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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队合作医疗制度建立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当时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是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
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当时，他是乐
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他通过深入
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借鉴党领导农民组
织起来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办
供销合作社摆脱奸商剥削的经验，考虑
到了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依靠集体的
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思路，拿出了

《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
作看病的草案》。这个草案得到大队和
公社的肯定和支持。为了将覃祥官的草
案变为现实，乐园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
大队办卫生室。

1966年8月10日，这个处于鄂西长阳
土家山寨的卫生室挂牌了。这个合作医
疗的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
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
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
除个别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
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
不要钱了。

同时，在覃祥官的带动下，卫生室全
体人员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农民
治病。他们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三

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他们还自己
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
地农民治病。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四
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同时，他
们主动到农民中调查患病人员情况，努
力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
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
社”。中共湖北省委对覃祥官的事迹和杜
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宣传和
推广。就在毛泽东作出“赤脚医生就是
好”的批示不久，中共湖北省委于1968年
适时将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
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对这个经验十分重视，派
员对这个经验进行核实后，将反映这个
经验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区农村，组织农
民开了两次座谈会进行讨论。1968年11
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
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
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
在报告上写下了4个字：“此件照办。”毛
泽东的批示，是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
肯定。

从此，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大
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在大队一级
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
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
利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了。

据《湘潮》

毛泽东作出“六二六”指示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
病也治不起，只是挺着，小病能挺过去，
得了大病，只能等死。新中国成立后，政
府也曾采取多种具体措施去解决。但当
时中国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很少，政府
很难一朝一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医
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
不贵，农民抓得起中药，因此发展中医，
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有利。1958年
他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
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是，
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而且这些学
成的中医大多也是留在城市的医院中
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
有得到根本解决。

中央于是转而探索另一个解决方
式——— 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
为农民治病。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
共组织了2800名医生下农村巡诊。但由
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
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
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
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
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此外，医疗队
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
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
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
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仍然存在。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

毛泽东内心积压的火气，终于在
1965年6月26日爆发了。这一天，毛泽东
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
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
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
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

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
医务人员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
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
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
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发怒了。他
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
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
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
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
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
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
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泽东发怒后，卫生部立即研究贯
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由于毛泽东这次
发怒中作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卫
生部把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指示称为“六
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
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
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
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
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
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现在那套检
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
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
多农民。”毛泽东接着说：“医学教育要
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
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
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
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
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此后，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
全国迅速展开了。在全国各县普遍建立
人民医院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大力扶持
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
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
年进行医学培训。

上海首现“赤脚医生”叫法

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
培训，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
法，就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
现的。原来，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就开始
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4个月，学的是一
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
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

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
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在学习中，
她十分刻苦。后来她自己回忆道：我连中
学的门都没进过，比方那些化学元素符
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
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
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
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

由于王桂珍在班上学得认真，很快
就初步掌握了医学知识。结业后，她被安
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是该公社第一
批卫生员之一。当时，江镇公社第一批卫
生员有28个。这些卫生员，实际上仍是公
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
护理员。农民生病，还是要到公社卫生院
来。换句话说：公社培养的卫生员还是没
有像过去乡村游医那样走村串户到农民
中去给农民治病。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
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
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
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
也参加农业劳动。

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
病，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
丫头只学了4个月就能当医生？能看病
吗？但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一
个病人牙齿痛，她要给病人针灸，病人不
敢，怕痛，她就先给自己扎。经王桂珍治
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

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
中享有了声望。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
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
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
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
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的这种类似过去乡村游医一
样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
病、农忙时也参加部分农业劳动的方式，
并没有引起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和卫生部
门的重视，只是把她的事迹放在学雷锋
的范围来宣传。因此，王桂珍的事迹，当
时仅局限于上海基层。

与王桂珍的事迹相联系的，还有另
一个人——— 黄钰祥。黄钰祥，1953年苏州
医专毕业。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妻子张
蔼平相继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
社卫生院工作，直接为农民治病。他在工
作中对农村缺医少药和农民看病难的现
状有着深刻的了解。

当时的江镇公社卫生院的条件极
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没有高压蒸汽消
毒设备，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
的医疗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而这都
是不合格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黄钰祥
仍然想尽各种办法为农民治病。不仅如此，
他还积极参与了江镇公社培养当地乡村卫
生员的工作，成了包括王桂珍在内的第一
批农村医学速成培训班学员的老师。

王桂珍、黄钰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当地农
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
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
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
当地农民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
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
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
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这个词就这样在
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

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8年，上海川沙县和市卫生部门
宣传王桂珍、黄钰祥的事迹已经近3年
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二人的事
迹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了一些值得在更
广范围推广的经验，上海市于是派出记
者前往川沙县江镇去调查、采访，并写
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写作中，记者们首
次使用了当地农民对王、黄二人的称
呼———“赤脚医生”，并直接将全国人民
都生疏的词“赤脚医生”用到了标题上，
题目最后定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
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夏天，在全国有影响的上海
《文汇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
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北京宣传部门
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
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
载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先后在3个重头
报刊上发表，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
是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
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让人耳目一新。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
泽东仔细阅读了9月14日当天《人民日
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他阅过
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
好。”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批示，就是

“最高指示”。因此，毛泽东的批示很快
下达，并且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
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
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更重要的是，按此
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
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
大队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
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
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
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
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
着手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也
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
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
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
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
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这种情
况，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
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活
跃在广阔农村的“半农半医”群体，确实
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
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
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
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
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
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
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5分钱
的挂号费也不收，这怎么能不受到广大
农民的由衷拥护和欢迎呢？

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使毛泽东极为不满。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终于使
他在 1965 年发怒。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发怒，使农村医疗卫生
的普及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
青年要高，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而中国的“赤脚医生”队
伍就这样在短期内迅速形成了，农村医疗状况得到了迅速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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