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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谁说兽医无才子，只
缘对面不识君！”这首打油
诗出自四川兴文县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尹华
江。

曾几何时，兽医是最不
起眼的工作。他却说，作为
兽医世家的后代，当兽医是
他的梦想。“记不清有多少
次，我在梦里被急促的电话
铃声叫醒，农户家的牛得了
急 病 、 母 猪 难 产 都 会 找
我。”他到底图个啥？“当看
到农户露出笑颜，牲畜又活
蹦 乱 跳 了 ， 我 就 无 比 满
足。”尹华江说。

尹华江出生在四川省宜
宾市兴文县山区的一个兽医
家庭，小小年纪就跟着父亲
出诊。每当看到牲畜得救，
主人满怀感激时，他就非常
开心。

9 岁那年的一个下午，
尹华江和伙伴正在放牛，突
然，他发现一头牛肚子鼓鼓
的，不时回头叫唤，站立不
稳，“牛主人和父亲闻讯赶
到时，牛已经奄奄一息”。
一番努力后，父亲连声叹
气，“急症⋯⋯太可惜了”！
当时耕牛的所有权归生产
队，放养者要承担相应责任。听说牛没救了，放养者家
里的大人小孩哭作一团。

这哭声像刺一样扎进了尹华江心里，此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他都追问父亲为何救不活那头可怜的牛。问得
多了，父亲回答：“医学很深奥，你将来如果当兽医，
希望能超过我们。”从此，尹华江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
望：长大后要当一名出色的兽医！

“梦想与现实有时存在很大差距。”尹华江说，干兽
医是个特别脏、特别累的活，他对童年的梦想也产生过
动摇，但最终选择坚持，一干就是 30多年。

老百姓的口碑是对尹华江最朴实的褒奖和信任。多
年来，尹华江走村串户给牲畜看病，为乡亲们讲解养殖
技术。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娴熟的诊治技术，他成为
养殖户心中的“守护神”。

1980 年到 1992 年，尹华江一直在兴文县九丝镇工
作。九丝山高路险、地广人稀，下乡全凭一双脚板。当
时，尹华江被安排到最偏僻的村子工作。“早晨 5 点出门，
晚上 10 点回家。由于当地养殖户对防疫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我这个年轻人并不受欢迎。”尹华江说，他常带着煮
熟的土豆出门，干粮吃光了就在路边吃几个野果子，在溪
沟里喝几口山泉水。好几次，他都想到了改行。可当他
再次踏上乡间小路，这些想法就自然消失了。

2010 年 12 月 5 日早上 7 点，做完胆囊全切术第三
天的尹华江正在休息。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

“我的猪场刚死了两头架子猪，恐怕整个猪场都有感染
的风险，快来帮我看看吧！”九丝镇鹿舞养殖场业主急
得不得了。

挂断电话，尹华江一翻身从床上坐起来，拔掉正在
输液的针头，匆忙赶往车站。上午 10 点，尹华江乘车
来到簸峡场头，又步行 1 个多小时赶往猪场。“经诊断,
排除了烈性传染病危害猪场的可能。我马上实施了紧急
免疫和强化消毒。”尹华江告诉记者，等一切措施到位
后，已是下午。次日重返医院时，医生告诉他，手术伤
口已经崩裂。

“痛是痛，难是难，但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吗？”尹
华江说，他只想做一名称职的兽医。

为应对工作中的新变化，尹华江不断进修学习，还
在多本国家级兽医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当他把这些
知识转化成通俗的语言告诉老百姓时，大家都说他的讲
解“看得见、听得懂、能掌握”。

作为一名基层兽医，最让尹华江头疼的是防疫工
作，“我们这里的农户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农户认识
不到位、工作量大等原因影响了防疫的质量。为这事
儿，我没少想办法”。尹华江经过多年摸索，想出了一
个让政府安排、村里组织、兽医站直接培训的方法：将
一批年轻又有文化的养殖户、防疫员集中起来培训，让
参加培训的人员熟练掌握常规免疫技术。当防疫员再次
上门服务时，这些先学的农户既是支持配合者，又是宣
传带动者，防疫工作就变得轻松许多。

