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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有一个边陲小
县吉木乃，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达
141 公里。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以农牧业为主，居住着
3.9 万人，一半以上人口是哈萨克族群众。吉木乃地
势开阔，边境线长，在这里种田放牧的农牧民还承担
着繁重的戍边任务：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向边防
军报告。

今年 50 岁的马合沙提家住距离边防线仅 100 米
的萨尔乌楞村。从出生起，他便生活在马背上，和担任
巡边员的父亲一起放牧守边防。每天，巡边员巡逻一
次要走 30 公里，随身携带着不同颜色的旗子、马鞭子、
望远镜、红油漆等物品。看到边境上的铁丝网破损了，
父子俩就会用钳子修一修；发现界碑上的字褪色了，就
用笔蘸着红油漆，郑重地把“中国”二字和界碑号描了
又描；看到界碑脏了，便用干净的抹布认真地擦了又
擦；每天还要更换不同颜色的信号旗⋯⋯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父子俩每天出门巡
边，从不间断地做了几十年，记录了上百本巡边日记。

在萨尔乌楞村边防线上，《经济日报》 记者翻开
这两代人记录的巡边日记，尽管看不懂哈萨克文
字，还是能看到多则几十个字，少则十几个字的笔
记。巡边日记上还有一些照片，马合沙提说，“每
当我看到一些可疑的人站在边防线上，就会拍下照
片作为记录”。

1999 年，马合沙提继承父亲遗志，开始了单独出
行的巡边护边事业。他负责巡视的路段是中哈边境
68 至 71 号 4 个界碑间 15 公里的边境线。由于从小跟
随父亲巡边，马合沙提对边境线上的一草一木都非常
熟悉，甚至每个土坑、每条水沟、每块石头，他都一一刻
在脑海里,记在心里。一旦发现异常，他就立刻向边防
军汇报。

守边护边的日子是清苦寂寞的。马合沙提每天要
对着 15 公里长的边境线，对着没有生命的铁丝网、界
河、哨楼⋯⋯实在寂寞了，他会和界河交流，甚至和每
一块石头说话。他告诉记者，更多的时候，他会对着大
山唱起自己最心爱的歌：“思念像雄鹰在蓝天上飞翔，
我可爱的故乡，哪里的山比得上萨吾尔山啊，雪白的冰
山就像慈祥的妈妈。”

马合沙提还记得，2010 年 4月 9日，吉木乃县遭
遇了特大雪灾。在日常巡边时，他发现哈方 70 号界
碑竟被雪融水冲积的沙石掩埋了七八十厘米。他立即
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边防派出所、吉木乃县边防会晤
站。通过两国边境会晤告知后，哈方很快安排专人对
70号界碑进行了清理，并向我方表示了诚挚谢意。

萨尔乌楞村的青壮年大多都出外打工、做生意或
在口岸装卸货物，即便是帮人捡打瓜，一天也能挣 100
多元。照这样计算，光这一项一个月至少可挣 3000
元。而马合沙提从 2000 年起，每月从边防派出所仅
得到 150元补助，这些钱也只够买两袋面粉。

然而，马合沙提对巡边护边事业无怨无悔，从来不
计报酬。有人说他傻，他却笑着说：“挣钱，我也想啊！
但对我来说，护边是更重要的事情！祖国是我们的母
亲，孝敬母亲还讲什么报酬吗？”

也有人问他：“这么辛苦，值吗？”马合沙提指着距
界碑不到 100 米的村庄和离边境线只有 20 米的父亲
坟墓说：“这是我们的家呀！我不守护谁来守护！”

如今在萨尔乌楞村，有 50 多位像马合沙提一样
的边境义务护边员。在村庄的一面墙上，记者看到了
一幅图画，上面写着：“我家住在界河边，祖国母亲
在心间，种田放牧护国土，世世代代守边关。”这几
句醒目的话语是这个边境村农牧民们世代以守边护边
为己任的真实写照，也是马合沙提执著护边情怀的最
好诠释。

家住界河边

牧民护家园
本报记者 陈 颐

马合沙提和 9 岁的儿子在一起，保卫边防有了新

的接班人。 本报记者 陈 颐摄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燕山路街
道八小区的居民们欣喜地发现，101 楼 4
单元楼门旁挂出一块“社区公益图书馆”
牌子，经常有孩子们进进出出。

