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来自

市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全市共有 33.47 万名卫生人

员。其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

了让广大农村群众能在“家门口”

看病，默默坚守在大山深处，走村

串户，守护村民们的健康。近日，

记者来到巫山，走近同是乡村医生

的一对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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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七个“中国医师节”

51年接力坚守在大山深处，做乡亲们最坚实的“医靠”

一对父子 两代村医

▲8月16日，巫山县平河乡樟坪村，落日余晖中，李丛杰和李行燕出诊后驾驶摩托车返回卫生室。

▼8 月 16 日，巫
山县平河乡樟坪村卫
生室，村医父子李丛
杰（中）、李行燕（左）
为村民检查身体。

本组图片由记者
尹诗语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李奕霏 彭宇

“李医生，我家老头子说脑壳昏，连床都起不
来，你能不能来看看？”8月16日上午10点，巫山
县平河乡樟坪村卫生室，村医李行燕的电话响了，
电话那头的村民田绍翠扯着大嗓门，十分着急。

“老汉（爸爸），沈叔叔（田绍翠老伴）估计
高血压犯了，我去看看。”李行燕给正在为病人
把脉的父亲李丛杰打了声招呼，背起背包就出
门了。

今年68岁的李丛杰是一名村医，8年前退
休后又被返聘回来坐诊，算起来，已在当地行
医51年。2018年，他身边多了一个助手——
儿子李行燕。看着儿子骑着摩托车远去的背
影，李丛杰目光中满是欣慰。

父亲李丛杰：曾经条件艰苦，不通
公路不通电，晚上打着火把出诊

“李爷爷，我小时候看病找你，现在我的娃
儿还是来找你哟！”上午11点多，熟悉的声音
响起，李丛杰抬头认出了来人——村里樟坪3
组嫁到巫山县城的吴云春。

前两天，吴云春带着5岁的儿子回娘家，没
想到儿子突然肚子疼。

“来爷爷这坐。”李丛杰让孩子坐到跟前，
把了把脉，随后取来一点当地特产的桐油，抹
在孩子肚脐眼位置开始推拿。几分钟后，孩子
就说肚子不疼了。

“老爷子看病，十拿九稳！”卫生室里，等着
拿药的村民刘广德、曹远芝竖起大拇指。

趁看病的空隙，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他
说，自己从小喜欢跑到山上挖草药，从17岁
起，便跟着乡里的一位“赤脚医生”学医。

“那时年轻，认为学医是一门可以养家糊口
的技术。”李丛杰说，可就在那年夏天，一件事改
变了他的想法。当时，村里一名十多岁的孩子
在干农活时中暑晕倒了，李丛杰正好路过，他赶
紧上前，为孩子掐人中穴、揉印堂穴，四五分钟
后，孩子慢慢苏醒过来。

这让李丛杰重新认识了医生这一职业，医
生治病救人，承载着许多家庭对生命和健康的
期待。

“可以说是敬畏吧。”李丛杰告诉记者，正
式成为村医后，但凡乡亲们有需要，即使再晚，

他也会出诊。那时，条件十分艰苦，不通公路，
不通电，连手电筒都不多见，晚上只能打着火
把出诊。“火把是将向日葵秆用水浸泡后晒干
做的，有时路途远，要走几个小时，火把在路上
就灭了，只有摸黑赶路。”李丛杰说。

慢慢的，村里通了公路，找李丛杰看病的
人也越来越多，他出诊的次数也更多了。48岁
时，他学会了骑摩托车，走的路也更远了，“到
现在都骑坏3辆摩托车了，里程可能超过20万
公里了哟。”说到这，李丛杰的嘴角上扬，不自
觉地笑了。

儿子李行燕：放弃近万元的月
薪，返乡当起了村医

如果不是父亲那一年摔了一跤，今年44岁
的李行燕，也许还在广东的五金厂担任品质工
程师。

2018年1月第一天，62岁的李丛杰像往
常一样骑着摩托车，上门为村民随访服务。

“那天天黑得早，风刮得呼呼的。”李丛杰

回忆，在一个山路拐弯处，摩托车翻了，尾椎骨
和腰上传来钻心的疼痛，他忍痛将车扶起，坚
持骑到了村民家。

李丛杰腰部的疼痛感越来越强烈，他用手
摸了摸左髋关节，凸出了一个包块，多半是骨
折了。

既然来了，就得把随访做完。李丛杰做
完两户随访后，才拨打了120电话。在县医
院拍片后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必须立即
手术。

