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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起伏的群山一座挨着一座，漫
山遍野的刺槐、杨树在这里构筑了一片
绿色的海洋。这里是位于甘肃灵台县西
部的珍珠山林场，群山深处的黑庄湾林
区是护林员李晓文的“地盘”。

黑庄湾林区草木葱绿，山雀野鸡在
林间穿梭。护林员李晓文一天的工作就
是在这样寂静的只有鸟语花香的环境中
进行的。一杯浓茶、几片干粮，是他出
山一天的伙食，一把铁锹，是伴随他穿
行密林的伙伴。他每天都要沿着那熟悉
的山峁巡视一趟，护林、防火、防盗，
而这样的工作，他已干了整整 35 年。

58 岁的李晓文，从参加工作起便与
这片林地深深结缘，他守护着它们，一晃
就是 35 年。6 年前，他被场里调到距离场
区十多里的黑庄湾站点工作，自此，他独
自一人成了黑庄湾这片林区的“主人”。

“来客人了，看来今儿有人陪我说话
聊天了呀！”这是李晓文与记者见面说的
第一句话。久居大山，李晓文给人的第
一感觉是沉稳而又干练。简单的准备之
后，他便带上一天的干粮和水，带上我
们，开始了他每日的必修课——巡山。
随 身 的 一 把 铁 锹 ， 是 他 出 山 行 走 的 拐
杖，随手防身的“武器”，更是他整理树
枝、铲除杂草的工具。

行走在熟悉的林间小路上，李晓文
畅 快 地 伸 着 懒 腰 ， 眼 睛 却 紧 盯 着 视 野
内 的 每 一 个 山 头 ， 敏 锐 地 搜 寻 着 易 生

隐 患 的 每 一 处 角 落 。 对 于 这 片 林 地 ，
哪 一 块 长 什 么 树 种 、 哪 一 片 的 树 长 多
高 ， 他 都 了 如 指 掌 ， 林 地 的 任 何 异 样
都 逃 不 过 他 的 眼 睛 。 哪 棵 树 上 又 多 了
几 个 干 枝 ， 哪 棵 树 的 树 干 上 缠 上 了 草
藤 ， 他 都 要 边 走 边 一 一 处 理 。 他 告 诉
记 者 ， 黑 庄 湾 林 区 这 些 日 日 夜 夜 陪 伴
他 的 一 草 一 木 ， 已 不 仅 仅 是 草 木 ， 而
是 具 有 灵 性 的 伙 伴 ， 对 伙 伴 们 的 照
顾，他历来是尽心尽力的。

临到中午，李晓文选择了一处视野
好的地方短暂休息，拿出随身携带的干
粮和水壶，午饭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
谈起自己的工作，李晓文坦言，辛苦受
累都不算什么，他喜欢山、喜欢树，看
着这满山的绿色就觉得心情畅快，在这
里工作，最大的苦恼就是孤独。“今天
是我巡山最热闹的一天，一路上有你们
陪我说话，平常都是我一个人，和我做
伴的只有树木和鸟雀。”李晓文打趣地

说：“树木不说话，麻雀的话咱也听不
懂，要不是你们来，我都好长时间没跟
人聊过天了。”

稍作休息之后，李晓文再次踏上了
巡山之路。巡山依然是穿行和攀越，看
起来单调而重复。李晓文说，这样的路
他每天要走 40 多里，在林地行走，他一
年要穿坏八九双鞋，每年在林海中完成
一个“万里长征”。雨雪天就用铁锹开
路，夏季草长高了就用镰刀开道，但无
论怎样都要保证自己巡山的道路畅通，
保证巡山防火不留死角。

珍珠山的草木又度过了风平浪静的
一天。下午 6 点左右，李晓文带着倦意
回到了黑庄湾站点。等一系列琐碎事情
收拾停当之后，生火、做饭，他打算用
一碗面条安顿劳累了一天的自己。

