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1

热点事件：2.0 版乡村医生

一、热点概述

近日，湖南启动了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招聘计划的报名工作。据媒体报道，湖南今年共计划招聘 214

人，均为专业技术岗位，报名时间从 3月 26 至 29 日。而江西、四川、西藏等地也在近期开展了大学生

村医的招聘工作。

这项工作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去年 12 月 5 日，中央编办、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编制保障工作的通知》，以

强化编制引导和保障作用，鼓励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充实优化乡村医生队伍。定向招聘、免试注册、“带

编上岗”，成为这个专项计划引人瞩目的标签，而这些大学生乡村医生，也被称为 2.0 版村医。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目前，我国的很多村医都是从赤脚医生发展而来，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医学培训，村医系统专

业程度不够是我国农村医疗系统面临的一大痛点。乡村医生队伍老龄化，知识、技术更新迟缓，对新型

医疗设备的使用不熟练，执业医师占比低等情况日益凸显。网上药品采购、医保报销对很多老村医来说

也是知识的盲区。有一个数据很有代表性，2016 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全区在职的乡村医生 202 名，

60 周岁以上超过六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缺乏信任也就情有可原。加

之县域医共体内促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利益共享机制尚待完善，大量患者流向县医院乃至大城市的公立综

合医院，农村基层诊疗量不断下滑。

（2）对于医学生来说，编制固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但光明的职业前景才是拴心留人的关键所在。

医生是一个知识更新迭代飞快的职业，学历提升、进修培训、继续教育的渠道是不是通畅，晋升标准是

不是清晰、绩效考核是不是透明，对于有理想有志向的医学生而言至关重要。以浙江绍兴为例，该市设

立了人才建设专项资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每年业务收入的 3%至 5%，用于单位人才引进和职工学历

提升。同时，市里出台文件明确村级卫生人员定期到上级医疗机构进修学习机制，为乡村医生的长远发

展提供了保障。

2.道理论证：

（1）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支持县乡村医疗卫生人员参加培训、进修，建立县乡村上下贯通的

职业发展机制”。随着医改的深化，县乡村卫生“一体化”正在形成，乡村医生“乡聘村用”越来越常

见。乡村医生是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队伍的一部分。建立上下贯通的职业发展机制，才能有更多突破职

业“瓶颈”的机会。同时，应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生培训机制，让乡村医生能定期参加高水平的培训和进

修，提升临床能力和业务水平，从而更好满足基层医疗卫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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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长远来看，解决编制并不是留住乡村医生的最重要因素。如果职业发展受限，这些年轻的

医务人员更容易流失。医师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卫生健康部门应加大大学生乡村医生的继续医

学教育资源供给，通过培训、进修等方式不断提高乡村医生医学综合能力和实践技能，为其考取执业（助

理）医师资格创造条件。

3.开头/结尾：

（1）乡村医生是村民的第一道“健康屏障”，守护着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

（2）乡村医生“入编”是一项大工程……

（3）一直以来，大学生村医被视作充实乡村卫生健康人才队伍的重要力量……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期，中央编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编

制保障工作的通知》，强调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编制实行专编专用、专门管理。引导和鼓励医

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充实优化乡村医生队伍。定向招聘、免试注册、“带编上岗”，成为这个专项计

划引人瞩目的标签。对此，谈谈你的理解。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目前，我国的很多村医都是从赤脚医生发展而来，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医学培训，村医系统专业程度

不够是我国农村医疗系统面临的一大痛点。大学生村医作为乡村医疗建设的重要力量，如何让大学生村

医留得住、干得欢，是当下需解决好的一项课题，而题干中这一举措，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一招……

第二步——意义：

其一，提供了更多就业渠道。村医“进体制内”，为追求稳定、福利、社会地位认可、工作生活平

衡的年轻人提供了较好职业选择……

其二，解决了乡村医疗目前存在的人才流失、队伍不稳定、服务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是破解乡

村医疗力量不足、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薄弱等难题的有力举措……

其三，大学生村医的到岗，可以有效填补偏远地区的医生缺口，丰富医疗服务供给，提升医疗服务

质量，改善农村居民的就医条件……

第三步——担忧分析：

一方面，基层医疗条件复杂，“大病不多见，小病多且杂”是普遍情况。一些大学生村医在上岗之

后面临临床经验不足，在基层难以提升专科能力的情况……

另一方面，晋升标准是不是清晰、绩效考核是不是透明，对于有理想有志向的医学生而言也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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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过渡：

乡村医生是村民的第一道“健康屏障”，守护着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从业信念不迷茫，执业本领

不恐慌，新一代乡村医生才能在乡村干得长久干得更好。针对以上现状，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五步——对策：

第一，提供基础保障。政府可以为主动参与到乡村医疗建设的大学生提供住房补贴、生活补贴等优

惠政策，提高村医的平均收入水平和养老金水平；也可以推动大学生村医享受和大学生村官相同的待遇，

提高村医这一岗位的吸引力，实现待遇留人……

第二，加强技能培训。地方政府可以针对大学生村医打造多元路径的培育提升体系。开展基层卫生

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组织开展线上理论学习与线下实践相结合的培训。重点加强大学生村医对各类

农村常见病的诊疗能力、实操能力以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第三，打通流动渠道。对于医学生来说，编制固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但光明的职业前景才是拴心

留人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要积极探索村医晋升机制，拓宽晋升渠道，可以让基层卫生人才在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上级医院中流动学习，为表现优秀的人员在申报中级、高级职称时提供优先评审通道……

第六步——总结结尾：

是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乡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我相信通

过以上措施，这一专项计划将为农村地区带来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提升乡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促进城

乡医疗卫生事业的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