医，现在合格的
金华村医必须掌握至少 4 大类 6 小项中
医适宜技术。”陈小勇说，拔罐这类基础

技术王晶莹已经上手，他让王晶莹带着
我收尾，他则继续为村民看诊。

不一会，桥里方村村民方敏琍带着
母亲走进中医室。“我妈这几天老毛病又
犯了，右边手脚麻麻的，带她来看看，顺
便问下什么时候合适开始针灸减肥。”方
敏琍说，以前家里老人遇到身体不舒服
都是能拖则拖，出门看病要劝老半天，现
在“家门口”就有中医理疗服务，小问题
很方便就能解决。

腰肌劳损、手脚麻木、手臂屈伸不利
索⋯⋯陈小勇记录了十几位村民的症状
后，我发现大多是务农留下的“老毛
病”。“这些问题起初不重视，容易发展成
大毛病。”陈小勇说，中医夜门诊就是要
用便捷的中医理疗服务，及时调理村民
们的“老毛病”。除此之外，随着村民健
康意识不断加强，儿童生长贴、针灸减
肥、冬病夏治等中医治疗新需求越来越
多，夜门诊也越来越忙。

回收过期药品，守护
健康不“过期”

晚上8时半，夜门诊结束，陈小勇一
共看了16位病人。但他还不能下班，他
与桥里方村的方爷爷有约，要上门去检
查他的身体状况。

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陈小勇收拾
起医疗箱，撑着伞带我出门。陈小勇说，
村卫生室医生在坐诊之余，还要主动上
门为村民提供慢性病随访、健康宣教、过
期药品回收等服务。

路上，陈小勇向我介绍，方爷爷患有
慢阻肺病，这几天天气冷暖变换快，容易
犯病。陈小勇说，现在村里老年人多，不
少患有慢性病，需要定期随访。方爷爷
家很快就到了。“血压、血氧都挺好的，肺
部炎症也好多了。春捂秋冻，初春特别
要注意保暖⋯⋯”陈小勇一边检查一边
叮嘱。

“方爷爷，把家里的药都拿出来，看
看有没有过期的。”陈小勇说，方爷爷马
上拿来20几盒药，我跟着陈小勇一起仔
细检查。

方爷爷和老伴住在村里，子女不住
在身边，是村卫生室重点关注对象之
一。陈小勇带着我仔细检查，果然发现
一盒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蓝芩口服液，
去年 12 月中旬已经过期。不一会儿，
陈小勇又发现了芙朴感冒颗粒、头孢克
肟片等几盒临期药品，他吩咐我在药盒
上 用 大 字 标 注 过 期 时 间 ，方 便 老 人
查看。

带上过期药品，我们回到村卫生
室。陈小勇把过期药品丢进大厅的过期
药品回收箱，里面已经快装满了。陈小
勇说，除了家庭医生上门回收，村民有时
也会主动把过期药品送来。这样的村级
过期药品回收点，在整个金东区共有
100 多个，各镇中心卫生院会定期对回
收点的药品统一回收处理。

回到村卫生室已是晚上 9 时，陈小
勇带着我和王晶莹整理好火罐等用具，
结束了当晚的工作。

据了解，金东区已根据群众需求开设了
两个中医夜门诊服务点，
接下来，金东区计划在每
个乡镇至少布局一家中
医夜门诊服务点。金华
市也将倡导各地适时开
设村卫生室中医夜门诊。

记者在金华市桥里方村卫生室给夜门诊中医师当助手——

农忙归来天色晚 中医调理不“打烊”
本报记者 叶梦婷

走到哪吃到哪，车到哪睡在哪，洗澡
靠车上的水应付，这曾是不少货车司机
的生活常态。近年来，为了让货车司机
在途中喝口热水、吃口热饭、洗个热水
澡、睡个安稳觉，全国各地依托高速服务
区、物流园区等建设“司机之家”。

