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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条件落后、医院专业技术人员紧缺，需要‘包治百病’的
泽库县，有这样一个人，他通过继续深造、自学等方式掌握了内、
外、妇、儿、骨科等精湛的医疗技术，在基层条件艰苦的医疗岗位上
一干就是21年，从而成为泽曲草原远近闻名的回族好“曼巴”。

在未见到马文义本人之前，记者对他充满了好奇，因为周边只
要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竖起大拇指，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于
是，带着好奇和问题，记者走进了泽库县人民医院。

4. 他是身边最了不起的人
马文义的同事们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因为他对工作始终充满热情，吃苦耐劳，对患
者及家属和蔼可亲，最厉害的还不止这些，他
的医术高超，更是让同事们敬佩不已。

有一个周末，马文义搭乘别人的车回西
宁，快到麦秀镇时，接到有一病危患者的电
话。当时，患者面色苍白、精神极差，马文义第
一眼就诊断体内失血很严重，经过B超检查，
诊断为腹腔脏器破裂，当时已经测不到血压，
病人的情况已经来不及转院，命垂一线。马文
义赶紧和家属沟通，家属理解手术的风险性，
就以最快的速度做手术，并和州血站取得联
系，连夜送血过来。在手术中，患者腹腔血液
像泉水一样喷涌，出现心脏骤停，“建立静脉通
道，进行心肺复苏，紧急输血”，经过一个半小
时的抢救，病人慢慢苏醒……当时的一切让大
家记忆犹新。

目前，泽库县医院除开展普外科常见手术
外，在马文义的带领下还开展无张力疝修补术、
各种包虫病手术治疗、胆道结石术，并在全县范

围内率先开展了胃大部切除术、胃穿孔修补术、
骨科四肢创伤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化脓
性关节炎、关节内骨折、膝关节前后交叉韧带损
伤内固定术、神经、血管、肌腱探查吻合术、软组
织毁损伤的植皮术、乳腺外科高难度手术等，同
时邀请省内外专家开展多例远程会诊治疗。年
内收治各类患者 2500余人次，完成各类手术
500余台次。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在泽库县医
院设立全省的包虫病治疗专科是马文义最大的
愿望。

马文义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医生，救死
扶伤，如今在这个岗位上这么多年，取得骄人
的成绩，他平静地说，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
果，医院里这样的人还很多。这些努力和成绩
让马文义的家人和同事们都自豪不已。

很多医务工作者因自己当医生很辛苦，一
般不希望孩子再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该院华
毛吉聊起马院长，充满敬意，觉得当医生太了
不起了！所以让女儿学医，以后做马院长这样
治病救人的大夫，女儿很听话，如今就读于山
东济南医学院。

李巧红说，虽然自己压力大，有时满肚子
的委屈，可是看到丈夫付出的一切，就觉得以
他为傲，自己嫁了一个优秀的人！

马晓红说，哥哥为人处事非常周全，他是
家里的荣耀，是我心目中的“男神”！

不忘初心的马文义在这个条件艰苦的泽
库草原从医整整 21载，曾先
后被授予泽库县卫生计生局

“2010 年度卫生工作先进个
人”、2011年 6月庆祝建党 90
周年活动中“全县优秀共产
党员”、2011年度被青海省卫
计委评为“优秀骨干医师”、
2012 年度被卫生部评为“西
部卫生人才”、2014年被青海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
为“2013 年度全省卫生和计
生工作先进个人”、2014年 5
月被共青团黄南州委评为

“2013 年度全州民族团结青
年标兵”、2014年度被评为全

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先进个人”、2014年
被评为“青海省身边的好青年”荣誉称号、2015
年被评为“黄南好人”荣誉称号、2016年被青海
省卫计委评为全省“贴心医师”荣誉等荣誉称
号。泽库县人民医院于 2015年 7月以优异的
成绩荣升为二级甲等医院。

1. 他是医院最忙的人
当记者被带到马文义的办公室时，被眼前的景象蒙住了。这

哪是院长办公室？里面挤满了群众，透过人群中的缝隙，看到他侧
坐办公桌前，正在为一个藏族小男孩认真检查身体，并用流利的藏
语询问着。我挤进人群，用镜头记录他最真实的工作状态。

