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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说

今日学堂现状

职业学校医学生是服务基层医疗卫生
的主力军。根据对湘潭市78个乡（镇）卫生
院和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
现有的 3298名医务人员中，大专学历为
1476 人，中专学历为 1048 人，两者占比
76.53％。他们是基层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

“守护神”，往往肩负预防保健、疾病治疗等
多重任务。但受工作压力、工作条件、经济
待遇等因素影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
队伍不稳定，存在人才流失、人才缺乏等现
象。

目前，在潭职业学校医学生服务基层
的意愿和能力仍有待增强。尽管他们具备
一定的医学知识和技能，但仍有着理论知
识不足、实践技能欠缺、沟通能力不足、适
应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无法满足基层医
疗服务的实际需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国家医疗卫生体
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农村和城
市社区的“健康守门人”。近年来，这些机
构的医学生流失问题变得尤为突出。部分
乡镇卫生院由于负债严重，其医疗功能不
断弱化，与医改“强基层”的目标存在明显
的差距。此外，基层医务人员的教育和培
训机会不足，也加剧了这一现象。

影响因素

首先，医学生的职业兴趣、价值观和心
理素质会影响他们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
认识和态度，从而影响其服务基层的意愿
和能力。其次，家庭经济状况也会影响他
们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选择。湘潭职业
院校的医学生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家庭经
济状况不佳，他们对医学生毕业后的收入
有着较高的期待。此外，学校的教育质量、
培养模式和实践教学等因素也会影响医学
生的专业素质和服务基层的能力。

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国家政策和社会
就业导向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国家
和地方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政策支
持和激励机制等，会成为影响医学生服务
基层的外部环境。而社会对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的认可度，以及医患关系等因素，则会
直接影响医学生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评
价，从而影响医学生服务基层的意愿和能
力。

对策建议

加强医学生的职业素质教育，培养其
服务基层的意识和能力。首先，湘潭职业
学校应将职业素质教育纳入医学生的培养
体系，通过课程设置、实践活动等方式，培
养医学生的职业兴趣、价值观和心理素
质。同时，学校应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的需求，改革医学教育培养模式，加强实践
教学，提高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服务基层
的能力。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医学生服务
基层的外部环境。首先，完善家庭支持政
策，减轻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当地政府
和学校应加大对医学生家庭的经济支持力
度，如提供奖学金、助学金等，降低医学生
家庭的教育投入，激发医学生服务基层的
积极性。其次，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服务人员的政策支持力度，如提供优惠政
策、激励机制、改善待遇及福利等，提高其
服务意愿，不断优化外部环境，让广大医学
生愿意留在基层。

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宣传和推
广，提升社会认可度。政府和社会各界可
通过宣传册、视频、公众号等，宣传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的重要性，提高社会对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和医务工作者的认可度，进一
步改善医患关系，从而激发医学生服务基
层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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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时下正是高温，在雨湖区韶西逸夫小
学北校区（原南盘岭小学）的操场西北角，
有一棵泡桐树。烈日里的泡桐树，张开了
它那巨大的绿伞，遮住灼人的阳光，庇护着
我们。抬头望去，一片片疏朗的心形大叶
在空中恣意舒展，层叠排开、错落有致。

这棵泡桐树的树干呈黑褐色，表皮布
满了深浅不一、曲直不定的沟痕，记录着它
所经历的风霜洗礼。在接近树根处，有几
个奇特的图案，它们像眼睛、像星星，又像
是某个调皮的小家伙故意画上去的。

“瞧！眼睛！这树上长了一只眼睛。”
女孩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才不是眼睛呢！是星星！一颗星
星！”另一个男孩争辩道。

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围着泡桐
树，争论不休。

突然，男孩小手一推，女孩一屁股坐到
了地上，哇哇地哭了起来。这时，一位老师
走了过来，温柔地帮女孩吹了吹伤口，又用
纸巾擦去了她的泪水，然后对男孩说了一
些话。男孩听话地走到女孩身边，说了几
句安慰的话。女孩脸上泪痕犹在，却如花
开一般笑了。老师牵起学生们的手，教他
们唱起了歌谣：

