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8 日，农历七月十五，是传统上
祭祀先人的中元节。大别山深处的湖北
省蕲春县狮子镇郝子堡村山坡上，一座刚
长出青草的新坟前，肃立着一位青年。他
叫汪品超，新坟里长眠的是他的父亲、蕲
春四中语文教师汪金权。两个月前的 6
月 14 日，52 岁的汪金权因鼻咽癌恶化，不
幸离世。

“汪金权老师因病逝世，我半夜闻此
噩耗，万分悲痛⋯⋯汪金权老师离开了
我们，但他的风范长存。”湖北省委书记
李鸿忠连夜撰写了纪念文章 《大别山师
魂永存》。

凤凰飞回穷山窝

俗话说，穷山窝飞出金凤凰。青春年
少时的汪金权，就是贫困、闭塞的郝子堡
山里飞出的“金凤凰”。

1983 年，20 岁的汪金权参加高考，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汉
语言文学专业。汪金权的“金榜题名”，轰
动了蕲北山区。

5 年之后，汪金权再次轰动了蕲北山
区。这次，是因为好不容易飞出去的“金
凤凰”，又飞回了穷山窝。

黄冈中学，一所誉满全国的湖北省重
点中学，是汪金权 1987 年大学毕业后执
教的地方。能进入黄冈中学执教，该是多
么不容易啊！汪金权回家探亲时去母校
看望老师，得知这里教师奇缺，他陷入了
沉思：他 9 岁时父亲去世，家里经济很困
难，是乡亲们凑钱给他读书。现在，山里
的孩子没人教，应该回来帮助他们。

于是，1988 年，汪金权从条件优越、
人人羡慕的省重点名校，调回深山里设施
简陋的蕲春四中。他说：“山旮旯里的孩
子更需要我。”

蕲春四中地处深山里的张塝镇，距县
城上百里，是全县最偏远的一所高中。汪
金权甘心在此执教，一干就是 28 年，直到
生命的终点。

燃尽心血为育人

蕲春属于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县，蕲
北山区更是贫困县里的贫困区。回到家
乡的汪金权，将全部的心都交给了山里的
孩子们。

在蕲春四中，人人皆知汪金权古道热
肠。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无论是不是他
教的学生，只要向他求助，他都有求必
应。有一次，邻班学生王飞飞因母亲生病

住院，没钱吃饭，鼓起勇气向汪金权老师
借钱。汪老师二话不说，当场掏出 200
元。此后每个月，不用王飞飞开口，汪老
师都提前送钱给他。

不少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交不起学杂
费，常常因此放弃学业。每个新学期开
学，班里都会有学生不来报到。每逢此
时，汪金权都要挨家挨户上门，苦口婆心
地劝家长：“让伢去读书吧，学费我垫。”

汪金权并不富裕，他有年近 80 岁的
老母需要赡养，妻子患有精神病，小儿子
先天智障。他在镇上买不起房子，就把一
家人安置在村里土坯老屋，自己租住学校
的宿舍。为省钱，他不抽烟，不喝酒，常年
穿一双旧球鞋。他从家里拿来柴米油盐，
每天自己生煤炉做饭，从不去学校食堂花
钱吃饭。

汪金权兜里很少能有余钱，为学生支
付的学费只能先欠着，每月由会计从他微
薄的工资里扣。有时垫得太多，甚至一直
要扣到年底才能还清。年年教学生，年年
垫学费，28年来，一共垫了多少钱，学生还
没还，他从不在意。

蕲春四中青年教师汪红奎就曾是他
资助过的一位贫困生。2001 年，汪红奎
考上大学，由于家境贫寒，没钱去报到。
汪金权得知后，立即慷慨解囊。读大学本
科 4 年间，汪红奎全部学费、生活费都是
汪金权资助的。在汪金权的支持下，汪红
奎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读研究生 3 年，学
费 2万元、生活费每月 600元，都是汪金权

资助的。为报答师恩，2010 年，汪红奎从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到蕲春四
中，和恩师一起在贫困深山里教书育人。

汪金权还把一些贫困学生安排在自
己的宿舍里住。他简陋的小宿舍里，挤着
4 张上下铺，长年住着 8 名贫困生。多年
来，汪金权就这样与学生同吃同住，把自
己的全部空间和时间，都毫无保留地奉献
给穷山里的孩子们。