看他一直那么忙碌，我就去采访他的同事和患者。等忙得差
不多已到午饭时间，他的办公室里还有患者，于是，对他的采访安
排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

当我问马文义的同事，最难忘的事是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
聊起了今年5月的一件事，“走了三回没走成！”古有大禹治水三过
家门而不入，今有马院长三出医院又返回。

那天是个周末，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回家的马文义刚出医院
不久，突然有病人，被叫了回来。第二次他走了几公里，又是一个
电话被“召回”。第三次都走到麦秀镇了，一个危重病人的消息，让
他赶忙返回医院，一直到病人转危为安，都已经是周六下午了，他
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途，但内
心一直牵挂着他的病人，手机
始终都是开机状态。

就在记者和马文义往外
走的那一段路上，出门就被一
藏族老汉拉住，询问什么，简
单解答后，我们走向电梯，电
梯门口，一中年男子张大嘴巴
让马文义看看，马文义用藏语
解释后，我们进入电梯，他跟
我讲，这位患者口腔里有个包
块，是分泌大于吸收导致的，
必须得动手术。刚出电梯门，
有个年轻人手拿 X 光片让马
文义看看……连走路，他都在
忙碌。

3. 他是家里最苦的人
马文义的妻子李巧红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抢救中心急

救科工作，同为医务工作者的妻子非常理解丈夫，说这是一
份神圣的职业，就是太忙了，结婚十五年，两地分居十五年，
现在孩子都已经12岁了，平常都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

李巧红与丈夫是在他俩进修时相识相恋，当时也想到以
后的日子会聚少离多，但是冲着他的诚实、善良和高度的责
任心，坚定和他携手走进婚姻。当问起丈夫在她心目的形象
时，她说“威严而不失谦和，勤奋而又不古板”。

一次中秋节，马文义刚到家，就接到有个危重病人的通
知，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的他只好赶紧往医院赶，李巧红就
这样陪他到医院，当做完手术，外面大雪茫茫，两人又一起往
家走，回到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

当记者问她，如果可以换工作，你会让他换工作吗？李
巧红说，再换也是这个工作，他太热爱自己的职业了，现在藏
区群众也非常需要他，我只能默默支持他。

孩 子 的 爷 爷
奶奶血压高，身体
也不好，平常都是
李 巧 红 一 个 人 照
顾 老 人 和 孩 子 。
有 一 阵 儿 孩 子 总
感冒发烧，尤其是
半夜发高烧，她一
个 人 带 着 孩 子 去
看病，心里难受不
已，但是再难受也
没 有 给 丈 夫 打 过
一次电话，因为知
道 他 平 常 很 累 很
辛 苦 。 但 是 这 位
善良的妻子，在自

己如此辛苦的状态下，依然觉得丈夫是家里最辛苦的人，有
时做好一桌饭菜，满心期待他回家，可他连凳子还没坐热，
一个电话，连口饭都吃不了就往医院赶。说到这里，李巧红
哽咽地说不下去，对丈夫她满怀愧疚，不能在身边照顾爱人
的饮食起居，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体，只能用实际行动默默
支持他的事业。

马文义抽空回家，总是一家三口去看看老人，去逛逛街，
爬爬山，一起吃顿饭，这在平常人眼里极为普通的事情，却成
了李巧红和儿子最温暖最幸福也最奢望的时刻，虽然这样的
时刻太少太少。

马文义的妹妹马晓红，说起哥哥也有很多难忘的故事。
曾经兄妹俩还在泽库县藏医院共事两年多，后来她先退休
了。有一年8月的一天是哥哥的生日，当时他已经两三个月
没回家了，妈妈也是非常想念儿子。于是家人开了一辆车，
从西宁赶到泽库，大概是下午的三四点。马晓红给哥哥打电
话，告诉他，妈妈来看你了，哥哥说忙完就回来，可是一直等
到七八点，还没见着人影，母女俩跑到医院，看到他的办公室
里围满了病人，马文义把房间钥匙交给她们，让她们先到房
间里休息会儿。母女俩怕打扰马文义的工作，先回他的宿
舍，可是年老的母亲却被桌子上一盒泡好还没来得及吃一口
的方便面给刺痛了，非常难过。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地方，儿
子救死扶伤，却没想到他忙到连口饭都来不及吃的地步……
深夜十一二点，忙碌了一天的马文义回来，才得知是自己生
日，一家人为他过了个简单的生日。第二天，老人悄悄返回
了西宁，不久就生病了，被送到省高心所。马文义赶到医院，
愧疚不已，说他为了病人连自己最亲的人都照顾不了。