“儿啊，老汉终究是年纪大了，村医这份工
作有点力不从心了，要不你把以前卫校学过的
知识‘捡’起来，回村里当村医吧。”思量再三，
李丛杰向赶来照顾的儿子开了口。

面对父亲期盼的眼神，李行燕内心很纠
结：每个月工资近万元，品质工程师前景也不
错，但长期在外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父母年
龄大了需要人照顾。他与妻子再三商量，最终
决定回村。

跟在父亲身边学习了一年，2019年，李行

燕考取了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李丛杰手里接
过了“接力棒”。

“小李医生像他老汉一样敬业，人也踏
实。”樟坪村6组的杨昔寿和曾西香夫妇俩都是

“老病号”，年近七旬，患有高血糖、脑梗塞、坐
骨神经痛等疾病，有啥不舒服就会给李行燕打
招呼。“前几天，我夜里突然觉得很晕，给小李
医生打电话，他一会就来了！”杨昔寿说。

如今，李行燕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不仅要
看病，还要给村民们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比如给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做随访服务等，同
时，他也是463名村民的家庭签约医生。

接力坚守：村里有了标准化
卫生室，儿子也读懂了父亲

樟坪村卫生室就在马路边上，大约有六七
十平方米，分为诊断室、治疗室、公共卫生室、
药房等，门口还贴有健康教育宣传栏，父子俩
会定期更新宣传栏的健康科普知识。

“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提到卫生室的
变化，李丛杰十分感慨。2009年前，卫生室就
在自家的客厅里，生活用品、农具与药柜摆在一
起，村民来看病也不方便。如今，樟坪村卫生室
早已成为标准卫生室，配备的医疗设备也齐全
很多。

“老汉，你以前看病就是老的‘三件套’，现
在我们可是有了‘得力助手’。”下午4点多，出
诊回来的李行燕取下了背包，指着这个“宝贝”
说道。

今年4月，巫山县在全市率先启动“行走
的医院”项目，为100个村的村医配备了全科
医生助诊包，包里配有多套便携式医疗检测设
备，可以实现24项血液化验、11项尿液检验、
心电图检查、超声检查，以及血压、血氧、体温
的测量，同时可将超声影像、血检、尿检、心电
图等各项检查结果实时上传至上级医院，让村
民们“看病不出村”更有保障。

“助诊包里的那些仪器我也用得来，不过
儿子比我上手快，动作也更麻利。”李丛杰说，
他最近打算把钻研了几十年的桐油推拿教给
儿子，让他能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

“以前不理解父亲，觉得他总‘不着家’，大
事小情都交给妈妈一个人。”李行燕说，接班后
他渐渐明白，父亲肩负的是乡亲们的健康，那
是救命的大事。

让李丛杰感到欣慰的是，女儿李行菊如今
也在成都当护士。今年，孙女李慧芸又考上了
重庆中医药学院的中医专业。

刚灌了一大口水，李行燕的手机又响了。
炎炎烈日下，他骑着摩托、背着助诊包再次出
发。在山的那一边，是他的使命和坚守。

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

近日，秀山县检察院对辖区7
家电竞酒店进行逐一回访，发现每
家电竞酒店都进行了相应整改，以
消除未成年人在电竞房内上网的现
象。

两个月前，该院在统计案件数
据时发现，今年以来办理的多起涉
未成年人案件，涉案地点都在电竞
酒店。

“我经常去电竞酒店找朋友
耍。虽然前台放了‘禁止未成年人
入住’的提示牌，但实际上登记之后
就可以进去，并不会查年龄。”一位
涉案未成年人的话，引起了检察官
李辉的注意。