在他卧室墙上挂着一把二胡，是他
唯一的娱乐设备；桌上放着的一台收音
机，是他唯一能听见外面声音的伴侣；

院子里一副用铁管和木桩自制的单杠，
是他唯一的运动设备⋯⋯

对于工作的艰辛，李晓文不愿意过
多 诉 说 ， 但 我 们 了 解 到 ， 由 于 地 处 深
山，在这里工作生活，最困难的还是用
水问题，李晓文每隔几天都要骑着摩托
车去几十里外的珍珠山林场场部取水，
而遇上雨雪天气路滑难行时，他就得用
自制的一辆取水车取水。

珍珠山林场副场长史伍学说，像李
晓 文 这 样 的 工 作 人 员 在 整 个 场 区 有 39
个，而在林场自收自支的机制下，他们
的工资相当微薄，但都能无怨无悔地常
年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工人们多年
的精心呵护和改造下，总面积 10.6 万亩
的 珍 珠 山 林 场 几 十 年 来 从 未发生过火
灾，且能岁岁添绿。

夜幕降临，林区的夜晚比白天更加
寂静，用李晓文的话说，打个喷嚏都能
听到大山的回声。

35年，只为守护那一片绿色
——甘肃省灵台县珍珠山林场护林员李晓文的一天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郭海凤

7 分钟内 3 次跳入黄河救出 3 人，黄河水利职
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邢二朋“火”了。事发至今已两
年有余，邢二朋的事迹仍一直被传颂。“邢二朋”
三字，已被列为“百度百科”条目，网上搜索出的
词条达 16万多个。

朴素的黑色外套，修剪整齐的短发，再次见到
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邢二朋，他依然乐观、积极、
向上。当大家称他为英雄时，邢二朋则谦虚地说：

“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有人落水，生命垂危，换
谁都会跳下去的。”

2013 年 5 月，邢二朋跳进黄河救出 3 人的事迹
在当地传开。可救人后的第四天，蜂拥而至的媒体
却差一点儿扑了个空。“我只是做了问心无愧的选
择，不值得这样宣传。”面对不停闪烁的镁光灯，
邢二朋坦言。

在邢二朋看来，自己只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
候尽自己所能伸出了援手，并没有作出太大的贡
献，也担不起“英雄”的名号。那时，还没人知
道，这个河南小伙子口中轻描淡写的“问心无愧的
选择”、“尽自己所能伸出了援手”的背后，是怎样
的“险境”。

自古就有“黄河水中不游泳”的说法，黄河河
面下暗流涌动，一不小心就会被冲入漩涡，几乎没
有自救的可能。但是，当听到“救命”的呼喊时，
正和同学在黄河柳园口游玩的邢二朋还是毫不犹豫
地跃入了河中。在水中挣扎的 3 人中有个小男孩，
邢二朋没多想，尽全力游到男孩身边，一下子夹住
了小男孩的腰部，向岸边游去。可还没游多远，两
人就被拖进了黄河的漩涡。

“当时用再大力气都游不出去。”邢二朋怕了，这
个 90 后大男孩一度想到了死亡，“自己就像黄河水
里的一颗沙粒，只能随波逐流，估计要‘交代’在这里
了。”幸运的是，邢二朋再一次的尝试终于冲破了漩
涡。摸到了河下礁石的他顺势借力将小男孩带到了
岸边。“已经呛了好几口水、嘴里全是沙子”的邢二朋
又回到河里救人，只因“容不得我休息”。

几乎又是同样的过程，救出第三个人时，邢二
朋已累到“浑身麻木。”上了岸，看着 3 个人脱离
了危险，邢二朋叫上同学，悄悄离开了河滩。

回到学校的邢二朋没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匆
匆换下沾满泥巴的衣服后，这个梦想着成为一名建
筑工程师的男孩就走进了晚上的课堂。

义举被报道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了
表彰大会，授予邢二朋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称号，并
为他颁发 1 万元见义勇为奖金，为他减免 3 年的学
费。大会上，邢二朋当场决定把 1 万元奖金捐赠给
两名艰难求学的贫困学生。