“泡桐树，分枝丫，绿绿叶子开紫花。
紫花吹响小喇叭，春分淡香惹人夸。泡桐
树，长得快，绿荫底下好凉快。花叶树皮能

治病，夏至人人都喜爱……”
学生们手牵着手，一起欢快地唱着歌谣。他们蹦蹦跳

跳地围在老师跟前，像是簇拥着自己心中最了不起的女
神。

住在学校隔壁的 82岁的易娭毑告诉我，南盘岭小学
自建校以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子弟。2007年8
月，来湘潭打工的黄意纯一家人正为女儿黄睿懋上小学而
发愁。他们来到了南盘岭小学。没想到，在这所学校就读
的200多名学生中，有150多人是农民工子女。黄睿懋顺
利入了学，在校期间不仅成绩优异，还当上了小班长。

2011年，原南盘岭小学正式并入韶西逸夫小学，成为
新韶西逸夫小学北校区（原韶西逸夫小学变为新学校的南
校区）。学校进行了教室翻新，安装了电子白板等多媒体
设备，还引进了一批优质师资力量。至此，泡桐树见证了
原南盘岭小学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迁。

办校至今，韶西逸夫小学在雨湖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
下，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教育教学改革。韶西人秉承

“耕耘树艺，惟德惟才”的理念，在树文化中寻找生命的奥
秘与教育的真谛，敬畏生命，遵循每一个学生成长的规律，
在泡桐树下谱写着崭新的校园篇章。

又一个傍晚，我独自一人来到泡桐树下。头顶上，一
片片疏朗的大叶之间，投下了斑驳的光影。月牙儿独上疏
桐，此时的泡桐树仿佛拥有了整个月夜，而泡桐树下，每一
个生命都在尽情地舒展。

我听见，这些舒展的生命，正在歌唱：
“泡桐树，上月牙，大娃儿小娃儿爬呀爬，一爬爬到桐

树顶，秋分满树桐果挂。泡桐树，光枝丫，秃头秃脑杵在
哪，哪儿把根往深扎，冬至静待来年花……”

（作者系雨湖区韶西逸夫小学教师）

涓涓细流，昼夜东逝，终成大海；粒粒
尘土，日月积累，终成高山。

2001年，我怀揣着教育理想前往一所
边远的乡村学校任教。那里的大部分学生
都是留守儿童。初为人师，我肩负起 3个
班、210余名学生的英语教学工作。任务繁
重，工作压力大。但无论我有多么疲惫，每
每看到学生们那充满渴望的眼神，我都会
坚持利用课余时间和他们交流，为他们解
答学习与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困惑。

我的日记本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当一
名优秀的老师，成为催促种子萌芽生长、寻
找太阳的人。”23年来，我一直努力把爱和
微笑奉献给每个可爱的学生。

在实践基地任教期间，我除了承担教
学任务外，还加入了学校的德育团队，带领
学生们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清廉情景剧等
德育活动，激励他们从容自信地走上一个
个大舞台。记得有一个胆小、羞涩的学生
始终不敢登台表演，我便鼓励他参加清廉
话剧的演出。起初，他总是害怕地说：“老
师，我不行！”我不断地给予他信心：“相信
我，你能行！”在我耐心指导和鼓励下，他终
于鼓起勇气，自信地走上舞台进行表演，并
赢得了师生们的一致赞赏。演出结束后，
学生的父亲非常激动，向我深鞠一躬说：

“老师，谢谢您让我的孩子第一次站上这么
大的舞台！”这一躬是家长对老师的尊敬、对教育的尊重，
更是对未来的信任与托付。

从教多年，对我来说，教育家精神并非遥不可及的理
想。它不在书本上，也不在梦想中，它就在每一位教师的
平凡工作中。每天用微笑迎接每一位学生、耐心指导学生
参与实践活动、在医院陪护学生至深夜、反复检查校园安
全隐患……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恰恰是“不惜
身上膏，化作千尺明”的教育家精神的真实写照。

乐教爱生，让我收获了满满的幸福，也让我明白了教
育的真谛：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过程。身为教师，我们
要用爱和微笑在学生心中播洒阳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
人的大先生。

（作者系湘潭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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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医疗体系的不断完善，基

层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

越大。湘潭高职高专医

学生作为未来基层医疗

服务的主力军，其服务基

层的能力和意愿对提高

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但目前，湘潭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人员供给明显不足，医学

生结构性失业问题也不

容乐观。笔者将通过分

析湘潭高职高专医学生

服务基层的现状，浅析影

响其服务基层的因素，并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盛夏
黄子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无需镀金的阳光，云霞
的絮白有如乘风之势，自是让人心醉；无需澎湃的力量，
红莲的粉饰大展净植之姿，自是令人神往。一颗种子的
执拗，本就坚不可摧。那勃发的芒种啊，生长吧！我要握
住清风，向着更广阔的天地进发。

