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7 日夜里，正是万家
团 聚 、共 庆 新 春 佳 节 的 时
刻。在河北丰宁县人民医院
ICU 病房中，一位身着白大
褂、面目清秀的男子在认真
巡查住院病人。

“除夕夜，窗外的烟花爆
竹很容易惊扰重症病人，医
护人员要格外当心。”这位医
生说。他叫姜海波，是这家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当主
任 8 年来，几乎每个重要节
日他都在病房中度过，全身
心守护着这个病房，每年帮
助上百位患者起死回生。

医术精湛

今年 44 岁的姜海波工
作不到 5 年时，便遭遇一场
沉重打击：60 岁的父亲被一
次严重的肺部感染夺去生
命。参与抢救父亲的一幕幕
经常在他脑中浮现。为此，
他放弃所有休息时间，把全
部精力用在呼吸内科临床研
究中。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很快成为县医院呼吸内科的
技术尖子。

2008 年初的一天，急
诊抢救室住进一名丛姓病
人，急诊科大夫怀疑病人急
性左心功能衰竭，可治疗后
未见好转。姜海波通过从病
人家属处了解的相关情况，
加之自己悉心观察到的情况，参考相关文献后作出判
断：病人可能患上了嗜铬细胞瘤。稳妥起见，院方从北
京请来专家对病人进行会诊，但按照专家的方案治疗，
病人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经过再三思考，姜海波说服
病人家属按嗜铬细胞瘤进行治疗，病人转危为安，恢复
了健康。

就这样，姜海波的医术得到了认可，不少科室遇到疑
难、危重病患，第一时间就想到找他会诊。

真诚沟通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姜海波
十分认可和赞同特鲁多医生墓志铭上的这段话。多少
次，刚刚入梦就被叫醒；多少次，遇到特殊情况，他都想尽
办法妥善解决。

2013 年 9 月的一天，姜海波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
物：一位刚出院的病人将写有“是你们创造了生命的奇
迹”的锦旗送到医院。姜海波代表全体同事接受锦旗时，
既欣慰又感动。

患者郭某发烧一周后，来到医院内科住院治疗，短
短 24 小时后就出现气短、胸闷等重症肺炎征兆，医院
决定将其转入 ICU 治疗。当家属看到患者呼吸急促，
并被告知有生命危险，需要到 ICU 治疗时，表示不能
接受。他们急切地问姜海波：“肺炎为何这么严重？既
然有生命危险，你们有多大成功的把握？什么时候能够
脱离危险？”

姜海波认真倾听着患者家属的一系列问题，尽量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家属介绍病情及相关知识。“患者虽然
病情危重，但还有救治希望。我们曾经成功救治了多名
这样的重症患者，其中年龄最大的 84 岁。”姜海波用严谨
和真诚感动了病人家属，他们在患者知情同意书及病危
通知书上签了字，并恳切地说：“医生，拜托你们了！”

在姜海波等人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患者病情出现
转机，在中秋节那天实现了跟家人团聚的愿望。

医者仁心

ICU 病房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百姓花
费最多的病房，一般家庭难以承受。为此，姜海波他们想
尽办法为贫困家庭节省医疗开支。

2015 年 11 月的一个深夜，熟睡中的姜海波被手机
铃声吵醒，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您快来一趟吧，我
爸爸快不行了”。打电话者家住丰宁县大阁镇林营村，她
父亲宋明杨患慢阻肺多年，在石家庄治疗近半年也不见
好转。家属将其转回丰宁县医院 ICU 治疗后，姜海波果
断作出决定：患者只要不发烧，就不用频繁抽血化验、停
用抗生素等，使其医疗费用下降了一多半，效果却更好。
患者病情明显好转，回家休养后，却因家中条件所限，患
上感冒导致病情加重。

姜海波得知后，顾不得已是深夜，立即开车直奔患
者家中。经过近 1 小时的寻找，姜海波终于赶到患者家
中，全力抢救到次日清晨，等患者病情稳定，才驾车离
开。

据姜海波的同事介绍，类似情况还有很多，每次家属
求助，他都有求必应，并多次对患者进行回访和无偿救
治。在金钱和生命面前，姜海波一次次义无反顾地选择
了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爱心筑起生命防线—
—记河北丰宁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姜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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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 让 麻 怀 换 新 颜
——记贵州省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委会主任邓迎香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麻山的春天来得要早些。
2 月 18 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位

