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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大陈岛素有“东海明珠”的美誉，公元5世纪就有

先民在岛上活动和劳作记录[1]。历史上遭遇海盗、倭寇、

土匪、日军等诸多侵扰，倍受蹂躏，满目疮痍。但在大

陈岛群众和大陆各方力量的支持与抗争下，很快就能恢

复欣欣向荣景象。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攻克一江山岛，迫使国民党于1955

年2月7日至12日陆续撤离大陈岛[1]。国民党在撤离大陈

岛过程中，将岛上基础设施全面破坏，将人员全部转移，

将渔船悉数损毁，并埋下近万枚地雷，制造了“大陈浩

劫”，昔日繁荣的小岛“满目疮痍、脏污遍地”[2]，变成

了一座死岛和鬼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时任团中央书

记处书记胡耀邦在浙江考察时，提出“建设伟大祖国的

大陈岛”倡议[3]，467名青年志愿者积极响应号召，于

1956年1月起分5批次陆续上岛，在艰苦的环境中全力垦

荒。孕育出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

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

在建设大陈岛全过程中，各级各类的医疗机构、医

务人员和半工半医的“赤脚医生”们扮演了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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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角色，为大陈岛垦荒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鲜

活的例证。当前不少学者对大陈岛垦荒精神历史地位与

作用、传承与弘扬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4]，但大陈岛

垦荒精神与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建设相关研究还较少。本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现场考察和面对面访谈、文献资料

查询等方法，分析大陈岛自1956年垦荒队入驻开垦大陈

岛至今，医疗卫生在建设大陈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意

义，进一步明确大陈岛垦荒精神对陆岛医疗卫生健康事

业及医疗人才培养的意义与价值，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

指明的“小康的大陈、现代化的大陈”昂首迈进[5]。

一、大陈岛垦荒精神在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实践

（一）先遭破坏再恢复重建的大陈岛医疗卫生事业

民国以前，大陈岛无专业医生和药店，岛上居民

常以求神拜佛或服用民间偏方治疗。民国时期，岛上陆

续出现药店及医疗机构，如朱正源中药号、罗永泰中药

号、胡伯瑭卫生诊所等。1949 年至 1954 年底，国民党

又陆续在上下大陈设立多所卫生院等医疗机构。但随着

国民党撤出大陈岛，岛上医疗机构被全部破坏，医务人

员被带走，大陈岛又变成了荒芜人烟的死岛。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1955 年 4 月，海门医生陈建斌随着中国人

民解放军接收部队进岛，开设医疗门诊点，并一直在

大陈岛工作 17 年，直至退休。医务人员由最初的 1 人，

增加至最多时的 28 人。服务范围也从最初的小病诊疗，

逐步实现内科、外科、妇产科、中医科、检验科、中西

药房等多学科服务。至上世纪 80 年代，大陈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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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椒江唯一的一所二级卫生院，为辖区内最景气的卫

生院 [1]。

（二）唯一海上垦荒精神在医疗卫生工作中的实践

正如李金花、周军虎等 [6-7] 所描述的南泥湾精神、南

疆农垦精神、新疆军垦精神、北大荒精神、江西共青精

神等，呈现的都是在陆上的垦荒运动。而大陈岛垦荒精

神所呈现的则是建国以来迄今唯一的海岛垦荒精神，医

务人员参与垦荒及后续建设大陈岛明显区别于其他垦荒

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其产生的垦荒精神具有明显的

独特性。面临的既有国民党撤退埋下的地雷爆炸伤等人

为灾害，又有台风、暴雨、海雾、火灾等各类自然灾害，

还有各类地方病和传染病等危害。垦荒队员刚到大陈岛

时，每天至少有十几个人不能下地生产，患伤风、胃肠

炎、肋膜炎、外伤出血的人很多。头两个月，看病的队

员达 450 人次 [1]。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岛上医务人

员克服各种困难和矛盾，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卫

生服务。

（三）军队共同参与的岛上与海上医疗卫生保障

在建设大陈岛的艰苦岁月里，解放军驻岛卫生队积

极为垦荒队排忧解难，为岛上危急病人提供救助。1955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公安 16 师卫生营（后