很快，秀山县检察院开始走访
调查辖区内的电竞酒店。

经查，多家电竞酒店均存在不
登记身份证就允许未成年人入住或

“1人核验、多人随同入住”的情况，
入住登记和询问监护人等规定流程
要么被忽略，要么就是走过场，对相
关法律法规置若罔闻。

“暑假是未成年人上网的高峰
时段，绝不能让电竞酒店成为暑期
未成年人误入歧路的‘隐秘角落’。”
李辉介绍，秀山县检察院迅即与该

县公安局、文旅委、市场监管局等召
开磋商会，就电竞酒店属性、监管职
责划分、执法依据等问题进行研究
讨论，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职
责。

随后，秀山县公安局、文旅委、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对辖区电竞酒店
开展了联合执法检查，督促电竞酒
店经营者严格落实经营主体责任，
排查整改各类隐患。

近段时间，涪陵区检察院也对
全区电竞酒店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19家次，并对排查出的“隐秘角落”
等问题一对一督促整改。

为取得电竞酒店的理解与支
持，涪陵区检察院还联合当地公安
局、文旅委，面向全区电竞酒店、网
吧等文化娱乐场所经营者，开展专
题培训和研讨，要求规范管理，共
同保障新兴业态的健康有序发
展。

目前，该区所有电竞酒店均已
停止接待未成年人单独入住，并在
大厅等醒目位置张贴“未成年人禁
入”等标识标牌。涪陵区检察院正
与区公安局、文旅委积极对接建立
风险预警机制，一旦发现未成年人
入住电竞酒店，立即通知相关责任
单位。

聚焦新业态 消除电竞酒店“隐秘角落”
重庆多地暑期加强管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季敏）8
月19日，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
庆两江新区管委会主办，上游新闻
承办，中国电信重庆公司特别支持
的“重庆经济人物新发现”主题宣传
活动启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报名。

据了解，本次主题宣传活动以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为主题，将
面向全市企业家群体，寻访极具代表
性的“重庆经济人物”，宣传其主动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建设现代化新重庆作出的积极
贡献；宣传其所在企业在创造产值、
税收贡献、扩大就业、行业引领、产
业升级等方面的突出表现。

活动还将聚焦助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协同创新发展、巩固拓展

“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成果、推
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促
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和领域，尤
其是在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创新突破、落地见效中涌现出的
新机制、新模式、新成果，挖掘一批
创新发展案例。

据悉，上游新闻App开设的
“重庆经济人物新发现”活动专题同
步上线。市民登录上游新闻App，
进入“活动”专区，即可关注相关报
道，参与经济人物和创新案例报名。

“重庆经济人物新发现”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启 动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8月的重庆，骄阳似火，人们都不愿
长时间待在户外。但对刘朝晖和同事们
来说，这是飞无人机最好的季节——光线
充足、云量少、能见度和通透度都很高。

顾名思义，无人机是一种不载人的
飞行器。常见的小型无人机可以成为

“会飞的照相机”，而大中型无人机可用
于警务、城市管理、农业、地质、气象、电
力、抢险救灾等诸多领域。

指挥无人机去完成各项任务的人，
就是无人机操控员。根据今年7月国务
院新闻办发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持有无
人机操控员执照的人数已超过了22.5万
人。

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的
无人机操控员刘朝晖便是其中一员。他
的“飞龄”已近10年，平均每年要“陪”无
人机飞行上万公里。

头顶烈日
指挥大块头翱翔天空给

溪口镇拍“全身照”

不久前，刘朝晖和同事带着两架专
业测绘无人机，开车赶到了秀山县溪口
镇。他们要在这里采集实景三维数据，
通俗地说，就是用测绘无人机给溪口镇
拍摄“全身照”。

这张“全身照”并不好拍。
他们首先踏勘无人机起降地点——

场地地面需要相对平整，附近无高塔、建
筑物。

随后，将无人机的部件从箱子里拿
出来，组装成翼展达4米的固定翼无人
机；利用电脑对无人机的航线进行规划，
结合实际情况调整飞行参数。

接下来，是给无人机装上电池，检查
相机等设备和飞行姿态后，上传航线到
飞控。

至此，准备工作结束，一切正常。
无人机缓缓起飞，按照规划的航线

飞行2—3小时，拍摄测绘图像。
在这期间，刘朝晖和同事寸步不离

地守在电脑旁边，随时关注无人机的飞
行状况。

无人机安全降落后，他们迅速将无人
机拍摄到的影像和数据下载到电脑上，并
拆卸无人机，准备前往下一个工作点。

整个工作过程长达四个多小时，要
知道，这可是夏季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精准测绘
为数字重庆建设提供三

