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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的 7 岁生日是在北京儿童医院
度过的，当时，她被诊断为Ⅰ型糖尿
病 ， 住 院 长 达 61 天 。 从 1977 年 患 病
起，张琪开始吃各种控制糖尿病的药，
15 年前开始注射胰岛素。如今，46 岁的
张琪已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大夫，上班时
给糖尿病患者看病；下班后，将业余时
间奉献给跟她有同样经历的“糖友”。张
琪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我对自己的
健康和生活管理水平在逐步提高，愿
意把更多时间奉献给跟我有同样经历
的同伴。”

今年，张琪作为首位获得一年一度
“巴肯邀请奖”的中国人，前往美国夏威
夷，和来自 11 个国家的 12 位获奖者会
聚一堂，分享彼此战胜慢性疾病的经历
和心得。“巴肯邀请奖”由美敦力创始人
巴肯先生创设，旨在表彰在医疗科技帮
助下战胜病痛，并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的
患者，通过分享他们的故事，激励全世
界慢性病患者不要被疾病压倒，活出更
精彩、更有价值的人生。张琪动情地
说：“我深知这份荣誉的分量，这不仅是
给予我个人的，更是给予那些同样身患
Ⅰ型糖尿病的几百万病友的。从夏威夷

回来后，我更加坚定了信念：尽自己所
能去帮助别人。”

据张琪介绍，Ⅰ型糖尿病患者体内不
能分泌胰岛素，完全依靠外界提供。此病
多见于儿童、青少年，暂时无法治愈，需
终身使用胰岛素治疗。近年来，Ⅰ型糖尿
病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的发病率持续增
长，患者数量比较庞大，如果不坚持使用

胰岛素治疗，容易发生严重的急性并发症
“酮症酸中毒”，危及生命。张琪说，这是
一个非常需要关怀的群体。

2014 年，张琪参与发起蓝纸鹤中国
糖尿病患者联盟，以提高公众对Ⅰ型糖
尿病的了解，维护患者权益。她还获得
国内Ⅰ型糖尿病顶级专家的认可，以患
者身份参与了一些与中国Ⅰ型糖尿病防

控体系改善相关的分析和论证项目。张
琪还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控糖经验，
常年坚持志愿者工作，投入中国Ⅰ型糖
尿病防控事业，激励病友提高控糖知
识，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

她告诉记者，“我跟许多糖友们初次
见面总是说：‘不怕，敞开心扉，日子会
越来越好。’正是这样的信念，让我历经
艰辛，成为一名儿科医务工作者，与糖
友们分享我的自我管理和相关知识。”

张琪还担任了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
副理事长，常年通过网络志愿为超过
2000 名Ⅰ型糖友提供心理咨询和糖尿
病知识普及。张琪说，她让糖友们分享
得更多的是怎样进行自我管理，因为Ⅰ
型糖尿病的自我管理手段与生活息息相
关，细到今天下午情绪激动了血糖会怎
么样，明天上体育课了血糖会怎么样，
以及后天敢不敢吃某些食品⋯⋯张琪
说：“坚持同伴教育，是这些年来我做
志愿工作的初衷和动力。我希望帮助更
多Ⅰ型同伴和他们的家属从绝望和恐惧
的状态中走出来，做管理自己身体和生
活的勇士。在生命的每一天，我愿继续
做下去。”

尽自己所能为“糖友”服务
—记北京儿童医院医生、Ⅰ型糖尿病患者张琪

本报记者 陈 颐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先锋医院护士由艳丽永远
也忘不了那一天。那是 20 年前的 7 月 5 日，正在上班的
她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在一个工地上发现一个弃婴，
让她去抱回来。自己还没有结婚，抱回来该怎么抚养
呢？由艳丽迟疑了。母亲说：“你是个护士，应该救救她，
这也是一条命啊!”“对，我要救她!”由艳丽终于下定决心。