“三十四年心满筹，几曾欲试越鸿沟。而今情海奔
腾急，横扫千山纳细流！”这首名为 《激情》 的诗，是
尹华江对自己多年工作的诠释。

养殖户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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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四川兴文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尹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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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职业是记者，每年在中央电视
台、安徽广播电视台发稿 200 条以上，最
多的年份发过 300 多条；他工作 18 年
来，有 17 个春节没有和家里人团聚；近
年来，阜阳所有的重大时刻，无论是非
典、洪灾还是春运，他都在现场。他是安
徽省阜阳广播电视台记者高思杰。

“抢”新闻，一直在路上

熟悉高思杰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拼命三郎”。多年来，他肩
扛沉重的摄像机，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新
闻现场赶到另一个新闻现场；多年来，凭
着那股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坚持“轻伤不
下火线”，在饱受肩周炎、腰肌劳损、心绞
痛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依然奔波在采
访第一线。

有一次，高思杰刚做完甲沟炎手术，
左脚肿得像枕头一样，只能趿拉着拖鞋
走路。恰巧那时颍上发大水，高思杰非
要去灾区采访，在门口被台长拦了下
来。高思杰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沓塑料
袋，笑着说：“台长，让我去吧，我多穿几
层塑料袋，脚就不会沾水发炎的。”

他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双腿的大隐
静脉都被抽掉了。“如果一个人常年从事
重体力劳动，到了五六十岁有可能出现这
种情况，而他做手术时还不到 34 岁。”阜
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马怀业说。

为了“抢”新闻，高思杰一直在奔跑。
2007 年夏季，一场特大洪水突袭淮

河流域，高思杰迅速赶到淮河第一闸王
家坝闸。在抗洪一线，他每天工作十几
个小时，把灾情、水情、民情等信息和干
部群众众志成城抗洪救灾、重建家园的
故事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从阜南王家
坝到颍上焦岗湖、姜塘湖、邱家湖，高思
杰认真策划、拍摄、写稿、编辑、传输⋯⋯
整整 32 天，高思杰不分昼夜地工作。《王
家坝闸门提至最高，濛洼蓄洪区继续蓄
洪》《内涝区域全力排涝，沿淮地区及早
补种》⋯⋯大量新闻报道的播出，让全国
的观众了解到阜阳抗洪一线的消息，被
蓄洪区人民不畏艰险、勇于奉献的精神
深深感动。

在现场，是一个记者最高的荣耀。为
了在现场，2003 年抗击非典 40 天，他一
次也没顾上看望近在咫尺的妻子、女儿；
2003 年抗洪救灾 17 天，刚满周岁的女儿
腹泻严重，他没去照看；2007年抗洪抢险
32天，妻子出差在外，77岁的老母亲生病
在家，他挤出时间去药店抓了中药，却一
直没顾上去取。“高思杰当了 18 年记者，
17个大年夜没和家人一起团聚。今年女
儿去世了，他担心我想不开，过年时才没
有出去采访。”妻子刘海燕流着眼泪说。

“传递正能量、激发精气神是我们新
闻记者不可推卸的责任。”18 年来，高思

杰的笔墨随着时代走，镜头围着百姓转，
在中央台、安徽台发稿近 5000 条；他的
66 件电视新闻作品获得安徽新闻奖、安
徽广播电视新闻奖等省市级奖项。不仅
如此，高思杰在国家级、省级核心期刊发
表业务论文 13 篇，并先后获得全国广播
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好人榜
敬业奉献好人、首届安徽省道德模范等
荣誉称号。

爱家乡，都在作品里

“阜阳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非
典疫情、淮河洪灾，使阜阳的城市形象受
到影响。我们的城市要加快发展，需要
树立良好的形象。我要通过自己的努
力，为阜阳发展作贡献。”高思杰这样理
解自己的事业。

“高思杰不要命地做新闻，不为名不
为利，他就是单纯地热爱家乡、热爱他的
职业。”朋友葛浩新说。

看到庄稼长势好，高思杰为农民高
兴；看到工厂的生产红红火火，他为工人
高兴；看到医院服务水平提升，他为病人
高兴；看到学校窗明几净，他为学生高兴
⋯⋯高思杰把阜阳的一枝一叶、一砖一
瓦都拍得充满感情，一字一句、一篇一集
都饱含着他火热的深情。