于麻山深处的贵州省罗甸县沫阳镇麻怀
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山区，“九山
半水半分田”，锥形的山峰耸立，洁白的
民房散落在山脚。

虽然立春不足半月，但在山间洼地
的几块小坝子上，村民已忙着种植糯玉
米，起垄、覆膜、覆土，一丝不苟。

“邓主任来了。”顺着村民指的方向，
记者看到一位身着白色滚边藏青色上衣
的中年妇女，手提两捆萝卜，沿着田埂走
了过来，跟正在干农活的村民打招呼。

她是邓迎香，现任麻怀村委会主任。

建成隧道天地宽

走在麻怀村的穿村公路上，放眼四
望，周围满是高耸的裸露石山。

一山之隔两重天。由于山高坡陡，
麻怀村民自小就吃够了交通不便的苦
头，外出必须攀越悬崖峭壁，爬一山又下
一坡，需耗费两个多小时。生活物资拉
不进来，农产品运不出去，这里仿佛是

“世外桃源”。
“赶乡场卖农产品，清晨 4 点就得起

床。晚去点的话，新鲜的蔬菜就会蔫掉，
卖不上价钱。”村支书汪贵才说。

最麻烦的还是学生上学问题。孩子
们翻山越岭去学校，9 点上课，早晨 6 点
就得从家出发。“由于路程远，村里的孩
子上学都要晚几年。”村民邓鹏回忆自己
的求学经历时说，当时他们因为要早起
赶路，上课时经常打瞌睡，学习成绩普遍
不好。

“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看着陡峭的广山坡，任谁都不敢做搬
走大山的梦。

1999 年 ， 国 家 实 施 农 网 改 造 工
程，然而由于大山阻隔，电线杆无法抬
进村里，村民安全稳定用电的愿望，不
得已落空。

面对横亘在面前的大山，麻怀村民
决定以广山坡半山腰一个 40 余米长的
溶洞为突破口，挖出一个通往外界的隧
洞。

说干就干，在村两委的带领下，村民
集资 1500 多元，购置大锤、锄头及蜡烛、
煤油等物资，于 1999 年农历正月初八正
式开工。到 2001 年冬，全长 216 米的隧
洞基本打通，虽然交通工具无法通行，但

已足以把电线杆抬进村里，村民出村的
时间由两小时缩短至 15分钟。

此后，麻怀村民又多次施工拓宽隧
洞，到 2004 年初，摩托车和马车已能勉
强通过，麻怀与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山里的新房也多了起来。

2010 年国庆假期，邓迎香外出务工
的女儿李琼回家办婚事。适逢雨天，隧
洞里都是齐膝深的泥水。婚车开到洞口
时，穿着婚纱的李琼不得不脱下皮鞋，换
上塑料拖鞋，挽着新郎在低矮的隧洞里
踉跄前行，还有几次险些跌倒，洁白的婚
纱上沾满了泥。

看着狼狈的女儿、女婿，已是村干部
的邓迎香决心带领村民把隧洞拓宽、拓
高，“像真正的隧道一样，能过汽车”。

回到家，邓迎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
丈夫李德龙，得到了一句“做梦”的回
应。她组织村民开会商量此事，结果 50
多位村民七嘴八舌地足足吵了 4 个小
时，找各种理由推脱，最终不欢而散。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邓迎香
见无人支持，在 2010 年冬月，独自一人
走进洞内，抡开铁锤，风风火火地干了起
来。她的执着感动了丈夫李德龙和村
民，全村人再次走上拓宽隧洞的工地。

然而，由于资金缺乏、炸药不足，工
程一度搁浅。

为解决资金难题，邓迎香四处“化
缘”。最终，县环保局资助了 3 万元，她

觉得扩洞有了希望。
有人质疑花 3 万元能否拓宽隧洞，

邓迎香不服气地说，“有 3 万要干，没 3 万
也要干”！她和村民花 7800 元买来拖拉
机，又用余下的钱购置炸药、雷管等材
料，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就这样，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邓迎香带领全体村民，终于在 2011 年夏
天基本完成麻怀隧道的主体工程，宽度
增加到 3.9 米至 5 米，高度增加到 3.5 米
至 5米，能通过 5吨重的小货车。