这个决定，影响了由艳丽的一生。

收养了一个脑瘫儿

由艳丽至今记得第一眼看到孩子的情景——婴儿裹
在一条又脏又破的毯子里，满头都是打针留下的伤痕，
一看就知道被抢救过。出于救死扶伤的本能，她抱起婴
儿直奔医院。经过治疗，婴儿病情稳定下来，全面检查
的结果也出来了：很可能是脑瘫患儿，但目前表现不明
显，3 个月后才能确诊。面对这样的结果，由艳丽依旧
把婴儿抱回了家，她要让孩子成为家庭中的一员。亲友
纷纷劝她：你还没结婚，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赶紧把
孩子送到儿童福利院去吧。可由艳丽跟孩子有了感情，
坚持把孩子留了下来。

孩子 2 个月时，得了新生儿硬肿症，需要输新鲜血
浆。经化验，由艳丽的血型和孩子的一样。交叉配血试
验后，孩子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由艳丽用她的血治愈了
孩子的硬肿症，两人之间开始血脉相连。

孩子 6 个月大时，竟然喃喃地叫出了“讷讷(妈妈)”。
这一声呼唤，拨动了由艳丽母爱的心弦，她激动地搂着孩
子，左亲右亲，流着眼泪说：“既然你管我叫妈妈，那我就
当你的妈妈吧！”

就这样，由艳丽成为一名未婚妈妈，孩子有了一个好
听的名字——由琳婧。

为她，我愿付出一切

从此，这个孩子几乎成了由艳丽生活的全部。在她
的悉心照料下，小琳婧逐渐白胖起来，从表面上看，和正
常的孩子并没有两样。然而，在小琳婧 7 个月时，预想中
的不幸降临了。一天晚上，小琳婧突然高声尖叫，不停抽
搐。由艳丽带孩子到医院检查，结果比预想中的更糟糕：
小琳婧患的是新生儿窒息引起的脑细胞受损，是重症脑
瘫与癫痫的综合征。

身为儿科护士，由艳丽深知这种疾病的严重性：生活
不能自理，时刻面临死亡。亲朋好友们都劝由艳丽，“这
样的孩子长大都难，更别说为社会作贡献，还是把孩子送
福利院吧”。由艳丽抱着孩子一言不发，她不是在犹豫是
否把孩子送走，而是在考虑怎样给孩子治病。

孩子每天都在抽搐，由艳丽东奔西走，四处求医，终
于在读研究生的同学那里找到了对症的医药，孩子的病
情得到了控制。此后，由艳丽没有放弃对小琳婧的治疗，
只要有一线希望，她就紧紧地抓住。

这些年，为了孩子，由艳丽辗转了很多地方，几乎花
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2011 年，听说北京有家治疗脑瘫
的权威医院，能做脑干细胞移植手术，让脑瘫患者站起
来，由艳丽便背着女儿赶去，满怀希望地打算着，如果能
治，就把唯一的房子卖掉筹钱。然而，专家了解到小琳婧
的情况后说，小琳婧的病情极为特殊，如果脑干细胞移植
手术成功，她的意识会清醒很多，但来自外界的刺激会让
她的癫痫病频繁发作，孩子会更加痛苦。“回去吧，好好照
顾她，别再治了，没有用的。”专家说。

希望破灭，看着可怜的小琳婧，由艳丽忍不住哭了。
她对女儿说：“婧婧，你的病太难治了，妈妈只求你能在这
个世上多活些日子。”小琳婧仿佛听明白了妈妈的话，手
动着，嘴里也不停地说着，似乎在安慰她。那晚，由艳丽
一夜没有合眼。她决定今后要倍加珍惜孩子的生存时
光，尽全力让孩子生活得更好。

目前，小琳婧智力、视力和肢体属一级残疾，只能靠
药物治疗维持生命。由艳丽告诉记者，过去自己也很时
尚，而现在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年都不舍得扔，就为省下钱
来给小琳婧看病。

如今，小琳婧从体重不足 2 公斤，长到体重 30 多公
斤，由艳丽却因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等
病，至今仍孑身一人。在这期间，她还承受了失去双亲的
痛苦。可是，她仍然没有放弃小琳婧。

许多好心人听说了由艳丽的事迹后，向她伸出援助
之手。由艳丽的邻居、朋友常常在她上班时，帮忙照看
小琳婧；她所在的先锋医院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予她极大
的支持和帮助。“虽然我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没有取得
令人羡慕的业绩，但我的人生同样具有意义和价值。大
家的帮助是我巨大的精神财富，支撑着我艰难前行。”
由艳丽说，“我最期盼的是有一天，我能用母爱唤醒生
命的奇迹”。

