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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兢业业工作

在贵州高原的乌江边上，有一个名
叫思南的地方。1964 年，王明礼出生在
思南城关区红旗大队的一个贫苦农民
家里。

1985 年，失去了一条腿、残废了一
条腿的王明礼退伍后，被安置在思南县
总工会工作，一干就是 30多年。

王明礼到单位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收
发员。王明礼每天一上班就拖着假肢、
背着邮件口袋，在几十个单位之间穿
行，经常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左小
腿假肢接口被磨得血肉模糊。

一次，母亲看到王明礼上床睡觉脱
下假肢时，痛得撕心裂肺，心痛得要到
单位找领导评理。王明礼一把抱住母
亲：“娘，咱是军人，提那么多要求干
啥？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了！”

县里通信条件改善后，王明礼又干
起移民搬迁和驻村干部等工作。

2008 年 3 月初，乌江思林水电站
即将蓄水发电，但库区内仍有部分移
民没有搬迁，王明礼主动请缨解决这
一问题。三道水乡柏杨村柏杨组是乡
里最边远的村寨，离最近的乡村公路
也有四五公里。因嫌搬迁补助费用过
低，6 户人家始终不愿意搬迁。村民杨
春茂甚至扬言说：“要想我搬出去，除

非把我枪毙！”
王明礼打起背包住进寨子，主动把

杨春茂作为自己的联系人，见他上山，
就扛着锄头跟着上山，一面帮他干农
活，一面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假肢磨
坏了，他就悄悄用铗钳和铝丝将假肢捆
紧，继续行走；残端伤口磨破发炎了，
就悄悄抹点止痛药。在柏杨组驻村工作
的 20 多个日夜里，6 户人家没人知道他
是残疾人。

5 月 16 日下午，王明礼冒着大雨前
往杨春茂家做工作，在路上遇到杨春茂
赶着耕牛回家，两人结伴而行。路过一
座简易木桥时，木桥断裂，杨春茂的耕
牛掉进河里，王明礼毫不犹豫纵身跳进
湍急的河中，追赶被冲走的耕牛。

事后，杨春茂十分惭愧，紧紧地抓
住王明礼的手：“啥也不说了，我明天就
带着大家搬家！”

2014 年，王明礼被派往鹦鹉溪镇黄
家山村驻村帮扶。进村后，他马不停
蹄地带领群众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引
进咖啡树在村里进行试种。群众不愿
冒风险，他就与农户签订协议书，损
失由他全赔。当年，黄家山村咖啡种
植成功，亩产干咖啡豆 900 多斤，被
厂家一次性收购，为乡亲们创收 16 多
万元。尝到甜头的村民开始自觉种植
咖啡树，如今的黄家山村已成为全县
第一个咖啡树种植基地。

“办不成实事就不配当干部！”这是王
明礼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用自己
的真心和实干，擦亮了“干群连心，同步小
康”这块驻村帮扶的“金字招牌”。

带领乡亲创业

王明礼身上随时揣着个揉得像油渣
似的小本子，那是他复印的战友花名
册，一共有 340 人。他一有空就掏出电
话和战友联系。“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
问问他们的生活情况，有困难就帮上一
把。”经过战场生死考验的王明礼，把战
友之间的感情看得比什么都重。

“思南县有那么多战友和退伍军人，
如果把他们都汇聚起来，一定能干出一
番事业！”王明礼认定了这条理。

经过考察调研，王明礼决定发展生
态茶产业，他把创业基地选在了县城西
郊的万家山上。没有资金，王明礼就拿
出全部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 300 多
万元。没有劳力，他就搭帐篷住在山
上，领着战友和村民没日没夜辟荒山、
开新路、种茶苗，平均每天要劳动 10 多
个小时。手磨出泡了，找块创可贴粘
上；伤腿发炎了，就连夜摸到就近的卫
生院打吊针。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王明
礼带着乡亲们硬是把 1000 多亩荒山变
成了茶园。