2014 年底，罗甸县交通部门整合
资金 180 多万元，对麻怀隧道进行加固
维修。

平坦的水泥路，圆了深山里世世代
代村民通达村外的梦想。麻怀村以及邻
近田坝、甲哨等 6 个村民组数千名村民
的出行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为麻怀村
脱贫奔小康奠定了重要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麻怀隧道动工以来，
共点了 2300 多支蜡烛、100 公斤煤油，
打了 2000 多个炮眼，挖出砂石约 1.5 万
立方米。

发展产业奔小康

2013 年，邓迎香当选为麻怀村委会
主任。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
任，落在了她的肩上。

看着村民期盼的目光，邓迎香决心
为麻怀村找到一条发展新路。“作为共产
党员和村委会主任，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我责无旁贷。”

尽管隧道通了，但村民的生活水平
还很低，大多数人还在贫困线上下徘
徊。邓迎香深知，麻怀的脱贫之路刚刚
起步，需要克服的困难还很多，坦言“压
力很大，晚上都睡不好”。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牛劲”，邓迎香
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她四处考察，寻找
适合麻怀的项目。在隧道口的一块坝子
上，她与人合作试种铁皮石斛，还制定了
养殖肉牛、绿壳蛋鸡、种植中药材、果树
的产业发展规划。

凭着在村民中的威望和合情合理的
沟通，邓迎香说动了几个村里的“能人”，
拿出手头积蓄，办起麻怀村第一个种植
专业合作社。同时，邓迎香积极鼓励村
民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不仅能
拿租金，还可以到合作社打工赚钱”。村
民的发展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在邓迎香的动员下，不少外出务工
的青年决定回乡创业。袁端生就是其中
的一个。

一直在福建务工的袁端生，今年回
乡过春节。邓迎香多次上门做工作，讲政
策、谈变化，最终说动袁端生返乡创业。

“看到邓大姐的干劲，我对回乡发
展充满信心。”袁端生告诉记者。

没上过学的邓迎香深知“知识就是
力量”，“要让孩子们不受穷、不受苦，还
得靠多读书”。

对于村里上学的孩子，邓迎香始终
很关心。现就读于遵义师范学院的曹太
敏，至今仍记得邓迎香经常过问自己学
业、鼓励自己好好读书的情景。

为让孩子读好书，邓迎香在 2014 年
初成立了草根助学基金会，为需要帮助
的学生和有捐助意愿的人士搭建平台，
村中多位学生因此受到社会资助。

在邓迎香的带领下，麻怀村面貌已
今非昔比。村民人均纯收入 2000 多元，
不少村民开上了农用车、面包车甚至轿
车，80%以上的村民住上了新房，村里有
了文化活动场所，越来越多人摆脱了贫
困。

邓迎香的功绩，村民看在眼里，记在
心 上 ，把 她 的 事 迹 编 成 快 板 传 唱——

“⋯⋯共产党员邓迎香，巾帼英雄响当
当。携手丈夫李德龙，誓叫大山把路让。
发动全村齐动手，一锄一镐挖山忙。不等
不靠不伸手，麻怀隧道连乡场。昔日愚公
是传说，今日愚公在身旁。”

邓迎香多次被黔南州、罗甸县授予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先后获得中国消
除贫困奖感动奖、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全国扶贫先进个人等荣誉。她说：“成绩
属于过去，奖牌也不能代表什么，只会让
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根据邓迎香的设想，到 2018 年，麻
怀村将发展刺梨 1300 亩，种植蔬菜 300
亩，养殖黑毛猪 1500 头、家禽 2 万羽，全
体村民实现脱贫。

姜海波（左二）在查房。 （资料图片）

2 月 18 日，阳光明媚，济南铁路局西
客站里客流涌动。在一楼大厅北侧的一
片区域却非常安静，即便是忙碌的工作人
员来到此处也会自觉地放轻脚步。这里
是济南铁路局高铁司机待乘区，由间休
室、就餐室、派班室组成，每天有 44 个班
次的高铁司机在这里出勤、47 个班次在
这里退勤。