改名为台州军分区医院）随师部进驻大陈岛，驻上大陈

大岙里为军民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直至 1958 年 1 月 5 日

迁址海门荷花心。中国人民解放军 6405 部队（后改为

83248 部队）卫生队，1955 年 2 月 13 日随军至上大陈参

与医疗卫生工作，直至 1985 年 10 月，随团部从大陈岛移

防驻椒江市区。在岛期间，军队卫生队员经常深入渔村、

港口巡诊。尤其在上大陈岛，驻军卫生队几乎包揽了岛

上群众的所有门诊。同时给学校师生和渔民检查身体，

承担海岛防疫任务，并积极参与突发医疗疾病的救护。

（四）部分垦荒队员兼有医务人员双重身份

1960 年 7 月 1 日垦荒队建制解散后，仍有 100 多位垦

荒队员自愿选择留在大陈岛继续奉献青春。其中有一部

分人员在建设大陈岛过程中，同时加入了医疗卫生行业，

他们保持垦荒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岛上百姓提供

医疗卫生服务。

如垦荒队员缪茜茜，垦荒期间从事农业种植和喂养

兔子，每天要割 130 公斤草料，生活十分艰苦，其父亲

多次写信要她回温州学医，但她从始至终坚守在大陈岛

上，参与垦荒工作，先后担任垦荒队的小队长、养兔场

场长、垦荒队副队长。垦荒任务完成后，缪茜茜又主动

留在岛上，被分配到大陈卫生所（现大陈镇卫生院）工

作，后来担任了大陈镇卫生院的副院长。

又如垦荒队员张菊莲，1956 年上岛时只有 15 岁，体

重只有 35 公斤，先是参加垦荒种地，后加入养兔场工

作，成为海岛的养兔状元。垦荒任务结束后，坚持留岛

工作，1961 年调入大陈卫生所从事药房工作，后担任副

院长兼分管行政后勤工作，直至退休。

（五）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的培养与大陈岛建设的

参与

1955 年随着垦荒队员入岛，更多的陆上移民入驻大

陈岛，参与垦荒工作。其中部分有文化基础的年青人，

除参与垦荒工作外，还参与军队或陆上卫生系统组织的

卫生防疫知识培训，成为农村卫生保健员。1958 年开始

各生产大队（现为各行政村）相继设立保健室，保健员

没有固定的薪金，只是每月拿大队误工工分，一边从事

垦荒生产，一边利用休息时间为社员进行创伤包扎和头

痛脑热简单疾病的诊治。1969 年生产大队设合作医疗站，

原卫生保健员被称为赤脚医生。至 1972 年，平均每个大

队有赤脚医生 2 人左右。1985 年赤脚医生又改名为乡村

医生 [1]，参与大陈岛建设。

（六）陆上医疗支援与海陆医疗联合体的组建

包括军队医疗、陆上中西医院、红十字会等机构

及医务人员，在保障大陈岛居民急重症救治方面，提供

了极大的支持。1956 年阜大、信孚、保合和慎大等 4 家

中药店改制联合，组建公私合营海门国药商店，在大陈

岛设中西药店，至 1958 年划归大陈镇卫生院 [1]。成立于

1984 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总队海上巡逻支队

卫生科，与椒江区人民医院建立“海上 110”病号抢救协

作机制，卫生队军医随艇出警，积极抢救渔船民。成立

于 1987 年 6 月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椒江市委

员会，其卫生专业的会员坚持利用节假日开展义诊、健

康咨询活动，先后多次送医上大陈岛，累计义诊 2000 余

人次。1989 年大陈镇卫生院建立红十字会大陈急救站，

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活动，并积极为台胞

渔民和外轮友人提供诊疗保健工作。1990 年椒江市人民

医院与大陈镇卫生院建立医疗技术联合体。2019 年 9 月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与大陈镇卫生院开展超声 5G 远程分

级医疗，实现大陈群众不出海岛即可享受国内一流的超

声诊断治疗技术。

（七）首推“海陆一体化”，破解大陈岛医疗困境

2014 年，椒江区卫生局推出“海陆医疗卫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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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实行陆上 9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

支援大陈镇卫生院的“9+1 模式”，并对海岛上硬件投入

全拔款。岛上正式职工按在岛年限分类分档发放援岛补

贴、海岛特殊贡献奖和海岛终身贡献奖。全区将海岛工

作经历作为新录用、拟调动到海门、白云、葭沚 3 家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置条件。通过“派出去、请进

来、内培养”的方式，邀请医联体合作关系的医院专家

上岛带教培训，选送海岛骨干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深造。

随着“海陆医疗卫生一体化”工程的不断推进，共享优

质医疗资源逐渐成为现实，“看病难”的问题得到较为明

显的缓解。

二、提升大陈岛垦荒精神在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价

值与策略

大陈岛垦荒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重

要精神财富之一，其蕴含着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

奉献、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8] 和

现实意义，得到了胡耀邦同志和习近平同志两任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并且要求继承垦荒精神，建设美

好大陈岛。正如张建晓等 [9] 强调的，我们需要从塑造到

传播，让社会大众感受且认识到大陈岛垦荒精神的先进

形象，而这种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在大陈岛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和医务人员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证。我们通过对