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蕲春四中每年
高考很少有学生能考上大学。在汪金权
的言传身教下，学校学风越来越好，学生
成绩越来越好。28年来，仅汪金权教的学
生，就有 1000 多人考上了大学，20 多名
学生在国家和省级作文竞赛中获奖。

数以千计的贫困学生在汪金权的呵
护下成才立业，蕲北山区数以千计的贫困
家庭的命运也得以改变。而汪金权二十
八九岁时两鬓全白，40 岁上下就已银丝
满头。

师魂永驻大别山

汪金权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2004
年以来，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全国劳动模范。

汪金权出名了！社会各界纷纷给他
寄来慰问金，他将每笔钱都用信封装好，
写清楚日期，一分不差地交给学校。他
说：“大家捐款是希望这些钱都用到实处，
这钱不属于我个人。”后来，学校用这些慰

问金设立了金权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山
区的贫困师生。

成名后的汪金权老师一如既往地在
大山里教书育人。他在学校里牵头创办
了“金权励志班”，他多想帮助更多的贫困
山里娃成才啊！然而，命运却对他如此不
公！2012 年 2 月 19 日，长期咳血而没时
间去体检的汪金权，被省人民医院确诊为
鼻咽癌晚期。经过积极治疗，2013 年，汪
金权的病情有所好转，医生嘱咐他千万在
家安心休养，他却坚持给学生上课。这一
年，第一届“金权励志班”学生毕业，61 人
全部超过本科录取线，创下了蕲春县普通
高中高考的奇迹。

今年 4 月，汪金权病情恶化，转入
武汉同济医院治疗。社会各界纷纷为他
捐款治病，他却将爱心款全部捐给了贫
困家乡。

6 月 13 日，汪金权生命进入最后阶
段。弥留之际，他叮嘱学生汪红奎：“我快
不行了。老师清白一生，金权基金会后续
的账目，你一定要代为保管好！”素不相识
的浠水县山区小学贫困教师周顺来，带着
受汪金权老师资助出版的《长江朗读》样
书赶到病榻前时，汪金权已睁不开双眼。
学生田涯、汪红奎护送已陷入昏迷的汪金
权，回到郝子堡老家。

“也许我的肉体只能蜗居在大别山的
一隅，但我的灵魂会跟随我的学生走向
四方；我是荒原上的一根电线杆，也许
只能永远矗立在那儿，但我能把希望和
光明送向远方；我可能永远是一座桥，
能让学生踏着我的身躯走向希望的彼
岸，我就心满意足了。”在日记里，汪金
权曾这样写道。

汪金权走了，长眠在生养他的老屋
边。年迈的老母、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儿，
都让他放心不下，牵挂不尽。他要永远守
着他们。

汪金权走了，在省城供职的大儿子汪
品超，辞去工作回到家乡，接过父亲手中
的教鞭，继续父亲未竟的事业。

斯人已逝，师魂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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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别 山 里 不 朽 的 师 魂
——追记湖北省蕲春县全国优秀教师汪金权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在我国大娄山脉和武陵山脉交错地
带，有个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沿河土
家族自治县。乌江由南至北将沿河县分割
为西北、东南两大部分，境内群峰林立，有
山峰 8815 座，在这里，土家族儿女沿河而
居。

“沿河人虽然代代贫穷，但沿河的生态
财富是祖祖辈辈用贫困换来的，我就是冲
着沿河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来投资生态
农业发展的，我要用我的生物科技让沿河
65 万贫困人口实现沿江超沿海梦想。”贵
州沿河乌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新建说。

冯新建 1955 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市。
他经营过福利厂，从事过非金属出口行业，
开发管理过矿山。2012 年，沿河县招商引
资，吸引他前来创新创业。

“在一棵树上长出金条”

6 月中旬，记者来到沿河县中界乡。
一排排错落有致、别具风格的土家特色民
居，把乡村映衬得格外高雅和幽静，一条条
纵横交错的硬化步道将户与户、村庄与田
野连接起来。更养眼的，是从孙家村至中
界村连片打造的铁皮石斛、白及、青钱柳茶
树万米长廊产业基地。