当记者问马晓红同样的问题，如果可以换工作，希望哥
哥换工作吗？她说，希望，又不希望。希望是因为觉得哥哥
一个人离家那么远，在那么艰苦的地方，一年到头团聚都超
不过一个巴掌（五次），希望他健健康康，有一份轻松的工
作。不希望是因为知道哥哥喜欢这份职业，肯定舍不得这
里，也不会忍心离开的。

马文义为患者检查身体。

马文义马文义（（左一左一））与同事们探讨患者术后的病情和进一步治疗方案与同事们探讨患者术后的病情和进一步治疗方案。。

马文义马文义（（右一右一））在手术中在手术中。。

2. 他是患者最亲的人
家住和日镇旗龙村 46岁的旦公加患肝包虫病已经五六

年了，由于家庭贫困，一直服用药物控制病情。10月15日，在
泽库县医院做了肝包虫手术，手术很成功。患者的堂弟才旦
多杰告诉记者，家里亲戚比较多，今年有七八人都在这里做了
手术，大多是阑尾切除术，都很成功。

每次到这里就医，牧民群众在他办公桌上放一瓶自家的
牛奶，甚至一瓶哇哈哈，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和信任。马院
长能治好的总是亲力亲为，条件有限的也会联系和安排其他
医院，无论上班还是休息。

今年72岁的夸卓措，腹腔包块七八年了，一直在吃藏药，
到后来每晚发烧、呕吐，卧床7个多月，身体每况愈下，家人都
觉得她已经不行了，最后抱着渺茫的希望被送到医院，前后住
了三次医院，第三次是在 9月下旬动了手术。现在居然可以
起来活动了，她用藏语告诉记者，如果不是马院长，我早就没
命了。马院长知道我家困难，带头为我捐款2000元。她的老
伴儿拉玛吉布也说，马院长捡回老伴儿一条命，还减免了绝大
部分的治疗费，三次住院、手术费才花了6000元，这在别的医
院根本不可能，他是“曼巴洪个沙个（非常好的医生）”！

护士长赵廷梅在医院八年了，提起马院长的点点滴滴都
很触动。

有一次晚上十点多，马院长刚做完手术，来了一位阑尾患

者急需做手术，他连饭都顾不上吃又进了手术室。
有一位叫措多的患者，瘫痪十年，由于长期卧床，臀部皮

肤溃烂非常严重，生活又很困难，马院长带头捐出 500元，全
院职工也踊跃捐款5300余元，减免了很多医疗费给她治病。

周边产妇生孩子需要深入牧户家里出诊，由于风俗习惯，
产妇躺地面一毯子上生产，他们就得跪着接生。刻骨铭心的
是在冰冷的地面上跪久了，膝盖酸痛不已，回来用电炉子烤半
天才恢复知觉。

急诊科的马军说，有一次一个新生儿窒息被送到医院，情
况非常紧急，马院长连块纱布也没用就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

还有一次，马院长去政府开会，开完会接到恰科日村一老
年患者有生命危险的电话，因为患者脑栓塞不能颠簸，马院长
急忙赶过去诊疗。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医院时，被另一
病人家属堵到医院门口，家属情绪异常激动，责问马院长为什
么不接电话，甚至上前撕住马院长的衣领，马院长解释手机没
电自动关机了，还拿出手机让患者家属查看，然后直奔手术
室，认真地完成了手术。

只要有空，马院长就带着大家自掏腰包去危重病人家里
看望，尤其是孤寡老人、出行不便的患者家里回访，免费给他
们发放药物，做一些义诊。

共事这么多年，同事们从未见过他对患者说一个不字，从
来都是心平气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