文献资料的回顾、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的整理和分

析，发现大陈岛垦荒精神内涵对激发医疗机构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激发医务人员干事创业和凝心聚力等具有重

要作用。

（一）垦荒精神内涵，对激发医疗机构使命感和责任

感，激发医务人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积极的意义

在垦荒时期，大陈岛上一穷二白，交通不便，缺医

少药。在这样特别艰苦的环境下，在岛的垦荒人员以及

移民队伍中的有医学专长和热爱医学事业的青年，一边

参与垦荒，一边学习医学知识和技能，为在岛群众提供

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充分体现出大陈岛垦荒精神的

实质与内涵。

完成垦荒使命后，垦荒青年们主动转型，成为专业

医务人员，参与上下大陈岛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和发展，

为岛上群众提供预防、保健、医疗、康复、计划生育和

健康宣教等服务，为大陈岛垦荒精神的弘扬与发展提供

了典型的案例与样板。

但大陈岛和陆上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一样，面临着新

的矛盾和困难，医务人员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如何实现垦荒精神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新传承和发扬，让

百姓“有病看”到“看好病”。椒江区统筹全局、陆岛联

动，推出海陆一体化医疗卫生管理政策和措施。援岛人

员在服务海岛、服务渔民中贡献自已的智慧力量，让垦

荒精神传承和发扬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垦荒精神所弘扬的艰苦创业的工作作风，能够

坚定干事创业的意志决心

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面对困难和

挑战时表现出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主要体现在：一

是不畏艰难，敢于挑战。医疗卫生改革和医务人员服务

水平的提升本身就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需要面对各

种困难和障碍。不管在垦荒年代，还是建设“两个大

陈”时期，大陈岛垦荒精神能鼓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敢于面对这些挑战，不畏惧艰难困苦，勇往直前。二是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陆岛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建设过

程中，常常没有现成的条件和环境，需要依靠当地政府

和医疗机构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与创造。这就要求医务人

员不怕吃苦，不怕受累，通过艰苦的努力去开垦“荒

地”，创造新的医疗服务领域和水平。三是持之以恒，坚

韧不拔。医疗卫生领域的建设和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垦荒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即使面临挫折和困难，“垦荒者”也要保持坚韧不拔的毅

力，不断前进。

（三）垦荒精神所倡导的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能够

激发积极向上、勇攀高峰的工作追求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需要保持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

体现在：一是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从不退缩，而是积极应对，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是在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让陆

岛医疗服务变得更加美好。这种追求和向往，激发了他

们不断努力、不断进取的动力。三是在学习大陈岛垦荒

精神和当今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新垦荒”过程中，他们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不断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

以提高“新垦荒”的效率和质量。这种精神风貌，使得

陆岛医疗卫生事业形成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推动医疗

事业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

（四）垦荒精神所强调的无私奉献价值观念，能够引

导树立高尚的医德医风和职业操守

大陈岛垦荒精神所强调的无私奉献价值观念，对引

导医务人员树立高尚的医德医风具有积极的作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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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一是忠诚担当。医务人员需要始终保持对医学

事业的忠诚，对患者的责任和担当。他们要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尽职尽责地完成每一项医疗任务，确保

患者的安全和健康。二是团结协作。要求医务人员之间

要相互信任、学习和学习，一起面对挑战和困难。这种

团结协作的氛围，不仅能够提高医疗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也能够增强医务人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是为民服务。

要求医务人员要深入了解患者的需求和困扰，积极解决

患者的实际问题，让患者真正感受到医疗服务的温暖和

关怀。

（五）垦荒精神所推崇的开拓创新职业素养，能够提

升专业素质和能力水平

当前不管是在海岛还是在陆上，人民群众对医疗卫

生需求已由过去的“有没有”转为如今的“好不好”，急

需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学领域加快技术更新。具体

表现为：一是精益求精。要求医务人员在医疗实践中不

断追求技术的精湛和服务的完善。他们不仅要掌握扎实

的医学基础知识，还要不断学习新的医疗技术和方法，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医学领域。二是追求卓越。要求医务

人员不断挑战自我，勇攀医学高峰。为患者带来更好的

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不仅体现在

医疗技术的创新上，也体现在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上，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三是不断超越

自我。要求医务人员在职业生涯中始终保持进取心和自

我提升的动力。这种自我超越的精神使医务人员能够在

医学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在践行大陈岛垦荒

精神的同时，也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结语

总之，大陈岛垦荒精神蕴含着艰苦创业、奋发图强、

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涵，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和现实意义。对大陈岛垦荒精神在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

内涵与外延、历史地位与作用、传承与弘扬等方面的持

续深入的研究，将对大陈岛垦荒精神和陆岛医务人员双

向流通的双向激励产生巨大作用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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