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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为了护卫广

大患者的生命健康，郑义豪默默奉献着自

己的青春年华，穿梭在无数患者身边。少

了对家庭的照顾，少了对妻儿的陪伴，忘

却了自己，忘却了白天黑昼，任凭岁月如

何在脸庞留下沧桑，也改变不了他对卫生

健康事业的执着追求，只因为他是一名医

生，人类健康守护者。

2006年，在基层岗位坚守了45年的

郑义豪退休了。但他的老病人却不愿他

离开，每天总会有很多患者从周边各地赶

过来。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还不错，郑

义豪接受了卫生院的返聘，继续留在卫生

院坐诊。

2016年，郑义豪觉得自己身体不如从

前，这才离开一线岗位。但陶山镇沙洲村

的乡亲仍经常找到他在瑞安市区的家。

思来想去，郑义豪不愿让老家的病人多跑

路，跟兄弟姐妹一商量，决定每周六上午

都回到沙洲老家，为乡亲们义诊。得知哥

哥的这个决定后，退休后自学中医的三弟

郑礼豪自告奋勇，每周六都给郑义豪打下

手帮忙。

郑氏兄弟的义诊摊在陶山沙洲颇受

追捧，甚至连周边村的群众都经常一早就

赶到沙洲，只为了让郑义豪看病。周六义

诊从2018年开诊，每周一次，风雨无阻，

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才暂停。

在陶山镇沙洲村郑义豪的老家，老墙

壁上好几处都张贴着“郑氏家训”：亲意欣

欣孝色温，家庭和睦皆欢。鸟雏羔羊知报

本，人子不忘椿萱……在时光里无声坚

守，在基层中无私奉献，郑义豪就是这样

一个人。他说，如果身体允许，他还会尽

己所能服务基层群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回报社会、造福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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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基层医师的门 坚守一生医者的魂郑义豪

百年风华正青春幸福征程再启航

■记者陈成成

总有一种医德，能突破藩篱，弥留在人们心底，令人肃然起

敬；总有一些医者，能担当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华美人生篇

章。郑义豪就是一位扎根基层的健康“守门人”，几十年如一日，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使命，用高尚的医德

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个人简介

郑义豪，1946年出生，中共党员，他几十年如一日坚守本职岗位，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住在卫生院内宿舍，常年值班，有时兼任护

理和药房工作，随叫随到，经常在漆黑深夜出诊。上世纪70年代交通

不发达，他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雨雪台风天气，徒步行医走遍每个村

庄，为辖区及周边患者解除疾苦，深受广大群众好评。

子承父业 医者要行医更要行善

看手机、闯红灯……行车安全要牢记！为贯彻落实《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一

步强化城市管理，提升城市文明形象，营造“人人讲文明、处处见文明”的浓厚氛围，“不文明

曝光台”继续对全市范围内的不文明行为予以公开曝光。本期曝光主题：影响交通的不文

明行为。 （记者 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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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交通的
不文明行为

在陶山镇沙洲村，有一户郑姓人家很

出名，他们是慈善的“代言人”。他们的父

亲郑明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所生的八个子

女个个都有出息，且将父亲“行医与行善”