《经济日报》记者来到这个由两室一
厅住房改造成的小图书馆，一进门，就看
见两边都放置着书架，上面整齐摆放着

《成语故事》《儿童文学》等书籍，几位家长
正坐在正中的沙发上看书。

“我是陪儿子过来的，孩子在里面上
国学课呢。”一位家长指着里面一间阅览
室说。“‘馆长’赵春杨正在教孩子们学习

《弟子规》，这个图书馆就是他个人出资办
的。”图书馆管理员李娜介绍说。

集体学习结束后，孩子们纷纷选择自
己喜欢的图书阅读。“我之所以选择在这

里开图书馆，是因为这里距离学校较近，
小区里孩子多。”31岁的赵春杨说。

在淡雅的书香中，赵春杨聊起了自己
的经历。他出生于唐山市的一个普通工人
家庭，中专毕业后，摆过地摊、做过工人，
干过广告业务员。工作之余，赵春杨喜欢
看看书、听听音乐。遇到难题，他总是从书
中寻找答案。2009 年底，赵春杨当起舞蹈
教练，开办了一家舞蹈培训机构。

2016年初，赵春杨跟家长们闲聊时得
知，孩子没事就玩手机、玩电脑，不爱学习
不爱看书，令父母们很头疼。而且，电子产
品不仅耽误孩子学习，也影响孩子的身心
健康。对此，赵春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
想让孩子爱上读书，想建一个公益图书馆，
引导孩子们从书中寻找快乐。

今年 6月，赵春杨开始筹办图书馆，从
选址、装修，到购置桌椅、图书，忙碌了一个
月，终于赶在学生放暑假时正式开馆。

“起初，有些居民只在门口转悠不愿进
来，对‘公益图书馆’有些怀疑。但开馆后，
这里逐渐被居民们认可，来看书的孩子越
来越多，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招聘了一名
图书管理员，负责组织开展亲子阅读等活
动。”赵春杨说，尽管自己为此花费了大量
时间、精力和金钱，但只要孩子和家长们认
可，对孩子成长有好处，这些付出就值得。

八小区的常丽每天都带 6 岁的女儿
来看书，她高兴地说：“女儿爱看书。以前
去图书馆都要走很远，这下可好了，不出
小区就能来看书。”小小图书馆不仅为八
小区的孩子提供了读书好去处，也吸引了

附近小区的孩子。居住在六小区的初二学
生崔露艺，自打图书馆开馆就成了常客，
她说，“这个暑假，再也不愁没地方去而靠
手机游戏打发时间了”。

赵春杨的爱心之举得到家长与小读者
的支持，他们先后捐来 300 多本图书。“现
在馆内图书已有 1000 多册了。”图书管理
员李娜表示，尽管每月只有 1000 多元工
资，但她喜欢这份工作，也被赵春杨的爱心
所感动，会尽心尽力把这份工作做好。

赵春杨告诉记者，“目前，我的舞蹈学
校每月能收入5000元，图书馆每月人工及
水电费等支出有2000多元。开这个图书馆
不轻松，但只要我能力允许，这免费图书馆
就会办下去，并且天天开放，不断更新图
书，让孩子们喜欢上这里，爱上阅读。”

赵春杨个人出资献爱心——

社 区 有 家 公 益 图 书 馆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朱大勇

5月 18日凌晨，河南南阳市一栋居民
楼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住在该楼的 38 岁
男子王锋，三入火海救人。当晚，这栋失火
的三层居民楼中，24 人全部安全脱险，唯
有 王 锋 被 特 重 度 烧 伤 ，烧 伤 总 面 积 达
98%。面对火海英雄的壮举，社会各界纷
纷慷慨解囊，助力英雄疗伤，渡过难关。

三入火海大丈夫

5 月 18 日凌晨 1 点 20 分，熟睡中的
潘品被丈夫推醒。“咋有股烧焦的煳味
儿？”还没等她清醒过来，王锋已经打开了
卧室门——只见正对卧室的一楼大厅里
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存放的十几辆电动
车正在剧烈燃烧，时不时响起“嘭嘭”的爆
炸声。

“失火了！快救人！”王锋返身，迅速将
潘品和两个孩子转移到大门外的安全地
带，急匆匆叮嘱一句“快报警”后，转身又
冲入火海。

“浓烟太呛，门从里面已经打不开了，
王老师从外面把门踹开，拉着我们就往外
跑，当时他连鞋都没穿。”回忆当晚的情
景，姚雪颤抖的声音里还透着一丝恐惧。
她是王锋聘请的辅导老师，当晚负责照顾
两个留宿的学生。王峰二入火海，救出了
他们三个。此时，他还没有被烧伤。

火势越来越大，灼热的烈焰和“噼里
啪啦”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火舌肆意从屋
内喷射出来。只穿着一条短裤的王锋没有
停留，再次冲入火海。这次，他随手拿了一
个脸盆，跑上二楼、三楼，用脸盆使劲儿敲
打着房门，嘴里喊着：“着火了，着火了！”

住在二楼的王东峰被王锋叩门的声
音惊醒，她透过窗户看到从一楼大厅烧上
来的火光，地板已经开始发烫。浓烟太呛，
王东峰一家人只能堵上门窗，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退回到比较靠内的房间等待救援。