G1521 常嘉高速汾湖服务区位于
嘉善姚庄镇，日均车流超6万辆，货车司
机停车休息需求大。去年 9 月，嘉通集
团利用服务区闲置房屋扩建“司机之
家”。今年 2 月 14 日，总建筑面积 1587
平方米的汾湖“司机之家”正式运营，24
小时开放。这是目前浙江高速公路服务
区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司机之家”，可同
时接待上百名司乘人员，目前日均接待
量约2300人次。

汾湖服务区“司机之家”究竟是怎样
服务的？日前，我“化身”为保障货物运
输安全的见习押运员，跟随50岁的货车
司机胡士兵和他的妻子——押运员尤
利，一起来这里体验。

安全有守护，躺平放心睡

胡士兵是嘉善某公司危化品司机，
此行要运输10个空钢瓶至江苏昆山，灌
装液氨后再返回嘉善。上午11时，我在
嘉善与胡士兵夫妇汇合后，计划一起在
汾湖服务区休整，再去昆山。

中午 12 时 30 分，货车驶入汾湖服
务区，在入口我就远远看到一个绿色的
指引牌。“货车、畜产车（司机之家）右转，
大客车、小客车（综合楼）直行。”

停车场很大，有几百个货车专属车
位，胡士兵轻松停入其中一个车位。下
车后，我协助胡士兵和尤利检查车辆轮
胎、钢瓶捆绑等状况，一切正常。只见正
前方是一幢 3 层高的楼，挂着“司机之
家”的牌子。

“跑货运近 20 年，我还是头一回见
这样专为货车司机建的独立休息楼。”胡
士兵感叹。

“欢迎来到汾湖服务区，喝口热茶暖暖
身。”进入大厅，暖气扑面，前台人员宋秋阁

热情相迎。得知我们第一次来，她仔细介
绍：“我们这里有开水间、洗衣房、超市、餐
厅等功能区。而且男女分区休息，男宾区
和女宾区都有休息室、卫生间、淋浴室。”胡
士兵夫妇有些惊喜：“这真不错！”

我和胡士兵夫妇一起在餐厅吃了碗
面后，一早就出车的胡士兵就直奔男休
息室，尤利则去女休息室。胡士兵说，高
速服务区休息室的躺椅一般比较少，一
椅难求。作为货车司机，运输途中他大
部分时间都在不足4平方米的驾驶室里
度过，很难躺平睡个好觉。

推开休息室的门，胡士兵愣了一下，
情况比他印象中的样子好很多——六七
十平方米的房内有几十张可折叠沙发躺
椅，每把躺椅间设置了不透明隔板，构成
一个相对独立的休息空间。

胡士兵选了一张躺椅，轻轻一拉就展
开成一张沙发床，还配有小靠枕。胡士兵
连连点赞：“没有硬邦邦的感觉，双腿能伸
直放松，舒服！很多服务区的椅子只能斜

靠，现在总算能躺平睡个好觉了。”
躺椅对面墙上有个大屏，正实时显

示停车场各区域画面，胡士兵的货车也
出现在屏幕上。“这里是 24 小时监控
吗？监控有没有工作人员盯着？”胡士兵
不太放心，让我去前台问问。

“放心吧，我们安保的设备和人力都
很充足。”宋秋阁说，在原有36台监控摄
像机基础上，增设了7台鹰眼摄像机和6
台危化品车专属监控摄像机，“司机之
家”二楼的监控室有专人24小时轮流监
控，外场也有保安全天候轮流巡逻。

“我原想让你帮着照看货车，这下放
心了，我们都可以休息。”胡士兵说，“以
前我们出来运货必须轮班休息，货物、汽
油一旦被盗，这一趟就等于白干，这个

‘司机之家’考虑周到。”

给女司乘营造私密空间

胡士兵睡下后，我去找尤利。只见

女宾区通道铺设着粉色地标，入口处立
着醒目的“男士禁入”告示牌。

这是浙江省首个分设男女休息区的
高速服务区“司机之家”。工作人员告诉
我，这些年女货车司机、女押运员和拉货
夫妻档越来越多，急需一个女性的私密
空间。男女分区是为了让女司乘能够安
心休息。

我走进休息室时，尤利正在躺椅上
刷手机，她感叹：“在这里躺着，比跟很多
人挤在一间房舒服多了。”

