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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南疆，新草伴着花香。驱车从
新疆和田市出发，向东南方向行驶约 210
公里，就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师
一牧场。

在这里，总能看到一个身着迷彩服的
身影。他精瘦干练，面挂笑容，时而说汉
语，时而说维吾尔语，帮乡亲们排忧解难。

他是张永进，乳名叫喜喜，曾经担任
过连长，因而被各族群众亲切地称为“喜
喜连长”。“喜喜连长来了，喜事就来了。”
这是一牧场职工和周边群众的口头禅。

“我们离不开他哟！”一牧场职工买买
提·托乎提说，“我们有啥难事，邻里之间
有啥纠纷，只要找到喜喜连长，就不算个
事，他总能让大家都满意。”今年初，本来
张永进已从十四师一牧场政法办主任的
岗位上退休，但大家希望他继续贡献力
量，又被返聘为政法办书记助理，协助开
展工作。

“我们的渠修不成了！”5 月 7 日中午，
一牧场工交建商科副科长阿布都米吉提·
阿布里米提急冲冲来到政法办。“别急，有
什么情况？”原来，一牧场要修一条 4.8 公
里的水渠，要穿过奴尔乡村民依米提托乎
地·吾吉兄弟俩刚种下的一片小树林。按
理说，依米提托乎地·吾吉兄弟俩不应在
一牧场辖区内种树，但树已种下，强行挖
掉也不合适。

政法办主任买买江·阿不都拉和张永
进得知事情原委，迅速赶往现场。途中，
他们俩一直讨论着解决方案。看到“喜喜
连长”，兄弟俩热情地迎了上来。张永进
没有责问，和他们聊起了家常。“这条渠修
好了，你们一样可以用上水，我们修渠的
时候，就考虑到了你们所在村子 4000 亩
地的用水。况且种下的还是小树苗，移走
还能成活。”张永进的一番话，让兄弟俩感

觉心里热乎乎的。“喜喜连长为我们着想，
我们也要顾全大局，这树苗嘛，马上就
移！”兄弟俩心服口服，只过了两天，水渠
就又开工了。

《经济日报》记者贴身跟随张永进采
访，发现几乎每个遇到的人都和他打招
呼，他总是挂着笑容，问寒问暖，用汉语或
维吾尔语热情耐心地给予解答。无论是
一牧场的职工，还是临近乡村的村民，甚
至是从外地来一牧场出差的干部群众，都
与喜喜连长“熟得很”。

常年在一牧场工作生活，张永进会
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有的少数民族
干部、群众遇到不熟悉的词汇，还找张
永进请教。1999 年开始从事政法、信访
工作后，他坚持每个月分别用维吾尔语
和汉语给职工上课，讲政策、讲法治，
宣传民族团结。

“与喜喜连长一起工作，收获很大。

我刚到这个部门，觉得要学的知识太多
了。”年轻的现任政法办主任买买江·阿不
都拉告诉记者，在和职工群众交流上，喜
喜连长从来不急，总是先做倾听者，等对
方情绪稳定了再做工作。一次做不通就
再做一次，说一个小时不够，就说三四个
小时。“说到底，还是心与各族群众贴在了
一起！”

有一年冬天，一场雪纷纷扬扬连下了
3 天，山上连队的职工出行困难，有的家庭
已经断粮。张永进心急如焚，买了一毛驴
车的干馕，冒雪上山。“喜喜连长来了！喜
喜连长来了！”乡亲们欢呼着，感动得流下
了眼泪。

“喜喜连长就是我的亲人！”提起张永
进，职工买吐逊·巴格赞不绝口。他曾因
一 只 胳 膊 受 伤 致 残 ，无 法 干 重 活 。 从
2003 年起，张永进就想方设法帮助他，先
是为他买来 5 只扶贫羊，又帮他承包了 10

亩核桃林，核桃开始挂果后，树下还种了
麦子、玉米和苜蓿。“能过上好日子，多亏
了喜喜连长的扶持帮助。”买吐逊·巴格动
情地说，“这些年光是买农资他就花了上
万元，两个女儿上学的费用凑不上，也帮
我补上。”