为更好宣传阜阳，他不断观摩学习
其他媒体的拍摄技巧；为能给阜阳留存
更多资料，他细心整理各种画面，春运
的、下雪的、工业建设的，资料袋装满一
个储藏柜⋯⋯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却
有着血与泪的真情；没有华丽惊艳的表
白，却有着新闻人的执着和平实。

“我几乎采访过阜阳所有的先进人
物、模范人物、行业精英，我细细体会他
们做事做人的方式，把他们作为自己的
标尺和镜子，不时地量量自己、照照自
己。”高思杰说。

阜阳火车站客运值班员李玲玲对高
思杰印象深刻。每年春运、暑运，李玲玲
都能在车站看到高思杰的身影。“我们在
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都很美，可我们从来
不知道拍摄画面的记者是用什么样的角
度和姿势完成拍摄的。”李玲玲说，“为拍
出一条好新闻，他能跟着我们拍一天，蹲
着拍、趴着拍，甚至跪着拍”。

高思杰成名后，不少媒体开高薪聘
请他，都被拒绝了，他说：“我来自阜阳农
村，是农民的儿子。离开了这片土地，我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最好。”

大情怀，爱洒人世间

高思杰曾是个幸福的爸爸。
“爸爸，您到姥姥家来吃饭好吗？”“爸

爸，您来接我好不好？”⋯⋯高思杰家里有
60多封女儿写的“简讯”，餐巾纸上、作业
本上、信纸上、卡片上都是女儿的心声。
然而，幸福总是太短暂。2014 年 12 月 7
日，脑干肿瘤、丘脑肿瘤等字样先后出现
在女儿高雨桐的病历上。

2015 年 1 月 底 ，阜 阳 下 了 一 场 大
雪。看着周围白茫茫的世界，高思杰明
白：女儿真的要走了。那个雪夜，一直不
敢哭出声的高思杰夫妇，在病房外抱头
痛哭，作出捐献女儿器官的决定。2 月
14 日，高雨桐告别了这个世界。第二天
下午，雨桐的眼角膜让两名患者重见光

明，肾脏也让两名患者重获新生。
农历正月初三，女儿离世后第七天，

高思杰又扛着摄像机去了阜阳火车站，
来到春运报道的现场。

这一个现场和下一个现场，一位记
者和一位父亲，这一次，高思杰的心情久
久难以平复。夜深人静时，像过去女儿
给自己写信一样，他也给女儿写下了一
封信——《女儿的温度》。信中，他回忆
了女儿出生时的美丽、成长时的快乐、生
活中的懂事及生病后的坚强。作为一名
父亲，他也写下了自己的悔恨：如果有来
生，我们还做父女，爸爸再也不会因为其
他原因把刚满周岁的你丢在医院输液，
再也不会让你将情感的表达只停留在书
信里，再也不会不把你的健康状况铭刻
在心底⋯⋯

今年 4 月 1 日，高思杰填写了器官捐
献志愿书，百年之后，他将捐献自己的眼
角膜、肾脏和肝脏器官。“我为新闻奔跑，
却忘记了陪伴女儿一起成长。女儿捐献
了器官，我也会这么做，这是我怀念她的
一种方式。”高思杰说。

在现场，是记者最高的荣耀
——记安徽省阜阳广播电视台记者高思杰

本报记者 文 晶

20 年来，她一直坚持在一线工作，
从无怨言；她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把
患者当亲人，把服务做到他们心里。她
是山东青岛崂山区北宅街道卫生院 120
急救站护士——李峰峰。

20 年前，19 岁的李峰峰从青岛卫生
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北宅街道峪夼村，
成为北宅街道卫生院的一名普通护士。

2000 年夏天，北宅街道卫生院收治
了一名男性烧伤患者。患者后背 70%的
皮肤烧伤，且多处为皮革样三度烧伤。
当时，北宅卫生院条件有限，治不了该
患者，医生劝其转到专科医院进行治
疗。可是病人经济拮据、无人照料，坚
持要留下。无奈，护士长只好收拾出一
间干净的病房单独安置他，李峰峰则主
动承担起每天为其换药的任务。当时天
气炎热，加之创面污染严重，患者很快
发生了痂下感染。李峰峰每天都要花两