“不干不行！带领乡亲们创业，我绝

不能半路当逃兵！”说起当年的创业情
形，王明礼对战友们的理解与支持充满
感激。

2008 年，县委、政府开始实施生
态茶产业发展战略，王明礼随即成立了
思南县晨曦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将茶
园面积拓展到了近 4000 亩，并利用科
技 创 新 ， 进 一 步 提 高 了 茶 叶 生 产 的
品质。

通过近 10 年艰苦创业，当年的荒
山、岩岭已变成一幅美丽壮观的“茶海
画卷”。

晨曦茶产业基地的成功，拓宽了
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门路，周边群众
纷纷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了王明礼
的合作社，17 名退伍军人和 300 多名村
民在茶场打工挣钱，第一次在家门口实
现了就业。

为使更多的战友和群众都能过上幸
福安定的日子，王明礼还带着战友吴家
孝等人在思南塘头镇蜂桶槽、穿洞两村
办起了“东升农牧渔林养殖场”，实施肉
鸽养殖和经果林种植，解决了 20 名退伍
军人和 15名残疾人就业。

王明礼出身于农家，了解农村疾
苦 ， 对 家 乡 人 民 充 满 感 情 。 他 常 说 ：

“走到哪里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本!”正
是怀着这样的质朴感情，王明礼不断地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着乡亲们的养育
之恩。

鹦鹉溪镇 黄 家 山 村 女 孩 包 吉 和 男
孩余流流是无人照顾的孤儿，王明礼
知道后，经常前去看望，并每人每月
资助 500 元，供他们继续上学。王明礼
鼓励他们说：“叔叔会一直送你们到大学
毕业！”

在黄家山村驻村期间，见到该村小
学设施简陋，留守儿童生活学习艰苦，
他连夜赶回城里购置了几万元的床铺用
品，并个人出资对校舍进行维修。

王明礼把“共产党员”的称号看得
比什么都重，从 2005年起，他就开始缴
纳“特殊党费”，至今已缴纳“特殊党
费”2.3万元。

英雄无悔 一心为民
——记伤残复员军人、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总工会职工王明礼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王明礼是贵州省思南县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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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礼（中）在给工作人员介绍晏茶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人物小传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闫闫 静静 郎郎 冰冰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邮邮 箱箱 jjrbzggs@jjrbzggs@163163.com.com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每个周日的下午，吴殿华都会到河
北省冀州市职工医院后院的康乐老年公
寓，为住在这里的老人例行检查身体。
70多位老人，他逐一询问一遍：“身体怎
么样？”“精神好不好？”“为群众治病救
人，我希望自己永远在路上！”今年 80
岁的吴殿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吴殿华 14 岁学医，穿了一辈子白大
褂，带着对职业的忠诚和对患者的敬
重，用无悔奉献书写着大爱仁医。

不轻言放弃每位患者

69 岁的庞华章老人是职工医院的保
洁员。去年冬天，他正在楼道里打扫卫
生，心口突然一阵疼痛，一头昏倒在楼
道里。正在门诊值班的吴殿华赶紧为老
庞组织抢救。经检查，老庞的心脏已停
止跳动，吴殿华马上组织人员，气管插
管、上呼吸机。

经过紧张抢救，老庞有了心跳，但
依然没有呼吸，8 个多小时过去了，家属
们觉得没了希望，想拔掉插管把老人抬
回家。倔强的吴殿华把家属们拦住了，

“ 哪 怕 有 一 点 儿 希 望 ， 也 不 能 轻 言 放
弃。”他守在老人身边，经过一天一夜的
治疗，老人终于有了呼吸。如今，老庞
已基本康复，他逢人就说，是吴院长又
给了他一次生命。

“敢担当，不放弃，是对患者最大
的承诺，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吴殿
华说。从医 60 多年来，吴殿华凭着精
湛的医术，实现了一次次突破：上世纪
70 年代,他为病人成功摘除了巨大卵巢
肿瘤；80 年代,他实施的“对称性胸腹
连体儿分离手术”，创下了双婴同时存
活的全国纪录；90 年代,他率领科研团
队开展心脏手术，先后取得 12 项科研