的家训传承到底。其中，幼子郑超豪创立

了10个民间慈善基金，创办公益性质的崇

德系列事业，基金主要用于助学、奖学、奖

教、济困、敬老、助医以及诚信、道德方面

的奖励，截至2020年，帮扶奖励的对象超

200万人次。

郑义豪是郑明的次子、郑超豪的二哥，

初中毕业后，他就听从父亲的安排，跟着父

亲学医。上世纪40年代末，郑明在家里开

诊所，有些村民生活困难，看病时都会先赊

账，等农收时，用米换了钱再来还医药费。

看到部分村民生计特别窘迫，郑明总是让

他们先把钱留着买种子，等待新的收成再

还不迟。时间一点点过去，账簿上总有些

账一直没结清。为了让村民不再惦记欠着

的医药费，郑明还曾烧毁了赊账本，以示不

用偿还。郑明的真心和善良，感动了村民。

父亲的“医者父母心”，也在郑义豪及兄

弟姐妹心中早早种下了行善的种子。“我也

要成为像父亲这样受人尊敬的医生。”年幼

的郑义豪暗下决心。

1971年，25岁的郑义豪做了几年“赤脚

医生”后，调入上望卫生院工作。“我学得很

杂，内、外、妇、儿科都有涉猎，所以我在卫生

院干得也很‘杂’。”郑义豪笑着说。卫生院

人手不足，郑义豪经常是白天上了班，晚上

接着值夜班。他晚上经常不回家，就住在卫

生院的休息室，一有病人看急诊，他就马上

起来去处理。

“年轻的时候，总有使不完儿的劲儿，即

使经常白班、夜班连着上，也不觉得有多

累。”郑义豪说，正是患者的需要，让身为医

生的他总有内驱力。

上世纪70年代一个夏夜，台风来袭，正

在值夜班的郑义豪被一名行色匆匆的村民

叫醒：“医生，我有个邻居受伤了，快去看

看！”郑义豪带上医药箱，马上跟着这位村民

向事发地赶去。此时正值狂风大作，他们顾

不上许多，冒雨赶到事发地：原来，伤者的房

子被台风刮塌了，而他自己也受了外伤，手

上腿上都是伤口。郑义豪迅速为其作了止

血处理，然后与其他村民一起将伤者送到卫

生院作进一步治疗。

做一个扎根基层的健康守门人，郑义豪

说：“做基层医生很累，晚上一关上大门，浑

身无力。但看到一个个患者恢复健康，那种

喜悦是没法用多少钱、多少物质来衡量。”

从医几十年，他一直坚守临床一线，这

期间也曾多次有调动的机会，但他都拒绝

了，他说：“我来自农村，深知基层人民之疾

苦，基层医疗水平不高，但是广大人民也迫

切需要好的医疗，需要健康。出身农村的我

更应该要懂得感恩，所以我选择扎根基层，

为广大基层群众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

的回答始终朴实无华，没有掺杂过多的杂

念。

不忘初心 努力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本报讯（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胡玮峰

许正智）昨天，我市15至17周岁未成年

人新冠疫苗正式开始接种。记者来到市

中医院成人预防接种门诊，现场直击未成

年人疫苗接种情况，近距离感受疫苗接种

现场的火热。

“请问这两天有感冒发烧，有吃消炎药

吗？”13时30分许，在市中医院成人预防接

种门诊预检区，负责未成年人预检登记的医

务人员张俊俏认真询问每个未成年人的身

体健康状况，尽管嗓子都有些沙哑了，但依

然态度温和，耐心细致。

在排队等候的接种队伍中，不少15到

17岁的未成年人在监护人的陪同下，等待

叫号。今年17岁的小陈在爸爸的陪同下接

种了第一针疫苗。他说，得知他这个年龄段

的未成年人也可打疫苗后，他第一时间按要

求进行了预约，填写好相关个人信息，和父

亲一起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打完疫苗

没有觉得不舒服。”接种完疫苗并完成30分

钟留观的小陈告诉记者：“大家都接种新冠

疫苗，可以起到免疫作用，安全很多。”

“孩子平时上学接触很多人，现在可

以接种新冠疫苗了，当然要尽早来接种，

有个保障。”小陈的父亲这样表示，“接种

流程很快，现场也比较有秩序，每一个步

骤都有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提供指引，挺方

便的。”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局了解到，为尽快

形成全民免疫屏障，根据浙江省新冠疫苗接

种安排，在持续做好18周岁及以上人群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基础上，我市于8月4日

启动15至17周岁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工作。据介绍，15至17周岁的我市在校

学生由学校统一安排，在8月20日至31日

完成第一剂次接种，9月11日至19日完成

第二剂次接种。因外出就学等特殊原因需

提前接种的适龄人群也可在家长或监护人

陪同下提前到市人民医院（瑞祥院区）新冠

疫苗接种门诊、市中医院成人预防接种门诊

预约接种。

据介绍，15至17周岁人群接种疫苗品

种为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和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新

冠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免疫程序为

2剂次，其中北京科兴中维疫苗每剂间隔至

少2周，北京生物疫苗每剂间隔至少3周。

后续如未成年人获准使用新冠病毒疫苗种

类、厂家、免疫程序有更新调整，以最新规定

为准。

据统计，昨日共有135位15至17周岁

未成年人率先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15至17周岁人群新冠疫苗“开打”
在校生由学校统一安排，提前接种的需预约

8月1日，安阳路（南向北方向），车牌为浙
C·NN268的机动车驾驶员行驶途中手持使用
手机。

8月1日，安阳路（南向北方向），车牌为浙
C·FU842的机动车驾驶员行驶途中手持使用
手机。

（素材来自执法单位报送、市民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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