休息了一会儿，尤利想趁着有空洗
个热水澡，让我帮她去车上把装有换洗
衣物的袋子拿来。许多“司机之家”的淋
浴室数量不多，且男女混用，对女性来说
不太方便。在这里，女宾区休息室对面
就是女淋浴室。“真好，终于不用抢浴室
了。”尤利说。

将尤利的换洗衣物取来后，我们进
了淋浴室。女宾区共有两个独立的淋浴
室，靠近淋浴房的墙面还贴心安装了衣

服收纳筐以及折叠座椅。
张贴在墙上的使用须知上写着：洗

澡20分钟内免费，超过时间才会按时长
收 3 元、6 元不等的费用。“我洗澡一般
10 分钟差不多了，不用花钱。”尤利当押
运员有十几年了，她休息过的大部分服
务区洗澡都收费。

洗澡出来，尤利和我来到洗衣房，这
里有5台洗衣机、1台烘干机。尤利的衣
服不多，使用洗衣机洗只收了3元，使用
烘干机免费。

暖心服务传递家的温暖

下午 1 时 30 分，几位穿着红马甲的
志愿者走进大厅，将血压计、保温桶、一
次性茶杯等物品摆放在一张长桌上。原
来，这是“司机之家”开展每月一次的志
愿服务活动。

我也兴致勃勃上前帮忙送姜茶、递
送热毛巾等。货车司机们脸上洋溢着笑

容，还主动与志愿者交流起行车经验。
“新的‘司机之家’运营不久，设施完

善了，服务也要跟上。”嘉通集团高速管
理公司安全发展部经理周加加告诉我，
在改造过程中，服务区确定了微波炉加
热、无线网络、货单打印、测量血压、公益
理发等 14 项免费服务项目以及办理
ETC、使用洗衣机等有偿服务。

“还能打印货单呀！我出门太急，忘记
打印给昆山企业签字的货运单据了。”一旁
的尤利听到我们说话，赶紧过来咨询。

“边上就是打印机。”周加加指了指
前台的电脑和打印机，让我们试试自助
操作。尤利将运单电子版发给我，让我
帮忙打印。我在电脑上登录文件传输软
件，将货单文件传至电脑，几秒后，一张
纸质货单就从打印机里“吐”了出来，承
运方、托运方、收货方等货运信息一清
二楚。

尤利拿着纸质货单舒了口气：“以往
如果我们忘记打印货单，就得在人生地
不熟的地方找文印店，有得折腾。”

下午 1 时 50 分左右，胡士兵醒了，
我们准备再出发。临走时，汾湖“司机之
家”负责人敬晓龙拿出一个微信群的二
维码让大家扫一扫。“这是汾湖‘司机之
家’的司机交流群。大家有啥建议、需
求，都可以在群里畅所欲言。说不定下
一次你们再来，我们就能满足你们的心
愿啦。”敬晓龙笑着和我们告别。

“以前觉得服务区就是个卫生间，
现在感觉这里有家的温度。”这是一名
货车司机在交流群里的感言。如其所
言，对这一大群车轮上的漂泊者来说，

“司机之家”不只是旅途中的驿站，更是
一个能卸下疲惫、抖擞精神再出发的温
馨港湾。

记者跟货车司机走进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规模最大的“司机之家”——

停靠温馨港湾，卸下疲惫再出发
本报记者 郁馨怡

记者跟货车司机走进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规模最大的“司机之家”——

停靠温馨港湾，卸下疲惫再出发
本报记者 郁馨怡

叶梦婷叶梦婷

郁馨怡

记者（右）在陈小勇的指导下为患者取火罐。 共享联盟·金东 陈怡滢 陈婺 摄陈小勇（右一）带着记者（左一）走访村民。

记者（右二）和尤利（右一）等司乘人员在“司机之家”餐厅就餐。 通讯员 蒋雯霞 汪慧 摄记者（右二）和尤利（右一）等司乘人员在“司机之家”餐厅就餐。 通讯员 蒋雯霞 汪慧 摄汾湖“司机之家”的货车停车场。 通讯员 蒋雯霞 汪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