“不是种在土地上，也不是种在营养液
里，而是把铁皮石斛幼苗种在树上，这项技
术被称为‘铁皮石斛野生放养’。”沿河土家
族自治县宣传部部长文波介绍说。

2013 年，乌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着力推进铁皮石斛主导产业发展，已建
成配套铁皮石斛、白及组培工厂 1 座，育
苗 200 万瓶，可供移栽驯化 2000 亩；大
棚种植 200亩、上树 1000亩。“我办公司
就是要秉承科技、创新和发展的科学理
念，依托沿河县丰富的生态资源和产业政
策，引进科研单位、院校的技术成果，对
濒危、名贵的药用植物进行人工组织培养
育苗和仿野生栽培，在创造高收益的同

时，让当地群众从事高效林业、高效农业
的生产。”冯新建说。

在村里的树干上、林地里，用草绳一株
株“绑”到树上的铁皮石斛驯化苗，依靠吸
收空气中的水分与养分，经过一段时间后，
就会伸展出很多根系攀附在树的表面，使
得铁皮石斛牢牢地挂在树上。村民们说，
待到春天，空心李、白及和金黄色的铁皮石
斛花一起绽放，阳光一照，通体明媚，“满树
尽是黄金甲”的美景让人陶醉。

这就是冯新建“在一棵树上长出金条”
理念的释放，他说，“铁皮石斛被称为‘仙
草’，它不仅药用价值高，观赏性也好。这
种植物喜阴，种在树下既不与农业争农田，
也不与林业争林地；既保护了生态效益，又
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一种植方式在
沿河潜力很大”。冯新建将企业建成了一
家集药用植物种苗培育、种植、加工及销
售、现代化农业科研成果推广等为一体的
综合性企业。

据了解，中界乡利用灌木林在树干上
成功种植 300 多亩仿野生铁皮石斛。沿河

县五年拟规划建设以铁皮石斛、白及、青钱
柳茶树为主的 10 万亩中药材基地，着力打
造乌江生物制药产业走廊。

冯新建给记者大概算了一个账：沿河
要是发展到 10 万亩铁皮石斛、白及、青钱
柳茶树，丰产期每亩的经济效益就可达 3
万元，农民收入会成倍增长。

沿河县副县长冉然介绍说，“铁皮石
斛、白及和青钱柳都是珍贵的中药品种，从
国内外发展现状、临床应用效果、发展产业
的优势等方面来看，种植潜力巨大，市场前
景广阔，是带动沿河农民增收的好项目”。

在产业推动上勇于担当

冯新建以科技为引领，以健康产业为
核心，把养生保健与休闲娱乐巧妙地融为
一体，把大健康产业梦想安顿在沿河。将
白及栽种在山坡林地和果树林下，充分利
用林业资源复合经营，提高了白及的质
量，促进了林业的发展。而青钱柳茶树作
为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首选树种，实现
了退耕不退收，高效植树造林，打响了沿

河品牌。
白及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咳血、吐

血、疮疡肿毒、皮肤皲裂、口腔枯膜病等
病症，由于过度采挖，野生白及资源已濒
临灭绝。据估算，目前全国自然与人工种
植面积已不足 1 万亩，而需求量不低于
30万亩。

去年，当冯新建团队带着白及繁育成
功的 PPT 在贵州省科技厅作科技项目申
报评审时，在场专家都不相信自己的眼
睛。汇报后的第三天，贵州省科技厅会同
扶贫办、农科院组织专家赴沿河现场调研，
长势良好的白及苗“让专家组十分震惊”。

2014 年 12 月，《白及组织培养》研究
课题通过科技成果评审，该成果可以使白
及组织培养顺利进入工厂化生产，各项技
术走在全国前列。按照冯新建的测算，现
在全国只有 1 万亩白及，药厂需求饱和点
大约在 30 万亩，价格也持续走高，2008 年
价格为每公斤 30 元，现在每公斤为 600
元，“而且植株不易生病，可采用粗放式管
理，非常适合本地山区林地种植”。

为推广这些项目，形成规模效应，冯新
建准备发动沿河适宜乡镇种植，模式是百
姓从公司购种苗，公司无偿提供技术支
持。但百姓都不想自己种，只想把林地流
转给他，帮他打工挣每天 90 元的务工费。

“这里的村民很质朴，是打工思维，没有产
业思维。”冯新建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冯新建认为企
业家在产业推动上要有职责担当，“老百姓
想赢怕输，企业家就该站得更靠前，不仅要
示范着做，更要牵着百姓的手去做。”他首
先帮助返乡创业的村干部创办农民专业合
作社，林地和劳务入股，确保市场回收等，
让百姓放心干。