天刚蒙蒙亮，我揉着蚌壳般睁不开的眼睛，俨然一副
睡不醒的模样，拖着沉重的躯体缓慢前行。母亲却是兴
致勃发，拽着我的手东转转西看看，看什么都十分新奇，
再回头看看我，颇有些恨铁不成钢。我走了会儿，终是有
了些精神。只见绵软青草飘动，芦苇荡荡起一圈又一圈
水晕，牛奶白的浮云聚到了一块儿，像是把太阳浸入了水
中，即便如此，那一抹东方红也满载着希望。我听着沿江
风光带的风声，似是听出了一股蓬勃生长的力量。

循着这股力量，我在跑道上肆意奔跑。耳边风声呼
啸，我拥抱着草长的微腥与树叶中沙沙的生命力，感叹着
青春的美好，感念着盛夏的勃发。我不禁加快了脚步。

不一会儿，阳光倾洒在跑道上，我的动作越来越迟
缓。我一手扶着腰，一手抹去额头上密集的汗珠。这汗
珠似是胶水一般，粘住了我的双眼。我的双脚好像塞满
了铅，怎么也挪不动。也不知何处一块石头被我踢到，

“扑通”一下，我重重摔在了地上。我吃力地撑起身体，倚
靠着矮墙，抚摸着受伤的手，暗自咬了咬牙。

“这也太累了！”可我才跑了一小会儿就已经喘不过
气。我开始暗自自责，想起以前因为疏于锻炼，在体育测
试时被众人嘲笑。我心想，还不如隐匿于树影之中，销声
匿迹，该有多好！可我又突然想到，小草时常被人踩踏，
被摁进土里无法挣扎。淘气嬉笑的学生也在它身上翻
滚，可它仍旧挺直了腰杆儿，向着阳光不断生长。

这一刻，我无需这镀金的阳光！我如絮白的云霞乘
风快步，信念百川，源源不竭。回头望去，方才停留的地
方已被金光照亮，四处人影幢幢。大人小孩似是达成了
一致，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顶着阳光前进。此刻，希望的
种子正在孕育。

我要把握盛夏之机，用活力与好奇拓展新知，用昂扬
与斗志锻炼体魄，创造人生的广阔天地。

（作者系湘潭江声实验学校C2323班学生 指导教师：
黎海珍）

我想对你说
旷欣雨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微微泛黄
的照片。照片已有了岁月的痕迹，它仿佛锁住了时间，记
录下那些落叶纷飞的时光。我抬头望向天边流转的夕
阳。晚霞之中，余晖洒在我身上，熠熠生辉。

祖母，您在天堂还好吗？是否在想念您的孙女？我
多么希望能再次见到您，想念您的怀抱，再看看您那慈祥
的脸庞……

小时候的我，懵懂无知、年少轻狂，总以为前路漫漫，
还有大把光阴可以挥霍，却未曾意识到我能陪伴您的时
间已经不多了。

记得那年，阳光透过树梢，肆意地洒在田野和山脚。
我们祖孙俩的影子，在那悠长的小路上，一长一短地前
行。那条小路很长，一眼都望不到尽头；那条小路又很
短，短到转过几个弯便到了家。那时候的我，总是赤着脚
丫，衣服弄得脏兮兮的，追在您的身后。而您总会特意停
下脚步，等着我奔向您。傍晚时分，我们一同看着鸟儿归
巢，欣赏落日的绚烂，再看满天繁星点点。

我就像一个拾荒者，一片片收集起我们的回忆，然后
在某个夜晚，将它们拼凑起来，再撒向星空。一天傍晚，
一阵风袭来，尘埃随着风钻进了我的眼睛，也翻开了记忆
的相册。泪光中，我又看见了您，看见了您那瘦小而略显
佝偻的身躯。您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双眼依旧
闪烁着光芒。我也看见了您目光中深深的牵挂和淡淡的
忧伤。

回首往事，在您60岁那年的盛夏，我带着满心欢喜回
到那个让我无法忘却的故乡，却看见您静静地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一群穿着白衣服的人围绕在您的身边。我没
有哭，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您。我知道您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后
来，每当我在路上看到相似的发型、眉眼，我都会想起您。

夕阳渐渐落下，我捡起那一束光，用它照亮了我的童
年时光。日落时，我又把它还给了太阳。我知道，还有人
在等待。

（作者系湘钢一中初2314班学生 指导教师：杨莹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