个小时为其换药，在没有空调又腥臭熏
天的房间里，她每次都累得虚脱。半个
月后，创面终于清理干净了，患者需要
高蛋白、高热量的饮食帮助创面恢复。
李峰峰每天从家中带饭，把鸡腿和煎蛋
挑出来让患者吃。在她的带动下，同事
们也把好吃的分给这位患者。经过大家
的共同努力，一个月后患者康复出院了。

对于李峰峰来说，2008 年是特殊的
一年，那年正值东陈村门诊部人手短
缺。乡下生活条件艰苦，医疗卫生条件
差，多数医生护士不愿意去。北宅卫生
院院长找来李峰峰商量，没想到，她想
也没想就答应下来。“哪里的群众需要
我，我就心甘情愿去哪里。乡村里医疗
条件差，更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去帮助
他们。我是大山的孩子，应该用行动回
报大山的百姓。”李峰峰说。

几张简易的木板床，几把铁凳子，

就是东陈村门诊部所有的“财产”。这
里的自来水断断续续，电压也时常不稳
定。仅有的 3 名工作人员要兼顾看病、
收款、取药、注射、化验、理疗等多项
工作，常常忙不过来。冬天，冷风从门
缝、窗缝里灌进来，冻得病人手都僵
了，没法扎针。李峰峰想了一个办法，
每天早上烧两大壶热水，用使用过的空
盐水袋灌上热水充当暖水袋，来一个病
人就发一个，一天下来能烧 4 大壶热
水，灌 40 多个热水袋。这个暖水袋，不
仅暖了病人的手，也暖了他们的心。

3 年后，李峰峰重回北宅卫生院工
作。当时，北宅卫生院增添了 120 急救
车，院前急救就是跟时间抢生命。面对
如此大的重任，卫生院领导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护理知识扎实的李峰峰。

急救站里情况紧急，常常半夜里一
个电话响起就要出发。无论什么时间电

话响，李峰峰用冷水冲冲脸，就打起精
神投入工作。

北宅山区群众多且居住分散，许多
村民依山而住，急救车上不去，很可能
耽误宝贵的治疗时机。怎样才能第一时
间找到位置偏远的山区病人呢？她想到
了一直让北宅卫生院引以为豪的“乡医
联动”机制：乡村门诊部对本村的居民
住所位置、病情等情况较为熟悉，有急
救情况时，和乡医相互配合能够为患者
争取宝贵的时间。

如今， 北 宅 120 急 救 站 一 年 出 诊
600 多次，李峰峰平均出诊 200 多次，
她用积极的行动诠释了一名急救卫士
的职责。

有人曾经问李峰峰，干这一行后
悔过吗？她说，“从来没有后悔过，既
然选了这一行，我就要干好，积极发
挥作用”。

山 里 孩 子 的 回 报
——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卫生院护士李峰峰

本报记者 刘 成

什么样的新闻记者，才是百姓眼里

的好记者？曾几何时，“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文章”的记者形象，渐渐变成“防火

防盗防记者”的公众感受。对此，高思杰

不忘初心，始终坚守着质朴的信念——

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好记者。

采访中，记者得知这样一件事：高

思杰去阜南县柳沟乡采访一位老教师，

那是一名退伍军人，一生未婚，用自己

微薄的收入资助村里 6 名孩子上学。高

思杰来到老人家里，看到破旧的屋门

口支着一口小锅，锅里的面条是前天剩

下的，热了一遍又一遍。他被老人深深

感动了。不料，临行前，老人冒出一

句：要不要给你拿俩茶钱？这让高思杰

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他下定决心：

要做一名干净的记者，做一个清白的

人，让自己的心、自己的新闻跟老百姓

贴在一起。

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让高思杰日

日奔忙，永远在去“现场”的路上。即

便到达现场，他也从不高高在上，而是

为了一个个能体现新闻价值的镜头，跪

着、蹲着、趴着。在他眼里，排在第一

位的是新闻，不是记者这个头衔，更不

是高思杰这个人。

“我来自阜阳农村，是农民的儿子。

离开了这片土地，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

做到最好。”作为同行，深为高思杰的真

诚质朴所感动：正是这片赤子之心，让他

成为百姓眼中的好记者。

做百姓眼中的好记者

尹华江（中）在当地乌骨鸡养殖场指导夏季防疫。

金 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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