张永进并不富裕。他常年穿一套迷
彩服，几乎不购置新衣服。他的工资除了
用于简单的日常生活，都是东一笔西一笔
花到职工群众身上。除了金钱，他的时间
也基本属于职工和老乡。去年夏天，张永
进的孙子在乌鲁木齐市出生，他匆匆去看
了一眼就赶回他熟悉的一牧场。

“我是与兵团一起成长起来的，可以
说是兵团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年逾六
旬的张永进说，“一牧场就是我的家，昆仑
山区就是我的家，新疆就是我的家。只要
身体允许，我就要与大家一起努力，把新
疆建设得更加美好。”

“昆仑山区就是我的家”
——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师一牧场退休职工张永进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马春燕

“习礼村里一老孩，村干退休已八载；
热炕暖家我不待，一心只把梨果栽；栽下美
梨玉露香，穷村变成富裕窝⋯⋯”4 月 17
日，《经济日报》记者刚刚踏上山西隰县午
城镇阳德塬梨园，就看到一位老人在梨花
雪海中演唱自编的山歌。

老人叫闫云海，现年69岁，是午城镇习
礼村原村党支部书记，自称“种梨人”，当了
解到记者是来隰县参加玉露香梨花节活动，
就滔滔不绝讲起了他栽梨树致富的故事。

话从 1984 年说起。当时，闫云海当选
为 600 多口人 110 户的习礼村村委会主
任，当时这个村是“穷得不能再穷了”的地
方，闫云海提出发展梨果业，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自己示范引领，把自家的 11 亩好
地和 14 亩坡沟地都栽上了梨树。看到他
赚了钱，村民们都跟他学种梨，习礼村的梨
园很快就发展到 1000 多亩。到 2008 年，
全村梨果收入达到 140 万元，人均 2300
元，梨树成为习礼村的摇钱树。

从 2004 年开始，梨的品质发生退化，
产量下降，售价下降，梨农收入减少，怎么
办？正当闫云海发愁的时候，县里开始推
广玉露香梨树新品种，闫云海经过慎重考
察，率先把自家正在挂果的 11 亩梨园里的
酥梨和晋蜜梨树全部锯头，嫁接成玉露香
梨树，第二年就挂了果。后来，玉露香出口
国外，价格上扬，每斤地头价卖到 4 元，比

原来的品种高出好几倍，到 2011 年，习礼
村玉露香梨就发展到 1000 多亩，人均纯
收入达到 4000 元。闫云海的儿子、现任
村支书闫锁海说，现在我们村又新栽了
1000 多亩玉露香，人均纯收入已过万元。
村里人去年一下子就购回了 18 辆轿车。
而闫云海全家 7 口人年收入则达到 30 多
万元，也在县城买了房子，每天开着轿车回
村管理梨园。

闫云海和习礼村种梨致富的故事是隰
县大力推广梨果富民发展战略的一个缩
影。隰县是个山区县，地广人少，发展梨
果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层深厚，光照
充足，有机质含量丰富，昼夜温差大，无

工业污染，被农业部划定为黄土高原梨果
优势产业区。2012 年，随着梨果产业发
展的壮大和市场需求的改变，隰县把玉露
香梨产业发展作为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
战略产业来抓，解决梨果产业增收瓶颈问
题。隰县县委书记王天郎介绍说，目前，
隰县有 80%的土地种植梨果树，80%的农
民从事梨果生产，80%的农业收入来源于
梨果树，以梨果产业为主的农村“一县一
业”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

记者在隰县见到了山西省农科院果树
研究所所长李杰，他自称“隰县人”。他
说，玉露香是山西省果树所培育的一种梨
果新品种，他们所已在隰县试验推广了
10 多年时间，每年都有几十位专家长期
住在隰县进行全方位的技术支撑服务。隰
县生产的玉露香梨个大、果型端正光洁、
皮薄肉细核小、含糖量高，2014 年 7 月
被中国品牌文化管理年会组委会授予“中
国大美梨”称号。