成果等。

视伤病患者如亲人

上世纪 60 年代，吴殿华为救治垂危
患者，捐献出 5 块鲜骨、8 片皮肤，挽救
了患者生命。

1961 年 ， 患 者 孔 秀 玲 因 患 骨 结 核
病，两年多不能下床。“要治愈，唯一的
办法就是施行病灶清除和植骨固定手
术。”时任外科主任的吴殿华得出这一结
论。可取谁的鲜骨呢？吴殿华决定自己
献骨。

那天是 1 月 5 日，吴殿华从自己右
侧 髂 骨 上 取 下 大 小 5 块 鲜 骨 ， 将 其 移
植 到 孔 秀 玲 身 上 ， 手 术 做 得 很 顺 利 ，

他却全然不知自己腿上的鲜血已染红
了 绷 带 ⋯⋯ 孔 秀 玲 康 复 出 院 时 激 动 地
说：“俺和吴大夫是‘骨肉亲’，他是
俺的大恩人！”

同样让人敬佩的，还有吴殿华为救
病 人 割 下 自 己 8 片 皮 肤 的 义 举 。 那 是
1960 年 ， 农 民 刘 孟 恋 不 幸 失 去 右 手 ，
半截胳膊的皮肤也掉了。在当时的医
疗设备和水平下，治疗这样的重伤危
险性很大。为保住刘孟恋的胳膊，吴
殿 华 用 刀 子 割 下 自 己 大 腿 的 8 片 皮
肤，移植给他。

“只要病人需要,医生都应该冲锋在
前,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心里装着病
人,当病人叙述病情时,他总是细心倾听,

不厌其烦；深夜查房,他不让鞋底发出声
响；冬天诊病,他先暖温听诊器才进行检
查；病人出院时,他总要设计一套保健方
案,巩固疗效⋯⋯

危机时刻冲在前

曾参 加 过 唐 山 大 地 震 救 援 的 吴 殿
华数次奔赴灾区一线，在条件极其恶
劣的情况下，冲锋在前。从汶川到玉
树，从内蒙古到雅安，从涞源到鲁甸
⋯⋯ 哪 里 有 灾 难 ， 哪 里 就 有 吴 殿 华 的
身影。每当灾难来临，吴殿华总是第
一时间组织医疗小分队，在最短时间
内投入到抢险救灾中，受到灾区政府
和群众的称赞。

“如果你是一名医生，如果你去过灾
区，伤病员的眼神让你揪心，知道哪里
有了灾难，如果不去，会是一种煎熬。”
吴殿华说，有一种力量催他动身。2010
年青海玉树发生地震时，75 岁高龄的吴
殿华不顾高原反应奔赴灾区，在救治伤
员时，他大腿不慎划伤，为不影响抢救
伤病员，吴殿华一瘸一拐串帐篷，由于
大腿部不能弯曲，他不得不跪在地上为
伤员诊治。

在灾区，吴殿华忘记了自己是一位
行动不便的老人，哪里危险，哪里任务
重，他就要求去哪里。因为他知道，自
己有经验，身上有责任，要多待一天，
多做一点，多救一名伤员。“现在我的医
疗队伍又扩大了，有几个志愿者要求加
入，准备的药品及医疗器械也更丰富，
只要有灾情，我们就可以马上出发。”吴
殿华总是不忘介绍他的救灾小分队。

“只要我活着，就会一直干下去。”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吴殿华，在他选择
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着。

全国劳动模范、河北冀州市职工医院吴殿华：

永远在治病救人的路上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杰安

林双凤家里高高地悬挂
着一张“全家福”照片，夫
妻俩被孩子们环绕在中央，
一家人喜气洋洋，脸上挂满
了笑容⋯⋯为了这张“全家
福”，这个家庭历尽艰难与
坎坷，用真情和亲情，树起
了时代新“家风”。