给脑瘫弃婴浓浓母爱
——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由艳丽

本报记者 佘 颖

“我们的阿书记‘攒劲’得很！”这
是 《经济日报》 记者在新疆阜康市九运
街镇六运中心村采访时，听到最多的
话。“攒劲”是新疆方言，用以赞美事
物或赞扬人特别能干。村民口中的阿书
记名叫阿不拉·米亚孜，维吾尔族，今
年 46 岁 ， 是 六 运 中 心 村 的 党 总 支 书
记、村委会主任。

阿不拉是阜康市、昌吉州乃至全新
疆的“明星”村干部，他之所以广受关
注有一个主要原因：六运中心村 92%的
人口是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
族、塔塔尔族等民族占 8%，汉族村里
选出个维吾尔族带头人，让阿不拉备受
瞩目。

“在我们村，各民族节日大家一起
过。”阿不拉操着一口浓重的阜康话
说，“各族群众情同手足，六运村是我
们共同的家”。

对祖国，他满怀深情；为群众，他
充满亲情；谋发展，他满腔热情。

“我每天都琢磨，
怎样让乡亲们过上好
日子”

3 月 20 日，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出
发，驱车向北行驶 80 公里，来到六运
村。雨后的六运村格外清新，空气中弥
漫着泥土的芬芳。见到阿不拉·米亚孜
时，他正在和村民一起修水管。“今天
早上水管坏了，大棚蔬菜得浇水，今天
必须修好。”阿不拉一边招呼记者，一
边在土坑边忙着维修。

当天，他又召集村民开会，商议土
地流转和开办农家乐问题。“把土地流
转出来，既能挣租金，又腾出了身子搞
其他项目，一举两得。”阿不拉给村民
分析土地流转的好处。

阿不拉中等身材，健步如飞，总是
处于忙碌状态。“我每天都琢磨，怎样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阿不拉是土生
土长的六运村人，自幼家境贫寒，他从
小就有这样的想法：“要用双手勤劳致
富，建设幸福的六运村。”

2005 年，他复员回到家乡后，自
筹资金在村里组建了一支建筑队，3 年
后年收入超过了 10 万元。由于能干、
公道，他被选为六运村带头人。“爱琢
磨、点子多，上进心强，我们都选阿不
拉。”村民蔡万华说。

“大家如此信任我，让我感到很高
兴，又让我感到身上担子的分量。”阿
不拉暗下决心：全村 1400 多名群众，
致富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2010 年，阿不拉带领村民建设了
300 亩现代化温室大棚。同年，又引
进了新疆德诚、九龙果业等企业，建
设了 192 座高标准温室，每个大棚年
收入近 2 万元。现在，全村以大棚蔬
菜、水果为主的特色农业占九运街镇
半壁江山。

去年 7 月，坐落在六运村的蟠桃园
开门迎客。这个引进企业投资兴建的蟠
桃园占地 1200 亩,集果蔬采摘、花卉观
赏等于一体，吸纳了部分村民就业，让农

民挣上了旅游钱。今年，阿不拉还计划
利用六运村毗邻天山天池的地理优势，
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开辟增收新渠道。

在阿不拉的带领下，六运村农民的
腰包鼓了，去年人均纯收入达 1.82 万
元。阜康市种子管理站驻六运中心村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组副
组长舒培惠说，“六运村的发展离不开
阿不拉的努力和带动。我们见到他时，
他总是在忙碌、在思考，把全部精力都
用在了村子的发展上”。

“在六运村，没有
外人，都是我的亲人”

“家是一个家，国是大中国，都是一
家人，不分你和我⋯⋯”阿不拉特别喜欢
这几句歌词，每当唱起这首歌时，心情都
特别激动。他认为，正是各民族之间团
结、友爱、亲如一家的和谐关系，才创造
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六运村。

在生产生活中，阿不拉对六运村各
族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少
数民族干部，他时刻强调民族团结的重
要性：“在六运村，没有外人，都是我
的亲人。”阿不拉能叫上全村 1438 名村
民的名字。走在村子里，不时有村民跟
他打招呼，而阿不拉总是问寒问暖，