实际上，邢二朋家庭拮据。“父亲在我 9 岁时
就过世了，母亲在工地上打工才养活了我和哥
哥。”邢二朋有着超过同龄人的成熟。从初二起，
他每年假期都去工地干重活来赚取学费。每天，
他得用没戴手套的双手去搬重达 30 斤的砌块，砌
块的缝隙会夹手，经验不足的邢二朋几乎每天双
手都会被夹出血泡。但为了多挣 10 块钱，他一个
人就要拉几十块填塞砖，一天下来，脚掌也被磨
出了血泡。

上高中后，渴望自立的邢二朋就再也没要过妈
妈的钱，靠自己假期在工地上搬砖、运水泥，邢二
朋交了学费，养活自己。救人后的那个暑假，他又
去了工地干活挣学费。“去工地干活还可以磨练我
的意志，我是穷人家的孩子，这意志不能丢。”“我
感谢生活中的所有磨难，正是因为如此，现在的我
才会更坚强、更努力。”

提及英雄情结，邢二朋说：“我 8 岁的时候，
爸爸下水救人的事情深深地影响着我，如果非要问
我当时哪来的勇气，也许就是从这来的吧。”

曾经目睹父亲跳入深塘救人的经历，让他从小
刻骨铭心。他说，如果没有这么多年各种经历的磨
练，恐怕就不会有当时救人的邢二朋，“这对我来
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经历，才有了我今天的成长。”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惠贞认为，
邢二朋代表了当代 90 后大学生中最为美好的“正
能量”。邢二朋所在学校成立了“邢二朋志愿服务
队”，关心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在山区义务做大
学生村官助理⋯⋯“邢二朋志愿服务队”如今已初
具规模，影响渐大。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邢二朋：

激流中勇救三人
本报记者 夏先清

7 月 13 日 ，湖 南 长 沙 气 温 飙 升 至
40℃，烈日当头，路上行人纷纷加快脚步，
赶往阴凉处避暑。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骨科住院病房里，高温丝毫没有影响周美
玲与好朋友吴露涵视频聊天的好心情。

车轮下救人受重伤

听着孩子们银铃般悦耳的欢笑声，
妈妈胡金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慈爱地
抚摸着女儿周美玲的额头，“入院 52 天
了，久违的笑容终于回来了。”胡金华
告诉记者，在湘雅医院，年仅 12 岁的周
美玲经历了两次清创手术、两次皮瓣移
植手术和一次植皮手术，连续 5 次手术
难以忍受的疼痛，让小不点周美玲的情
绪 变 得 低 落 。“ 她 是 个 特 别 怕 疼 的 孩
子，每次听说要做手术，就会一个人默
默流泪。”胡金华说。

然而这个怕疼的小女孩，前不久却
从大货车轮下奋不顾身地救了同村的 3
岁小男孩，左腿被撕掉一大块肉，皮
肤、肌肉、肌腱等多处严重受伤。

周美玲是雷锋家乡湖南长沙市望城
区茶亭镇西华中心小学的六年级学生。5
月 22 日，星期五，在学校寄宿的小美玲
兴高采烈地回到茶亭镇戴公桥村，与妈
妈在邻居家吃完晚饭后，一起散步回
家。这是一条村级公路，与电厂大道交
汇，路两旁有不少村民在聊天。突然，3
岁的小男孩周运龙从人群中冲出来，想
穿过电厂大道回家。就在小男孩快跑到
路中心时，一辆 8 轮渣土车从电厂大道
由西往东疾驰过来，小男孩不知危险，
聊天的大人们也没有留意到。危险的一
幕被周美玲发现了，她毫不犹豫地冲向
小男孩，奋力将小男孩往回拉，但由于
她年龄小力气不够大，拉回小男孩一小
段距离后，两人摔倒在一起，小男孩压
在了她的身上。周美玲用力将小男孩推
到路边躲过了危险，自己却没来得及爬
起来，被紧急刹车惯性向前的渣土车撞
伤，并拖行一两米远，周美玲的左腿血
肉模糊，骨头都裸露出来。