置身习礼村，满山满坡的梨花令人陶
醉，满园满地的花香飘扬四方，清纯秀美的
梨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

山西隰县习礼村村民发展梨果产业——

梨树成为摇钱树
本报记者 刘存瑞

上海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胡承伟：

弄堂深处“家庭医生”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通讯员 方 乐

从上海普陀区真北路主干道走出，沿
着星梅花苑小区的小路走到尽头，就是星
梅社区卫生服务站。

不少来过这里的病人，都念叨胡承
伟医生热情细心。“全科医生”胡承伟其
实是位“80 后”，为何愿意栖身于弄堂
深处呢？

兼任“家庭调解员”

不少人抱怨，去大医院看病要大排长
龙，医生问诊却只有几分钟。这样的情
况，在社区卫生服务站不会发生。这里人
不多，医生会耐心问诊，还会为出行不便
的病患提供上门服务，被称为“家庭医
生”。经过多年基层历练，胡承伟已养成

“多问一句”的习惯，使他为病患解决了
不少难事。

居民王阿姨患有高血压。一次检测
中，胡承伟发现她的收缩压很高，第二天依
然高，但其血压平时很稳定。经过不断追
问，王阿姨这才坦白，因儿子工作忙没来看
她，她便赌气拒绝服降压药。胡承伟赶紧
给老人做心理疏导，还当起家庭调解员，给
老人儿子打电话告知情况。通过他的努
力，王阿姨才又继续服药。这种为病患担
任“家庭调解员”的工作，他已做了不少。

时间久了，来往多了，医生和患者之间
也就熟络了。胡承伟常在和患者们的聊天
中发现些“问题”。年过八旬的郑阿婆患糖

尿病多年。一次闲聊中，他发现郑阿婆用
来控制血糖的胰岛素不属于基本药品，只
有大医院才有。而老人家腿脚不便，儿子
又常出差，每次配药都是一件麻烦事。胡
承伟经多方协调，终于将郑阿婆所需的胰
岛素调剂为社区医院的基本药品，这样一
来，郑阿婆配药就不用跑远路了。

拉近医患距离

社区医生敬业尽责，居民们对胡承伟
越来越信赖，家里的烦心事也会与他谈

起。“有时他们过来，关键倒不在看病，就是
来发发牢骚。”胡承伟笑着说。在他的桌
边，还放着几包病人们送他的小点心。

胡承伟坦言，2011 年，他经过 3 年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来到社区开展家庭
医生试点工作时，居民们并不怎么信任他
这个年纪轻轻的社区医生。“可能是我把
重点放在了门诊看病上，而不是为居民提
供健康服务上。”他说。

胡承伟主动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
议，希望能走出卫生站，到居委会为居民

做医疗咨询。这一建议很快得以实现。以
后，他每周都会花半天时间现场坐堂，接
受居民的医疗咨询。渐渐地，居民们对他
产生信任，医患间的距离也拉近了。这项
举措随后在普陀区全面推广开来。此外，
胡承伟每月还会安排一次健康讲座。“因
为有时患者咨询的问题很相似，办一场讲
座，让大家相互了解，效果更好。”他说。

乐于扎根基层

在社区从医 4 年，这个湖北小伙问诊
中也时而蹦出几句上海话。闲暇之余，胡
承伟积极学习方言。“平时在小区里会主
动跟居民试着用上海话打招呼、问病情。
克服语言障碍，才能跟居民打成一片！”

胡承伟好学，至今还保持着多年的习
惯——背药物说明书。当他还是一个医学
院学生的时候，在医院儿科实习，每当开
药时，孩子的家长都非常谨慎：“这药有
没有副作用？”胡承伟因此收集了不少药
物说明书，默默记在心里。“有的高血压
药服用后会有干咳的副作用，所以，第一
次给病人开药，我都会说清可能会有的不
良反应。有了扎实的专业知识，才能对得
起居民的信任嘛！”