几分钟后，王锋跌跌撞撞冲出火海。
此时，陆续赶来帮忙的邻居发现，他几乎
被烧成了“炭人”。“刚碰到他的胳膊，一层
皮就下来了，头发烧没了，全身上下都是
黑的。”潘品回忆道。

“快救人啊！失火了！”王锋边跑边喊，
踉踉跄跄地跑到近百米外的张衡路口，迎
接消防车和救护车。他赤着脚，每跑一步
都在渗血，而这些血脚印，至今依稀可见。

1点 35分，消防车和救护人员赶到现
场，火势迅速得到了控制。大家齐力想把
王锋抬上救护车，而他却不肯上去，一个
劲儿地说：“楼上还有人，先救他们⋯⋯”

因为王锋的积极救援和及时预警，在
这场火灾中的其余 24 人无一人受伤，但
王锋全身烧伤面积达 98%，属于特重度烧
伤，一度生命垂危。

“王锋，你能听见不？”凌晨 2 点，张思
虎接到潘品电话，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他
下意识推一下好兄弟的左肩膀，顿时吓蒙
了：一块皮直接脱落，露出刺眼的白色皮
肉。

本可以毫发无损，如今却被火烧得面
目全非，张思虎心揪着疼，忍不住问：“当
时火那么大，为啥第三次又冲进去？”而病
床上无比痛苦的王锋，口气里透着义无反
顾：“火烧那么大，楼上那么多人，咱能眼
睁睁见死不救，不管吗？”

一串血脚印，三次入火海。他是英雄，
每一次奔跑都在诠释着大爱和对生命的
崇高信仰。

好男儿是这样“炼”成的

今年 38 岁的王锋是南阳市方城县古
城村人。这里北有尧舜禹访贤之地三贤
山，东临开国少将栗在山将军的故里。

如今，偌大的院落和两层小楼，显得
冷冷清清。

“王锋是个孝顺子，也是俺家的顶梁
柱。一直以来，这个家就指望他生活。”说

起王锋，母亲周文焕脸上挂着笑，眼泪却
夺出眶来，“以前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
孩子是在苦日子里泡大的。”

母亲周文焕是癌症和糖尿病患者，同
时还伴有脑梗后遗症，常年吃药；父亲王
荣义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失去劳动能力。
不仅如此，王锋的大姐因小儿麻痹丧失了
劳动能力，弟弟患有癫痫病。

平时沉默寡言的王锋把爱都藏在了
心里：对患病的母亲，他每到一处总要打
听效果好的药物，第一时间寄回家；弟弟
要结婚了，他添置了所有的家电⋯⋯一家
人的生活，全靠王锋一人苦苦支撑。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计，高中毕业
后，王锋自考了计算机，毕业后先后到郑
州、甚至国外打工。去年 7 月，王锋带着妻
子和一双儿女租住在西华村一栋三层民
宅中。由于临近小学，夫妻俩就办了一所托
教班，收了三四十名小学生，赚些辛苦钱。

“王锋夫妇俩话虽不多，可为人厚道，
口碑特别好。”王女士说，“他俩对孩子们
很舍得，也很有责任心”：每次吃饭给孩子
们准备四个菜，还备有点心；用心辅导其
他孩子后，才辅导自己的女儿和儿子⋯⋯
如今，在一楼的房间墙壁上，还有王锋和
妻子潘品张贴装饰的绿树、小花、大象、栅
栏等，十分温馨。

7 月 12 日下午 5 点，王锋从南阳市南
石医院乘专机到达北京，顺利入住北京解
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

在南阳机场，周文焕只能默默地看他
被抬上飞机。“母子连心啊！到现在我都没
能碰碰孩子，我就想看看俺孩子，跟他说
说话，问问他还疼不疼⋯⋯”如今，两个半
月过去了，周文焕没能和儿子见上一面。
想儿子时，她只能站在屋顶，望着北京的
方向，默默祈祷。

“即使治不好，我们也没有怨言。我儿
子是为救人烧伤的，我们没有白生养他，
他很光荣。”瘦弱的王荣义红透了眼眶，坚
持没让眼泪流下来。

“王锋为人特别善良，品行端正，俺既
为他舍己救人严重烧伤难过，又为他的英
雄壮举感到自豪。”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姚
金岭说。2013 年，村里小学校舍进行改扩
建，孩子们上课一时教室紧张，王锋就主
动腾出自家的房子，让学生在家中上课。

“王锋家临着村道，门前空地比较大，
东边是蔬菜大棚。每次我在门前空地上装
育苗营养钵时，他总是主动过来帮忙。”村
民王林告诉记者，“他乐于助人，心肠好，
平时邻居家有什么事情，无论白天、晚上，
他总是随叫随到。”

