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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杨秋叶：让青春在乡野间绽放别样芳华

□ 记 者 马丽芳
通讯员 李 苑 杨 颖

在云龙县长新乡新松村的村寨
间，一位 00 后乡村女兽医的身影时常
穿梭在养殖户的圈舍中，她和师父忙
碌时，一天要接30多个求助电话，有时
凌晨也要出诊，但这份能让养殖户眉
头舒展的工作即便奔忙，却让她乐此
不疲。如今，她已踏遍山野，身上时常

弥散着兽药和牧草的气味，在热爱和
坚守中，书写了一段别样的青春故事。

迷茫：返乡学当兽医
2022 年，22 岁的杨秋叶从云南经

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毕业，她和
许多同龄人一样，怀揣拥有一个“体面
工作”的梦想穿梭于城市求职大潮
中。然而，接二连三的求职失败经历
让她挫败感爆棚。回到大理后，尽管

在大理市城区找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
工作，但她时常因自我价值没有实现而
陷入深深的迷茫：“难道人生只能困在钢
筋混凝土浇筑的‘格子间’里？”带着对家
乡的怀念，最终，她决定辞职归乡。

一次偶然，她结识了返乡从事兽
医工作的同乡师父。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她第一次跟着师父踏进牛圈。面
对不会说话的“患者”，兽医只能靠观
察、触诊和经验判断病症，然后配药、
打针，为生命护航。在一次次出诊为
牛羊解决病痛的过程中，她发现了兽
医的“神奇”。

“原来，可以通过输液、手术来让
病牛起死回生。”

“可以通过剖腹产来确保难产母
牛‘母子’平安。”

“可以通过开腹取出牛误食的铁
钉和难以消化的草料。”

……
正是这份与鲜活生命打交道的真

实感，让杨秋叶毅然做出决定：“我要
留下来，当个兽医！”

逆袭：从质疑到信任
然而，兽医这一全新的工作，对

于非科班出身的杨秋叶来说面临不
少挑战。

“第一次给牛做手术时，我的手都
在抖。”杨秋叶坦言，为了让自己快速
适应兽医的工作，她从零开始“啃”兽
医相关专业书，记病例、练技术，一样
不落下。

扎针扎到手肿，被牛粪溅了一身，
凌晨出诊睡不够……这些日常工作状
态并没有让她退缩。慢慢地，她入

“圈”了。
尽管如此，作为村里第一位年轻

的女兽医，她还是时常遭到村民的质
疑，一度不被信任。

“扎静脉连戳10针都失败。”
“不谙世事的孩子干这行怎么会

做得好？”
……

杨秋叶并没有因质疑声而放弃
自己的热爱，相反，她认真倾听养殖
户的困惑，耐心讲解治疗方案，并用
一次次成功救治案例赢得村民的口
碑和信任。

如今，村民都放心把“牛宝贝”交
给她，并感慨道：“这姑娘不怕脏不怕
累，多次帮我们排忧解难挽回损失，很
靠谱！”

坚守：倾心守护乡村
“自从学兽医后，手机相册里全

都是牛牛马马，我也不再化精致的
妆，不再穿漂亮的裙子，每天都跟牲
畜打交道……”杨秋叶在自己的“抖
音”账号里这样描述自己学当兽医后
的生活状态。

这位一反常规步入兽医圈的00后
青年，如今也是活跃在“抖音”平台上
的女兽医博主，她经常拍摄短视频记
录自己的兽医生活和出诊日常，让人
们对兽医这一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圈
粉”无数，也收获了无数点赞。

网友们纷纷留言：“扎针的手法
真 帅 ！”“ 看 得 我 也 想 转 行 当 兽
医。”……面对网友的关注，杨秋叶清
醒而坚定地说：“职业没有贵贱之分，
在狭窄的小路，只要跟着自己的内心
走，也能走成宽阔大道，成为自己想
成为的人。”

如今，杨秋叶白天忙于动物救治，
夜晚依然埋头学习兽医专业知识。在
师父的推荐下，她已赴大理中刍动物
医院进修，立志攻克更多疑难杂症。

在乡野田埂间、牛羊相伴中，杨秋
叶的兽医服上总是沾着泥土和污渍，
却闪耀着青春最美的底色。“我想证
明，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而年轻人在
这里也能找到大舞台！”她说。

杨秋叶的蜕变和坚守只是返乡青
年的一个缩影。如今，千千万万个

“杨秋叶”奋斗在乡村振兴最前线，他
们是乡村振兴路上的一束光，充满希
望、力量和温暖……

逐梦大理·青年说

“告别城市‘格子间’，投身乡村‘兽医圈’。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
而年轻人在这里也能找到大舞台，青春就要‘牛’气冲天！”——杨秋叶