有人问，在社区工作，觉得值吗？
他回答：“既然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就
应当做改革的先行者，社区医院也有广
阔天地。”

他曾在海拔 5200 米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因高
原缺氧彻夜难眠，也曾在入藏“天堑”悬崖峭壁
的公路上险些被落石砸中；他曾在阿里地区无人
区与野狼偶遇，也曾发着烧咬牙拔掉点滴赶去带
团⋯⋯广西桂林导游协会会长刘萌刚 3 次援藏，
将自己的热情和执着倾注在青藏高原。

作为援藏导游，刘萌刚通过他的真诚、专业和
热情，向外国游客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西藏，架起西
藏与世界沟通的“金桥”。

2007 年 5 月，刘萌刚接待了一位叫大卫的
美国客人。游览之初，这位美国客人一直质疑
我 国 的 民 族 政 策 ， 并 用 偏 激 的 语 气 冷 嘲 热 讽 。
刘 萌 刚 并 没 有 与 他 争 执 ， 而 是 每 到 一 个 地 方 ，
都很友善地带着他去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看
看 如 今 西 藏 人 民 生 活 的 巨 大 变 化 。 行 程 过 半
后，这位美国客人的印象已经大为改观，他对
刘萌刚说：“感谢你让我看到的一切，我相信我
的所见所闻，回国后我会告诉我的朋友们，西
藏正越来越好。”

“那一刻，我真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
也深感导游工作的重要性。”刘萌刚说。2007 年 7
月，刘萌刚接待了一个 15 人的英国旅游团，途中
必须翻越那根拉山口，这里海拔 5190 米，氧气含
量仅是内地的 50%左右。一位 50 多岁的女游客没
多久就嘴唇发紫、呼吸困难。而离该处最近的医
院也需要 1 个多小时的车程。刘萌刚见状，立刻
去找车，同时妥善安排其他游客。由于救助及
时，客人安然无恙。女游客拥抱着他说：“你是我
的救命恩人。”

有一次，刘萌刚刚完成一个团的导游任务，公
司就通知他从拉萨赶去林芝接另一个团。当时正好
他感冒发烧，偏巧乘坐的班车半路抛锚，几经周折
在林芝安顿下来时，已是次日凌晨 2 时多。次日接
团时，他极度疲乏，导游词说得较少，游客们误认
为他不够热情。晚上，他抽空赶去医院输液，被客
人逛街时撞到，这才打消了对他的误解。一年下
来，他和很多游客成了朋友，互相发邮件、寄贺卡
保持联系。

刘萌刚获得了不少荣誉，像“全国十大旅游
风采人物”、“全国模范导游员”、“援藏导游员西
藏自治区先进个人”、桂林市劳动模范、桂林市

“ 十 佳 导 游 员 ”、“ 桂 林 市 旅 游 行 业 标 兵 ” 等 。
2007 年底起，刘萌刚担任桂林导游协会秘书长、
副会长，2010 年当选为会长。“我们做这份工作
完全是义务服务，没有任何收入。但我想为旅游
业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希望把自己的真诚
传递给其他导游。”

援藏导游刘萌刚：

为游客展示

真实的西藏
本报记者 郑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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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餐厅经理（立者左）组织智障人士学

习餐饮服务礼仪。

当日，以促进智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工作为目

的的吉林省首家支持性就业基地——阿甘餐厅，在

吉林省长春市揭牌营业。12 位通过岗前专业培训、

身着整洁工装的智障人士正式走上就业岗位。“阿甘

餐厅”的创办者，是被这些智障人士称为“阿甘妈妈”

的胡艳苹。23 年来，胡艳苹累计收养近百名智障人

士，一直为他们有尊严的生活而努力着。

新华社记者 林 宏摄

长春阿甘餐厅挂牌营业

图为胡承伟（右）为居民上门服务。 （资料图片）

图①图① 张永进（左一）带领职工上山巡查。图②图② 张永进（右一）与乡亲们在一起。（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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