“有没有啥困难”？

村委会副主任李兵告诉记者，“在
阿不拉的带动下，全村各民族就是一家
人，不分彼此。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大
家都主动去帮忙。

维吾尔族村民帕哈提遭遇车祸，得
知消息后，村民们踊跃捐款，到医院
探望，浓浓亲情唤醒了昏迷达 11 天的
帕哈提。村民李丹的父母在一次车祸
中不幸离世，还在上学的李丹成了孤
儿。得知这一情况，村委会第一时间
作出决定：孩子上学和生活费用由村
干部承担。在大家的帮助下，李丹顺
利毕业并参加工作，如今已组建了自
己的家庭。

“有事找书记”。在六运村，阿不
拉将这五个字印在牌子上，并写上电
话号码，挂在显眼处。“大家选我做
事，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阿不拉动
情地说，“不能辜负群众的信任，我就
是 要 让 大 家 拧 成 一 股 绳 ， 心 往 一 处
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六运村发展得
更好”。

2015 年 5 月 8 日，是一个令阿不拉
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六运中心村被授
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单位，他去乌鲁木齐市参加了自治区民
族工作会议暨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并代表全体村民领奖。“这是全体
村民的荣誉，我们一定倍加珍惜。”阿不

拉说。

“精神和物质都富
足，才算真正富有”

“精神和物质都富足，才算真正富
有。”阿不拉常这样说。

每逢重大节日、农闲时节，阿不拉都
带领村民开展文体活动。六运村组建了
文艺队和中老年歌舞队，从 20 多岁的青
年到 80 多岁的老人都参与其中。每逢
春节、古尔邦节等重大节日，更是全村男
女老少齐上阵。他们表演的小品、相声、
歌舞等节目全都取材于身边事，反映本
村新貌、新风、新变化。

在阿不拉的影响下，他的妻子倡议
成立了六运村“爱心妈妈”基金会，各族
妇女积极捐款，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鼓
励孩子们积极上进。

“六运村的村民朴实热情，我们工作
组成员驻村后，和各族村民都成了知心
朋友。”阜康市种子管理站驻六运中心村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组成员李
晓林说。“六运村风清气正，已连续 10 多
年没有发生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村民
李文学自豪地说，“附近的乡村都说我们
村不仅富裕，而且环境优美、村风和谐”。

阿不拉认为，发展农村经济，营造良
好风尚，必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村党总支将党员日常管理规范化，
将每月 16 日定为党员学习日；并根据居
住地分成党员片区，一个片区的党员组
成一个活动小组，指定一名党小组长，一
名党总支支部委员管理三至五名党小组
长，保证每名党员都能置于组织的管理
中。

此外，六运村还开展了党群结对帮
扶共建、党员“奉献日”等活动，每年开展
一次“优秀共产党员”评比活动，每季度
举办一次“道德讲堂”，用身边的事教育
身边的人。同时，村党总支定期邀请相
关领导和技术骨干、致富能手授课，打造
政治理论、科技文化、业务技能的培训阵
地。

为传承文化、激发干劲，阿不拉鼓励
喜欢收藏的村民郭清峰，将收藏的“宝
贝”展示出来。2014 年 10 月 31 日，“清
峰收藏室”挂牌，成为阜康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民族团结教育基地，迎来一批
又一批参观者。在收藏室里，郭清峰为
孩子们讲解“斗”的用途、粮票的历史、煤
油灯的种类⋯⋯通过今昔对比，教育后
辈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六运村的明天会更好！”记者离
开 时 ， 阿 不 拉 这 样 说 。 他 微 笑 的 脸
庞、自信的眼神为这句话作出了最生
动的注脚。

新疆阜康市九运街镇六运村党总支致力民族团结，带领村民致富——

“ 攒 劲 ”书 记 阿 不 拉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张琪

（前左

）参加马拉松比赛

。

（资料图片

）

▲ 阿不拉（右）召集村民

开会，商议土地流转和开办农

家乐。

◀ 阿不拉（右）与村民交

谈。

由艳丽跟女儿在一起。 （资料图片）

▶ 图 为 坐 落

在 六 运 村 的 蟠 桃

园 。 这 里 可 赏 牡

丹、荷花，采摘新鲜

果蔬，农民挣上了

旅游钱。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