“我刚回头就看见美玲躺在路上了，
当时整个人蒙了。”胡金华回想起当时的
情景还是心有余悸，“从事发到救护车开
进湘雅医院的几个小时里，美玲始终是
清醒的，但没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表
情，她左腿伤得很严重，湘雅医院的医
生诊断，左小腿可能要截肢。当时我感
觉天都快塌下来了。”

抢救进行了 5 个小时，美玲被送往
重症监护室。“创面比较大，需要从背
部、右腿等多个地方取皮瓣，进行移植
修复，手术将多次进行。”拿着专家们会
诊的结果和治疗方案，胡金华顿时泪流
如注，这意味着小美玲的左腿保住了，
但接下来还有复杂的治疗在等着她。

“皮瓣移植，是小美玲整个住院手术
治疗中最关键的部分。”湘雅医院的骨科
医生介绍，周美玲的左腿创面大，其中足
跟、踝关节和跟腱裸露，已经没有皮肤和
肌肉，必须通过皮瓣移植来修复。6 月 8
日下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手显微外科主
任唐举玉教授主刀，为周美玲实施了最为
关键的足跟和踝关节皮瓣移植手术。

“别看美玲这孩子平时性格像个男孩
子，其实她很爱美的。”胡金华和记者说起
了手术前的一个小细节：手术前，小美玲
写了张纸条托妈妈转交给医生：“我今后
还能不能和别的同学一样走路，和别的女
孩一样穿漂亮的裙子？”收到美玲的小纸

条，手术当天上午，湘雅医院党委书记肖
平、院长孙虹特地来到美玲的病床前为她
加油。“美玲，你是个优秀又勇敢的孩子。
我们非常敬佩你临危不惧的品质和舍己
救人的精神。我们会让你得到最好的治
疗，让你重新站起来，和别的女孩子一样
穿漂亮的花裙子。”肖平笑着说。

在大家的鼓励下，小美玲微笑着进入
手术室。经过 6 个小时的手术，小美玲被
推出手术室。“手术很顺利，很成功！”得到
唐举玉教授的回答，胡金华和丈夫周炬那
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才稍稍放了下来。

“每次手术后，她就会疼得直掉眼泪，
整晚无法入睡。”胡金华说：“事发后，渣土
车司机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提出
垫付治疗费用；小运龙和他的爸爸妈妈经
常来医院探望，每次小运龙一进门就会奶
声奶气地问，‘姐姐，腿还痛不痛？’”

正能量传遍雷锋家乡

周美玲舍己救人的事迹在社会上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无数网友为小美玲点
赞，夸她是“雷锋家乡的小雷锋”，并且纷
纷伸出援助之手。湘雅医院的医生们主
动请缨，在医院的统一组织安排下，组成
志愿者小分队，全天 24 小时轮流照顾小
美玲；共青团望城区委联系长沙市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账户设立“周美玲同学见义勇
为爱心基金”，筹集的爱心基金用于小美
玲的手术费和后期恢复⋯⋯

沐浴着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小美玲咬
着牙闯过一个个难关，胡金华欣喜地告诉
记者，在医院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美玲
的左腿恢复得很好，虽然仍绑着厚厚的绷
带，但伤口的拆线基本上完成，很快就转
到康复科进行康复训练。

伤情的好转让小美玲的精神状态也
越来越好，病房里，美玲和记者开始了一
段轻松的对话。

记者问：“那天救人，你怎么跑那么
快？前后才几秒的时间。”美玲说：“我也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力量，就是本能反
应。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救他！”

美玲受伤的腿还很疼，但她对救人的
事毫不后悔：“痛，我可以忍，我救了小朋

友一条命，只伤了一条腿，值得！我喜欢
一句歌词——‘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
到达每一个地方’，我可是很勇敢的哦！”