林双凤是黑龙江伊春市
带岭林业局明月林场职工刘
天成的再婚妻子。在三胞胎
儿子 6 岁时，刘天成前妻离
开了人世，家庭的重担落在
刘天成的肩上。

1991 年 9 月 经 人 撮
合，林双凤认识了刘天成。
她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从
巴彦老家来到刘天成的家，
勇敢地挑起了这个家庭的重
担。每天凌晨 4 时，她就起
来做饭，白天上山苦干一
天，下班回来还要给孩子洗
洗涮涮操持家务。第一个月
发的工资，她用来给孩子们
购买学习用品。

那时，别人家 3 口人，
她们家 5 口人，林双凤每两
个月便要回巴彦娘家背一次
粮。每到吃饭的时候，林双
凤也总是等到丈夫和孩子们
吃完了再吃。

为改善伙食，林双凤想
方设法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开
了块地，喂上了小鸡大鹅，养起了猪。家庭副业使家
庭生活得到改善，小家庭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过了，一
些好心人便劝林双凤说：“该考虑要个自己的孩子
了，别人的再好，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林双凤却
说：“以勤持家、以诚待人、以德行善，人生的道路
就是宽广的，这３个孩子就是我的终生依靠。”

2001 年，三兄弟光荣地应征入伍。就在孩子穿
上军装的第一天，她带着孩子们来到了生母坟前，语
重心长地说：“你们长大成人了，一定要在部队干出
个样来，这样你们生母的在天之灵才会得到慰藉。”
３个孩子没有让林双凤失望，当兵的第二年便都入了
党，还转为士官。现在，３个孩子都已转业，老大在
森林扑火大队；老二在明月林场，是生产业务上的骨
干；老三被哈尔滨一大型企业招入，成为优秀员工。

家庭负担减轻了，林双凤又开始为３个孩子的婚
事谋划。这时正是林场平贝种植的关键时节，林双凤
就 主 动 与 林 场 领 导 沟 通 ， 争 取 到 了 一 块 种 植 地 。
2001 年她购种 300 斤，种了３分多地，2002 年扩种
近 1 亩，2003 年赶上平贝价格猛涨，林双凤一家成
了远近闻名的平贝种植专业户。

孩子们结婚时，林双凤夫妇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
为孩子们操办，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多苦多累都
不能委屈孩子。她靠种平贝积攒的钱和孩子们转业的
费用，相继为３个孩子在区内购置了楼房，办完了婚
事。

说起母亲林双凤的恩德，３个孩子至今还会泪光
闪闪，３个儿媳妇每次见到她，也要拥抱一下这位善
良慈祥的好婆婆。

林双凤用“有形”的家规带动“无形”的家风。
她每月会不定期地召开家庭会议，在会议上，每位家
庭成员都要把生活中的矛盾摊开，再把事情说开，最
终得以释怀。良好的家风让这个大家庭其乐融融。

林双凤家庭延续的不仅是良好的家风，更流淌出
崇德向善的正能量。他们被评为黑龙江省“和谐好家
庭”、林双凤也被评为伊春市第七届“感动伊春十佳
人物”提名，夫妻俩的事迹还被编成了歌曲，唱遍了
带岭地区。

黑龙江伊春市明月林场林双凤

：

诠释母爱的真谛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宁干乡黎明村明屯位于广西天等县大山深处，这

里与外界连接的通道是一条砂石屯级公路。现年 57

岁的梁正文是黎明村明屯教学点唯一的教师，自从

2009 年调到这里，他每天骑着摩托车翻山过坳从家里

到这个教学点上课。

图为梁正文在学校食堂给学生分发午餐。他每天

来学校的路上都要采购当天学生午餐需要的肉、蔬菜

等食材并为学生做午饭。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山村教师的骑行路

吴殿华在云南鲁甸灾区救治伤员。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