维底座

测绘无人机的起降点往往在山间野
外，操控员不仅要头顶烈日，还得忍受蚊
虫叮咬。“条件确实艰苦，不过我们早已
习惯了。”刘朝晖说。

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遥
感应用所所长何宗介绍，与普通无人机
不同，测绘无人机所拍摄图像精度极高，
可以用于测量和计算实际距离。

因此，测绘无人机主要用于地表的
正摄图像拍摄、实景三维图像拍摄，还可
以结合雷达进行激光点云应用，测绘地
形地貌。

而实景三维时空数据是数字重庆建
设的时空底座，也是超大城市治理的基
础数据。重庆的数字城市三维底座就是
基于大量的实景三维图像搭建起来的。

数字空间中的道路、建筑乃至一草一木，
都可与实际情况一一对应起来。

而无人机操控员的技术水平，会直
接影响图像的质量。

例如，在拍摄实景三维图像时，无人
机会采用不同的倾斜角度进行拍摄，再
由后期人员把多张不同角度的高清图像
拼接起来，形成立体的实景三维图像。

拍摄时，无人机不能在图像中留下自
己的影子。这就需要无人机操控员选择
好角度，在太阳位置最理想时进行拍摄。

不仅如此，无人机操控员还需要处
理各种惊险突发状况。

3年前的一次测绘中，刘朝晖使用的
无人机突然“死机”，无法接收信号，不能
自动降落。

他当机立断，切换到手动模式，指挥
无人机从数百米高空慢慢下降，同时用
肉眼观察无人机的飞行姿态，不断调整
机身角度，尽可能让降落过程平稳。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这台“死
机”的无人机终于平安降落。

“空杯心态”
苦学专业知识、弄懂行业需

求才能当个好“飞手”

包括刘朝晖在内，市地理信息和遥
感应用中心的无人机组共有6名无人机
操控员。自2015年以来，测绘无人机飞
行里程累计达到30万公里，其间无一起
安全事故。

“作为一名无人机操控员，安全守法
是底线，弄懂行业需求是关键。”刘朝晖

表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无人机操控
员，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和考试，取得由
权威机构颁发的相应行业及等级的无人
机驾驶证，此外还得掌握所从事行业的
相关背景知识。

“有志于成为无人机操控员的年轻
人，要有‘空杯心态’，要在具体岗位上脚
踏实地学习行业知识，并将无人机操控技
术和行业需求结合起来。”刘朝晖建议。

全市的三峡危岩风险隐患监测巡
查、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调查监测评价
等工作中，都有无人机的身影。

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还承担
着重庆市应急救援地理信息服务队的职
能。作为“空中之眼”，无人机能够迅速
获取灾前、灾中、灾后影像数据，为有效
开展现场救援、灾情监测和灾后评估提
供有力的基础数据支撑。

因此，每年汛期，地质灾害出现后，无
人机组都要第一时间奔赴前线，利用无人
机采集灾情数据，为应急指挥、监测预警、
抢险救援和恢复重建提供一手资料。

今年以来，无人机组为酉阳龚滩镇河
坎上滑坡监测预警提供了各类影像数据，
还向垫江、丰都、忠县在汛期受灾的11个
乡镇提供20多幅灾前遥感影像专题图，
为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悉，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统筹指
导下，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近年
来充分发挥无人机“天空之眼”独特优
势，已为我市危岩地灾、森林火灾等60
余起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了数据和
技术支撑。

8月7日，刘朝晖在完成飞行后读取无人机所获取的测绘数据。（受访者供图）

无人机操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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