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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乡村医生，从医40年，接诊患者200万余人次，为上万名困难群众义诊。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民族团结的薪火相传、温情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赓续笃行传统蒙医药学的医者仁心。

他就是来自兴安盟科右中旗巴仁哲里木镇哲里木嘎查的全国最美乡村医生、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感动中国西部十大新闻人物、感动内蒙古

人物、首批自治区基层名蒙医——王布和，他用坚守和奉献，彰显了医者担当。

医者仁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医者仁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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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在包装药品。

王布和蒙医医院。周新育 摄

春分过后，科尔沁草原深处仍是寒风料峭。王布和蒙医医
院虽深藏在一个很难把名字读通顺的小村庄，却被来自全国各
地的大巴车、小轿车堵得水泄不通。

时近中午12点，一楼的候诊厅里，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人
们排着长长的队，等着挂号、问诊、取药。

一身白大褂、一张垫着黄布的桌子、一只磨损严重的红色
老虎枕，这不仅是王布和把脉问诊的“行头”，更是他与患者之
间的情感纽带。

“王大夫，您给我看看，我还有救吗？”驱车5天从广西壮族
自治区北海市前来求医的患者李女士满眼期待。

“不要哭，不要哭，战胜病魔首先就得心态好。”王布和用略带蒙
古语音调的普通话，嘱咐前来看病的患者要调整心态、按时用药。

忙过一阵，就医的人渐渐少了，王布和才得空喝口水。“接
诊量最多时，一天可达千余人。”王布和告诉笔者，“在我的医
院，不管有钱没钱都能看病。”

1960年，王布和出生在科右中旗巴仁哲里木镇哲里木嘎
查的一个贫困牧民家庭。8岁那年，他的父亲因为一场感冒没
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永远离去。从那时起，他就立下誓言：“长大
要当一名好医生，要为像父亲一样没钱的人治病！”

13岁时，王布和拜嘎查里的蒙医老喇嘛布日古德少布为
师，学习把脉、针灸等蒙古族传统医学疗法。

1985年，25岁的王布和成为哲里木嘎查第一个持有行医证
的医生。诊所的全部家当，仅有“一盘碾子一头驴，一把药勺一
口锅”。他一边种地、一边放羊，在维持生计的同时，经常提着药
箱，背起药搭子，骑着马深入草原为农牧民看病。

王布和救治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位因醉酒摔倒在雪地里的年
轻牧民。王布和回忆，当时牧民发着高烧，呼吸很弱，脸色铁青，意
识出现模糊。他当即开展抢救，用3副蒙药捡回了牧民一条命。

随着王布和医术的日益精湛，他为许多牧民治好了风湿病、
肾病、胃病、肝病等常见病和疑难杂症。渐渐地，他的诊所成了
农牧民眼中的“急救室”，王布和的电话号码在牧民心里就等于

“120”。
2002年，巴仁哲里木镇里来了一个名叫刘传良的精神病

患者，王布和见他无人照料还到处拣东西吃，便把他接到诊所
救治。8个月后，刘传良恢复了记忆，并在王布和帮助下与远
在河南省商丘市睢县的父母重逢。

牧民、流浪汉、孤寡老人……每年都有两万多人找王布和
治病，甚至还有英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患者慕名前来寻医
问药，他对待所有患者都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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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蒙医院，一年赚不了多少钱，甚至有时还会亏本；一个
人带着几个学徒和几十个职工，没日没夜地工作，40年的坚
持，到底图个啥？王布和说，不只是医生“治病救人”的本职，还
有一份厚重的文化传承使命。

蒙医药学是蒙古族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蒙古族医生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
与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医学。

王布和13岁拜蒙医名医(喇嘛)布日古德少布为师。“师傅
传授给我的‘科尔沁蒙医药浴疗法’在取材、适应症等方面，都
表现出极强的地域性和针对性，制法传统、疗效显著。”

“科尔沁蒙医药浴疗法”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通过吴海
喇嘛、布日古德少布喇嘛、王布和三代人在科右中旗巴仁哲里
木镇传承至今。

2014年，该疗法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2018年，王布和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科尔沁蒙医药浴疗法”代表性传承人。

这些年，王布和将蒙医药历史、疗法、特色药物、蒙医文
物、历代蒙医名家等古籍资料进行收藏，并在科尔沁蒙医文
化研究会的展厅里对外展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蒙医
蒙药。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021年，科尔沁蒙医药浴传承
中心大楼正式投入使用，“科尔沁蒙医药浴”实现全年对外营
业。每天都有众多游客慕名来到科尔沁蒙医药浴传承中心探
寻蒙医药学百年历史文脉。

“科右中旗科尔沁蒙医文化研究会总面积9084.3平方米，
是一座集蒙医药历史文化、科尔沁非遗文化、蒙医文物展示于
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展览馆。”大楼内，讲解员正在为游客们耐心
讲解，通过展示蒙医药丰厚的文物资源，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发展进程，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

◎
薪
火
相
传
守
护
中
华
医
药
文
化

患者为王布和蒙医医院捐赠的“布施仁和”门碑石。

“要是没有王大夫，我估计活不到现在。真没想到蒙医的
治疗效果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哪里像一个白血病人。”4月 7
日，在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兴安盟馆，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湛红
霞告诉笔者，多年前，她罹患白血病，听说了蒙医对白血病的治
疗更为有效后，曾两次到兴安盟科右中旗找王布和大夫看诊，
经过调理，湛红霞脸上有了血色，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这次
她在网上看到王大夫要来武汉参加世界大健康博览会的消息
后，便和家人专程赶来表示感谢。

走进王布和蒙医医院食堂里，热闹的声音不断传来。来自
全国各地的十几个家庭，带着自家的特色小菜相聚一堂。

“5颗大枣和牛奶一起熬，这个药对治疗失眠效果最好，但
服药期间一点辛辣都不能吃。”来自湖北省的失眠症患者黄九
香和病友们分享自己的康复经验。回族姑娘柏长芹说：“都说
泡药浴可以驱寒祛湿，我也想试试。”

“我们病房有3个人，来自不同的民族。”辽宁省丹东市的患
者许贵芬说，在这里，大家不仅收获了健康，也收获了友谊。

长期住在王布和蒙医医院的有很多都是重疾患者，他们的
情绪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为了让患者有个好的治疗心境，王
布和组建了四胡协会，定期办活动、搞演出，欢乐的气氛带给患
者愉悦的心情。

“在我们这里，不同民族的患者相处得像一家人，这里是民族
团结大家庭。”王布和蒙医医院办公室主任韩盖说，“大家在一起治
疗、一起康复、互帮互助，一起参与体育比赛、观看电影……交流更
加密切。”

“这个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所有医院都给不出更有效
的治疗方案，我的生活毫无质量可言……”今年63岁的沈璐患
类风湿长达22年，从一名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高校教师到
一个行动完全不能自理的“废人”，绝望的她经过近一年的“科
尔沁蒙医药浴”治疗，病情大为好转，萎缩多年的双手逐渐伸
展。在今年春节期间的书法活动上，擅长书法的沈璐重拾笔墨，还
在老师的指导下写出了一张蒙古文“福”字，得到了大家的夸赞。

十年前被王布和成功救治过的“五癌”患者何文在2021年
来到医院，成为王布和蒙医医院一名志愿者。“在这里语言不是
障碍，有时候患者听不太懂王大夫的医嘱，我就是那个翻译。”
何文说。

40多年来，王布和累计诊治国内外患者200多万人次，少
数民族患者占20%以上。各族患者在这里一起住、一起吃，互
相鼓励，重获健康身体，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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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布和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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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布和每天坚持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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