一名刚刚结束值乘任务的高铁司机，
办理完退乘手续后快步走进间休室。间
休室的管理员早已准备好相应的寝具，调
暗灯光、调好暖气、倒上一杯热水，把服务
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对于高铁司机来说，
不到 2 小时的休息时间极为宝贵，这将是
下趟值乘任务安全、正点的重要保证。

就餐室门上贴着的“测酒”俩字非

常醒目。这个提示针对的不是饮酒问
题，而是提醒司机就餐时要看清食物成
分。有些司机喜欢吃酱菜、豆腐乳等食
品，这些食品可能含有酒精成分，虽含
量不高，可依然能吹响测酒仪，对于高
铁司机来说，这就意味着失去值乘资格。

要出乘了，高铁司机习惯性地关闭
了自己的手机。据了解，为让高铁司机
集中精力开车，2015 年 3 月，济南铁路
局实施了 《机车乘务员手机使用管理细
化办法》，对高铁司机个人手机的管理使
用进行严格规定，“列车运行途中，机车
乘务员不得使用手机接打电话、收发短
信”。

可万一家中有事怎么办？
见记者提这个问题，他们递过来一张

名片大小的红色亲情卡，上面印有各级管
理人员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每名高
铁司机的家属都有这个“亲情服务卡”。

“有困难找车间，不让职工带情绪上岗、带
遗憾回家”的服务承诺，春风化雨般融入
高铁司机的心田。

济南机务段动车车间负责人介绍：
“小小亲情卡，确有大用途。孩子上学忘
带钥匙，打来电话，我们抓紧想办法。
老人生病了，家属求援，我们马上出动
⋯⋯只要是司机家人求助，我们就全力
以赴。”

记者走进派班室，遇到整装待发的高
铁司机王涛。他向派班员敬了礼，并汇报
了自己的值乘车次。

打开王涛的拉杆箱，除了简单的几

样生活用品，其他空间都被书本、资
料、工具占据。在派班室，王涛需出示
工作证、驾驶证、岗位培训合格证以及
IC 卡；领取所需区段揭示交付件、司机
手册、添乘指导簿、司机报单、监控器
使用及运行信息反馈表；根据天气、趟
车特点制定本次趟车计划；听取派班员
趟车指导；在出勤指导簿及运行揭示交
付件上签字、盖章⋯⋯

上午 10：55 分，王涛办完出勤手续，
即将驾驶从济南西站开行到南京南站的
G223 次车。细心的王涛将目光停留在一
个电子屏幕上，用心熟悉自己即将担当车
次的相关情况。

看着王涛奔赴岗位的背影，记者想
说：“可爱的高铁司机，您辛苦了！”

走 近 高 铁 司 机
本报记者 管 斌

贵州省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委会

主任邓迎香是贫困地区优秀基层干部

的代表。她面对贫困不低头，带领村

民凿隧洞、开山路、兴产业，让麻山

深处的小山村焕发出生机，被称为

“新时代愚公”。

忠于职责。作为村干部，邓迎香

始终把麻怀村的发展、群众的冷暖放

在心上，“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责无旁

贷”，夯实基础不放松，探寻出路不懈

怠，恪尽职守，不忘群众嘱托，不负

百姓信任，在基础建设、产业结构调

整等方面，做了大量实事。

苦干实干。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

和艰巨的扶贫发展任务，邓迎香不等

不靠，迎难而上，紧紧抓住“牛鼻

子”，持续发力，不务虚功、多做实

事，终于打开了工作局面。

以身作则。“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

子”，不管是拓宽隧洞，还是发展产

业，邓迎香总是冲锋在前，做给群众

看、带着群众干，充分发挥了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

多。”当前，我国的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

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我们相

信，在“邓迎香们”的努力下，全面小康

的伟大梦想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值得学习的“愚公”精神
吴秉泽

图①图① 22月月 1818日日，，邓迎香在大棚内查看铁皮石斛的生长情况邓迎香在大棚内查看铁皮石斛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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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图② 邓迎香带领群众拓宽麻怀隧道邓迎香带领群众拓宽麻怀隧道。。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③图③ 在麻怀隧道口在麻怀隧道口，，邓迎香与村民打招呼邓迎香与村民打招呼。。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秉泽吴秉泽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