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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妍

“自讨苦吃”尝到甜

一粒药、一根针，可以治

病；一本书、一堂课，亦可救

人。很多医学常识，对医生而

言是“老生常谈”，对患者来说

却是“闻所未闻”

我一直对好友彬彬进行“暗中观

察”。这个来自福建漳州乡村的姑娘，毕

业后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归乡

村，几经辗转，如今在浙江湖州南浔区窑

里村扎下根。看云、绘画、做手工，她分

享的生活场景充满田园诗意。

“都说入乡干事创业是‘自讨苦吃’，

你品出了什么滋味？”我问道。

“苦中也有甜。”她笑答。

像彬彬这般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如

今全国有 1200 多万人。“新农人”“农创

客”怀揣梦想和热爱，带着技术和创意，

为乡村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为何“自讨

苦吃”，因为“苦中有甜”——这是他们心

照不宣的答案。

究竟“甜”在哪里？

“甜”在“乡村因我而兴”的成就感。

选择乡村，并非“不知苦”的莽撞。

青年的智慧能为农业农村发展注活水、

添活力，正是这份成就感，让他们“明知

有苦、偏向苦行”。

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

村，返乡青年依托当地民俗传说、农耕技

艺、山水风光等资源，开发打造研学课

程，让曾经的产业空心村有了新支柱。

山东诸城市石桥子镇，几名退伍军

人回村办起家庭农场，不服输的劲儿鼓

舞起全村干劲，优质农产品不愁销，村民

洋溢自信笑容……

不限于田畴，还体现在精气神，乡村之

兴由表及里，青年人所拥有的开阔视野、前

沿知识、敏捷思维、创新意识是“催化剂”。

参与并见证这一过程，“正向反馈”不断累

积、循环，青年人甘之如饴、乐此不疲。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引导更

多有才干、有意愿的青年建功乡村，乡村

发展的潜力将会得到更充分释放，乡村

生活将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甜”在“乡村为我而变”的归属感。

广袤乡村有容纳创造的“大肚量”。

湖南宁乡市煤炭坝镇，曾存在道路无名

等状况，快递员找不到寄送地址。对于

电商创业而言，这是必须弥补的短板。

镇上积极推进道路命名，有了名字的街

道能在导航软件上被标注，快递送上门、

游客也找上门。青年赋予乡村改变的力

量，乡村也铺平青年创业之路，包容的态

度、主动的姿态成就了“双向奔赴”。

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中，“不嫌

我麻烦，为我解麻烦”是不少青年的共同

感触。开会研究、重点推进，完善设施、

优化环境，按时调研、解决问题……大事

小情、桩桩件件，从静候到相迎，一个个

乡村悉心构筑着包容创造、鼓励创造、呵

护创造的“家”。宜居宜业、舞台宽广，凤

凰胡不至、安不栖？

“甜”在“乡村为我赋能”的收获感。

青年返乡创业，是为乡村赋能的过程，

也是练就过硬本领的过程。前不久，喜闻

彬彬成为“浙江青年五四奖章”拟表彰人

选。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标注着多维度的

成长。广大返乡青年有的学做“CEO”，探

索资产入股等运营模式；有的充当“引导

员”，为了丰富村中业态，主动招揽志同道

合的伙伴；有的成为“研究员”，在推介活动

中分享乡村运营经验……练就“三头六

臂”、人人独当一面，是他们在乡村干事

创业中得到的共同磨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仍然在农村。多元的挑战，也是多样的

可能。从中打磨出真本领、硬功夫，青年

便收获成长。

如 何 守 护 好 青 年 人 心 中 的 这 份

“甜”？还需想方设法为行动赋能、为精

神加持，用心用情提高乡土滋养的“糖

分”，给予更有“营养”的帮扶。比如，安

徽泗县通过返乡创业“总经理”特训营，

链接特色资源、开展技能培训，助力学本

领、长能力。又如，陕西成立“乡创团团

帮”，加强项目、政策、金融等多方联动，

积极建机制、畅通道。用帮扶实招化解

创业烦忧，以政策温暖守护干事热情，青

年人才能在乡村的广阔天地间大展拳

脚、有所作为。

最近，彬彬正忙着将村中旧厂房改

造为能容纳更多人的创作空间。志同道

合的青年们将聚在一起、共同奋斗。祝

福“自讨苦吃”的他们，期待更多青春之

花绽放田野。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4 月 21

日 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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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主动的姿态成就了“双向奔赴”

多元的挑战，也是多样的可

能。从中打磨出真本领、硬功夫，

青年便收获成长

如何守护好青年人心中的这

份“甜”？还需想方设法为行动赋

能、为精神加持，用心用情提高乡

土滋养的“糖分”，给予更有“营养”

的帮扶

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来自三峡库

区的土家族山寨。12岁时，母亲因妇科

肿瘤去世。年少失去至亲，如同经历一

场暴雨，给我留下伤痛。成为母亲口中

“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大医生”，便成了我

从医的初心。

当了医生，自然知道成为这样的“大

医生”并不现实。但是，很多疾病越早诊

治，越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比如，母

亲所患的子宫内膜癌，是一种有出血预

警信号、早期能治愈的肿瘤，由于当时缺

乏这方面的知识，结果发展成了“不治之

症”。不管对于医生还是家属来说，最遗

憾的莫过于明明有机会，却错失了最佳

治疗时机。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

安慰”，这句话被许多医生同行挂在嘴

边。医院是健康的一道坚实防线。倘若

能为公众普及更多疾病防控知识，提醒

他们早诊早治，把防线筑到人们心里，就

可能把“有时是治愈”变成“常常是治

愈”，并减少“总是去安慰”的情况。

一粒药、一根针，可以治病；一本书、

一堂课，亦可救人。很多医学常识，对医

生而言是“老生常谈”，对患者来说却是

“闻所未闻”。架起这座知识桥梁，医生

有能力更有责任。从2012年开始，在完

成临床任务的同时，我用业余时间开展

女性健康科普，写了200多篇科普文章，

出版了10余本科普图书。这些年，我通

过科普巡讲走遍了全国各个省份，中东

部地区居多。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做好

科普还要把更多目光、资源投向那些基

础条件和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西

藏拉萨、青海玉树、云南迪庆、贵州毕节

……自去年开始，我开启青藏高原和云

贵高原民族地区女性教师及爱心妈妈健

康关爱行动，得到了全国妇联及北京协

和医学院教育基金会的支持。

有朋友不解，何不抓住人生黄金期

丰富执业经历？做手术是救人，做科普

也是。一本优秀的科普图书、一场精彩

的科普讲座、一段实用的科普视频，可以

让成千上万的人受益。医学史上，很多

医界泰斗，同时也是科普大家。我喜欢

传道授业解惑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我希

望通过科普让更多人“防病于未然”。有

一次，我收到了一面特殊的锦旗，对方并

不是我的患者，而是科普节目的观众，因

为及时做了检查，实现了早发现、早治

疗。这不正是科普的价值所在吗？近两

年，健康科普被多地纳入职称评价体系，

发挥了正向作用，引导更多人投身其

中。从更大视野来看，提高人民健康素

养，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

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就要从“以治病

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健康科普资源下沉，也是题中应有之

义。我愿以满腔热忱、专业知识为群众

健康多做点事，带动更多人助力科普，为

健康中国添砖加瓦。

（作者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

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

理事长）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4 月 21

日 第05版）

做健康科普也能治病救人
谭先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