对 于 无 数 网 友 的 点 赞 ， 小 美 玲 则
说：“作为雷锋家乡人，我们更应该继承
他乐于助人、舍己救人的精神，学雷
锋，当雷锋。”而她出院后，最想回到学
校和同学们补拍毕业照。

从湘雅医院出来，记者顶着烈日来到
小美玲家中，见到了小美玲“最想念的老
师和同学们”。好朋友吴露涵十分挂念
她，中午还和小美玲微信视频询问病情，
她说：“美玲平时就很乐于助人，只要别人
有困难，她都会主动去帮助，不管认识不
认识。她真的很勇敢，我为有这样的好朋
友感到骄傲，要是我碰到这种情况，也要
向她学习，勇敢地站出来。”

班主任左利辉说：“美玲的英雄举动
不是偶然的。就在她救人的 3 天前，她
被学校申报为茶亭镇‘学雷锋标兵’。美
玲家庭条件不好，一家人挤在两间很小
的平房住着，但她从没申请过助学金，
把有限的指标让给其他困难学生。她对

同学也很热心，班上有同学成绩不好，
她会主动要求利用课余时间帮同学补
课，集体劳动时，脏活累活她都抢着
干。”

老师和同学们述说的点滴小事，还
原了一个当代“小雷锋”的周美玲：热
情热心、乐于助人、舍己救人。

望城区委书记李蔚说：“像周美玲这
样的‘小雷锋’在雷锋家乡的出现绝非偶
然，是长沙这样一片道德的热土培育出来
一批又一批雷锋，多年来，我们坚持以雷
锋精神兴区育人，望城大地呈现‘出了雷
锋学雷锋，学了雷锋当雷锋’的可喜局
面。当前，我们正号召全区上下向周美玲
学习，主动投身到帮助他人、奉献社会、建
设望城的实践中来，把‘雷锋家乡学雷锋’
的光荣传统传承下去。”

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说：“美丽长沙，美德先行。这些年来，长
沙坚持‘雷锋家乡学雷锋’，形成了‘德耀
星城、爱满长沙’的良好局面，我们正以涌
现出来的一个又一个雷锋为榜样，全力打
造雷锋家乡道德高地！”

周美玲，雷锋家乡的“小雷锋”
本报记者 刘 麟

图①图① 同学们到医院探望周美玲同学们到医院探望周美玲。。图②图② 周美玲在病床上阅读励志书籍周美玲在病床上阅读励志书籍。。 图③图③ 周美玲家中的墙壁上挂满她的奖状周美玲家中的墙壁上挂满她的奖状。。（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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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岁小女孩周美玲车轮下勇救 3 岁

男童的故事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周美玲

冲向大货车救出小男孩那一瞬间的勇气

和智慧，是她人性真善美的迸发，是她

平时所受雷锋精神教育的积累，也是她

乐于助人好习惯的体现。周美玲是雷锋

故乡人，在父母眼中，她是一个乖孩

子；在老师眼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在

同学眼里，她是一个好伙伴。她品学兼

优、热爱集体，经常主动帮助同学，一

言一行都体现出助人为乐的品质；危急

关头，她更是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

人。周美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忍受着

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可是她并不后

悔，因为她习惯于用自己的小手去温暖

他人。

小美玲这种无畏救人的事迹，再次

诠释了雷锋精神的真谛。她的英勇行为

弘扬了人性的真善美，唤醒了不少沉睡

的心灵，启发了许多正在徘徊的人们

“舍己救人，忘我存在”，把做好事作为

习惯。

其实，雷锋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身

边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好人好事。

有的或许是细微的小事，可他们的一言

一行温暖着别人的心房。心中有爱，关

爱他人，帮助别人，我们都能做得到。

我们不仅要学习小英雄周美玲的事迹，

更要将学习口号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

将爱心传递，追寻真善美。

用小手托起大爱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