目前，冯新建在沿河县引导农民专业
合作社种植白及、铁皮石斛、青钱柳茶树
2000 亩，带动三个乡、四个专业合作社发
展大健康产业。

冯新建的大健康产业梦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陶叶廷今年 37 岁，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百矿集团公司工会干事。她 15 年如一日照顾患病
丈夫，鼓励他与病魔斗争，创造了让高位截瘫病人重
新站立的生命奇迹。

她的丈夫冯乃立现为广西百色边防支队平孟边
防派出所警官，曾是一名在国境线上让跨国贩毒、贩
枪分子闻风丧胆的骁勇卫士。1996 年，冯乃立在执
行公务时，不幸造成高位截瘫。此后，冯乃立陷入痛
苦、彷徨之中。

2000 年 1 月，柳州市钢铁集团公司营销员、年
仅 21 岁的陶叶廷听说了冯乃立的事迹后，毅然走进
了他的生活，将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到这个素昧平生
的边防警官身上，重新唤起他对生命的热爱。

在照顾冯乃立的 5000 多个日夜里，陶叶廷吃
尽了苦头，却从未有过怨言。为防止肌肉萎缩，陶叶
廷每天坚持为丈夫做 3 个小时以上的按摩，长时间
的按摩让陶叶廷的手指骨节突出、伸展困难。冯乃
立排一次便需要好几个钟头，这时的他无法控制情
绪，受委屈的陶叶廷只好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偷偷
流泪，但是过后仍是一脸微笑继续照料冯乃立。

春去秋来，在陶叶廷的关心和帮助下，冯乃立恢
复了与病魔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在千百次的“摸爬滚
打”中，在陶叶廷的搀扶下，竟在床边站了起来。

在陶叶廷的鼓励和支持下，冯乃立发挥自己文
字特长，主动承担所在部队的宣传报道工作。他所
采写的新闻稿件已有 1500 多篇被各级新闻媒体采
用，他个人也因此多次被上级评为“优秀报道员”。

陶叶廷的爱不仅献给了冯乃立，还献给了边防
官兵们。提起陶叶廷，百色公安边防支队的官兵都
会竖起大拇指。在他们心中，陶叶廷不仅是冯乃立
温柔善良的“贤内助”，更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
姐”。

百色市公安边防支队大多数基层单位都位于偏
远山区，生活环境较为艰苦，部队官兵中的大龄未
婚青年不在少数，官兵婚恋难成为支队党委关心的
大事。为帮助大龄官兵解决婚恋难题，陶叶廷主动
为这些官兵当起“红娘”，她为大龄未婚青年官兵
们制作了一个“红娘账本”，将“关注对象”的年
龄、性格爱好等基本情况一并收录在案。近 10 年
来，陶叶廷共为支队 30余名官兵牵线搭桥。

平日里，只要获悉哪个战友家庭出现了矛盾，
陶叶廷都会主动做起“调解员”。在调解中，陶叶
廷总会把她对爱情的理解、经历以及对家庭、生命
的感悟讲给矛盾双方听，耐心帮助他们解开“心
结”。10 多年间，有近 20 个部队家庭得到过陶叶
廷的“感情援助”。

“失去过才知道拥有是多么的可贵，我真心希望
每个战友都能够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陶叶廷
深有感触地说。

“全国五好家庭”、“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区公安
系统“十佳警嫂”⋯⋯陶叶廷获得了很多荣誉。“经历
了泪水的洗礼，见证了欢笑的时刻，我依然认为最高
的荣誉是——我是一名边防警官的妻子。”面对鲜花
和掌声，陶叶廷很淡定，她要继续谱写奉献之歌，用
爱的力量挺起军人的脊梁。

好警嫂陶叶廷:

真情创造生命奇迹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张苏勋

陶叶廷为冯乃立按摩缓解疲劳。 （资料图片）

近日，江西南丰县中小学同学们在新学期开学

伊始，学习使用智能电表。图为国家电网南丰公司

职工为同学们讲解安全用电知识。 袁 智摄

安全用电教育进校园

汪金权正在上课。 （资料图片）

冯新建

（右

）在检查白及繁育生长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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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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