广阳镇一中的张浩阳老师说：“我上
初中时丢了饭票，王锋就把他一个月的饭
票全部给了我。”

帮助同学筹集学费，接济邻里，为朋友
慷慨解囊⋯⋯这就是我们的“平民英雄”。

爱的回响

“这是一个心碎的过程，手术刀划在
你身，疼在我心。”现在潘品租住在医院附
近的一个小区内，每天都在病房外守着，
只为了离丈夫更近一些。

“爸爸我想你了，不管你烧成什么样，
你都是我爸爸，要和我们在一起美好地生
活。”看到孩子们的信，潘品瞬间热泪盈眶：

“孩子们都懂事了。”她在朋友圈写下，“我
相信爱的力量是百万雄师，无所不能”。

“结婚 12 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
一年多。”潘品说，结婚这么多年了，夫妻
俩都没有怎么浪漫过。

王锋的事迹传开后，在社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亲友、同学以及全国各地素不相
识的人，都自发赶往医院看望、陪护，通过
各种渠道奉献爱心。

住院当天，房东送来 2 万元救急，托
教学生家长也纷纷打电话慰问。“家长们
也不容易，我怎么能要他们的钱？”面对学
生家长捐钱捐物，潘品婉言拒绝。

5月 21日，方城县广阳镇党委书记郭
鹏、镇长陈万萍给王锋送去了慰问金。看
到王锋受伤的惨状，两人不禁放声大哭。

北京、上海、广州⋯⋯各地的爱心汇
聚成河。宁夏的一位爱心人士在网上看到
王 锋 的 英 雄 事 迹 后 ，向 王 锋 账 户 捐 入
2000 元，并发来短信：“王锋是大爱无私
的英雄，祝英雄早日康复，愿正气长存人
间。”

7 月 16 日，河南籍“北京好人”李高
峰、李守禄来看望王锋，给潘品打气，“以
后我们就是你的娘家哥，在北京有事情，
只管跟我们联系，别见外”。

7月 22日上午，广阳镇育新小学两名
老师送来了满满一箱硬币，共计 5389.1
元，里面装满了全校师生的心意。潘品说，
她打开箱子时，满是心酸和感动。

⋯⋯
50元、100元、1000元⋯⋯他们不肯

留下自己的姓名，在潘品的记事簿上，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好心人。

5 月 27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在首次切
痂植皮手术后的第三天，王锋终于能开口
说话了。面对满眼热泪的妻子，他发出微
弱的声音：“一定要向大家表示感谢，是社
会各界的无私关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王锋三次冲入火海救人，将自己的
生命置之度外。他拿自己的生命换取别人
的生命，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非常难能可
贵。”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说。

时隔多日，被烧的房子已经被重新粉
刷、加固，来了新租户。而王锋才刚开始他
的漫长康复之路。如今，他已经接受四次
植皮手术，从当初 2%的生命希望到如今

“病情危重之中相对平稳”，王锋心脏的每
一次跳动，都牵动着无数人。

王 锋 ：三 入 火 海 救 邻 居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一入火海亲情使然，二入火海职责

所在，三入火海义不容辞！王锋留下了

一串血脚印，也谱写了一曲舍己救人的

英雄之歌。

他是慈父孝子，他是侠义亲朋，他是

24 人 的 救 命 恩 人 ，是 千 万 人 的 心 之 牵

挂！这绝不是偶然，是河南南阳这片热土

孕育英雄精神的铭证，也是中华民族精神

支柱的具体显现。

平时，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人潮

中普通而平凡的面孔，但当义不容辞时，

他们总会伸出自己的双手，这就是“正能

量”。英雄人物的事迹熠熠生辉，更多人

希望迎头赶上，真正为实现“正能量”奉献

属于自己的道德力量。但事实是：“正能

量”常常是“盆景”，很难成为大家的“风

景”。好人难做，因为好人要解决的不仅

仅是被帮助者的需求，还要迈过自己心里

那道利益的门槛。

宣扬“正能量”，不应让“正能量”有后

顾之忧，好人理应有好报。回报不需要很

多，“侠肝义胆”的赞美，“一粥一饭”的温

情尽显人间关爱。为救助王锋，街头环卫

工送来了 10 元，卖豆腐的大哥送来 100元

⋯⋯更多不留名的市民为王锋送来爱心款

和祝福。截至5月24日晚，王锋家属收到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捐款共计170余万元。

“囯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好人好

报”不仅需要群众对“正能量”的温情相

待，还需要国家制度的深层关切。一个国

家建立起全体人民共同的道德遵循，才能

实现长治久安、国强民富。

传递爱的“正能量”
夏先清 杨 倩

▶ 王锋和孩子们在一起。

（资料图片）
▼ 王锋乘专机转到北京

接受治疗。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