人物小传＞＞＞
杨秋叶，出生于2000年7月，大理州云龙县长新乡新松村人，2022

年毕业于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返乡后走上了畜牧兽医的
道路，现为大理中刍动物医院医生助理。从财务管理专业跨界从事兽
医工作，她的青春在乡野间绽放别样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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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燮，世人称其郑板桥，素有诗、书、
画“三绝”之称。这是其题写的一首咏兰咏竹诗，采用反衬的
手法，以众芳争艳、过时凋零来突出兰花的清雅和翠竹的坚
毅，写明了郑板桥喜爱兰、竹的原因，也寄寓了他的人生理想
和品格追求。

四时花草万紫千红、不胜其数，但芳
菲一时便会枯萎凋谢。唯有山中兰花与
翠竹，经历了春夏秋冬，始终清雅脱俗、
坚韧挺立。

释 义

□ 通讯员 张春

“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们不能
在铁轨上行走玩耍……”5月21日，祥云
县下庄镇龙润小学的操场上热闹非凡，
一场别开生面的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
动正在热烈开展。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由祥云县护路
办、祥云站派出所、祥云县综合维修车
间、下庄镇平安法治办等多部门联合举
办，旨在提高学生对铁路安全重要性的
认识，引导他们自觉遵守铁路安全法规。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生动有趣
的方式向学生们讲解铁路护路知识。
铁路公安人员结合实际案例，详细阐述
了穿越铁路玩耍、在铁路沿线放风筝等
危险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让学生
们深刻认识到铁路安全无小事。同时，
工作人员向师生发放了爱路护路宣传
资料1000余份，宣传手册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介绍了铁路安全常识、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遇到铁路安全问题时的应对
方法。

除了知识讲解，活动还设置了互动
环节。工作人员提出一些与铁路安全
相关的问题，学生们积极举手回答，现
场气氛活跃。对于积极参与的学生，工
作人员送上了精美的小礼品，进一步激
发学生学习铁路安全知识的积极性。

下庄镇是祥云县重要的铁路枢纽
之一，辖区内广大铁路、广大铁路复线
穿境而过，途经下庄镇总里程约 16 公
里，沿途设有沐滂、新哨2个火车站。开
展此次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活动，不仅能让学
生掌握铁路安全知识，还通过“小手拉
大手”的方式，将这些知识传递给家长
和身边的人，从而提高全社会爱路护路
意识，营造知路、爱路、护路，共建平安
铁路的良好社会氛围。

云南省名中医、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秦竹在巍山县紧密型医共体中医药管理服
务中心（巍山县中医医院）治未病科诊室坐诊带教。（摄于5月23日）

5月23日，秦竹教授到巍山县紧密型医共体中医药管理服务中心（县中医医院）
进行“名中医走基层”活动。“名中医走基层”活动旨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充分发
挥名中医专家技术专长，培养基层中医药人才，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满足群众
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通讯员 饶国生 摄］

□ 通讯员 左世玺 薛如梅

5月23日，南涧县卫生健康局组织7
家医疗卫生机构联合开展第15个“世界
家庭医生日”宣传活动，为群众送上了
一份“健康大礼包”。

活动现场非常热闹，县人民医院的
专家一边为高血压患者调整用药方案，
一边叮嘱：“签约家庭医生后，我们会定
期上门随访。”中医体质辨识区，李医师
告知一名前来咨询的群众：“您属于痰湿
体质，夏季可以多喝红豆薏米粥调理。”
县妇计中心的展位前则围了不少年轻妈
妈，认真聆听着专家讲授育儿知识。

“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大概就是一
啤酒瓶盖的量。”活动现场一侧，县疾控

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宣讲“三减三健”，用
食物模型教居民识别油盐糖摄入量。
县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则忙着向过往
群众宣传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知识。

活动当天，共为 800 余位居民免费
检测血糖、血压，发放 18 种 2500 多份宣
传资料及500多份宣传品。

“家庭医生并非全能，但他们是居
民健康的‘守门人’。”县卫生健康局活
动负责人说。近年来，通过整合县乡村
三级医疗资源，南涧县正构建起“预防
—治疗—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县医
院负责急危重症救治，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聚焦慢性病管理，村卫生室承担基本
公卫服务，家庭医生则作为“枢纽”串联
起整个链条。

祥云县下庄镇——

铁路安全知识进校园

南涧县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
宣传活动

（图片由共青团大理州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