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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西丰县有个“树痴”吴兴华。
仲夏，走进西丰县凉泉镇勤廉村，

便走进了绿色。置身于绿色的世界，《经
济日报》 记者听到的是鸟语，闻到的是
树香，感觉到的是沁人心脾的凉爽。一
幢红顶白墙的简易农舍点缀在绿的深
处，这里就是吴兴华的家。古铜色的脸
膛，粗布衣裤，一双沾满泥土的黄胶
鞋，有一层厚厚老茧的双手，让人很难
相信他曾是银行行长。

2010 年，吴兴华从西丰县农业发展
银行行长的岗位退休后，就一头扎进家乡
的深山荒沟，开垦荒山，植树造林。6 年
来，他种树育苗 50 多万棵，把 200 多亩荒
山荒沟变成了一片绿色。他不但自己垦
荒种树，还创办了西丰县老兵苗圃，无偿
为乡亲们培育树苗 10多万株。

对种树痴心不改

67 岁的吴兴华在西丰县凉泉镇勤廉
村出生长大，童年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
他对树很有感情。那是上世纪 50 年代初
的一个夏天，西丰县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
灾。暴风雨袭来，山洪如脱缰的野马呼啸
着从山上冲向村子，2 米多高的大浪一个
接着一个冲向吴兴华家的土房，涌进屋中
的洪水齐腰深，父亲赶紧抱起他往外跑。
这时，一股急流猛冲过来，父子俩瞬间被
冲散，大水把吴兴华冲走。生死攸关时
刻，奇迹出现了：洪水中的吴兴华被水中
的几棵大杨树拦住，捡回了一条命。

1974 年从部队复员后，吴兴华被推
选为勤廉大队书记，每年春秋两季，他都
带领村民在村头路边、荒坡河滩上植树造
林。只要有一块“闲地”，吴兴华都要栽上
树，在每年的植树造林“大会战”中，勤廉
大队都是第一名。

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以后，吴兴华发
现农村出现很多怪现象：有粪肥不用，
花钱买化肥；有秸秆不用，毁林伐树
烧。一些村民为多收粮食，偷偷毁林开
荒，造成地进林退，沙进人退。看着山
林一天天变少，吴兴华坐不住了，他找
到开荒种地的农户说：开荒种地眼前是
多得点儿，但是树砍了，植被毁了，山
保不住水，地固不了沙，洪水和大风会
把收成全都带走，教训惨痛啊！在吴兴
华的努力下，当地毁林开荒的现象被制
止了。

他告诉记者：“正是这些惨痛教训让
我对种树痴心不改。”

吴兴华种树，更爱树。有一次，小女
儿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折了路边的柳条
做口哨，吴兴华知道后，罚女儿站了 1 小
时。他对女儿说：“如果把地球比作人的
话，那森林就是他的肺，肺出了问题，人得
多痛苦啊！”30 多年过去了，每每提起此
事，小女儿总是嗔怪地说：“在我爸心里，
树比孩子还金贵。”调入县城工作后，吴兴
华每年都要回家乡植树造林，还要去山上
看当年栽下的树苗。“看着当年的小树苗

长成郁郁葱葱的大树，就好像看着孩子长
大成才一样高兴。”吴兴华说。

当上“绿色银行”行长

在西丰县金融界，提起吴兴华，几乎无
人不知。他先后担任县农村信用联社主
任、县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行长，在任
期间扛起了辽宁省金融界的一面旗帜。退
休后，吴兴华走进深山荒沟，当上了“绿色
行长”，在“绿色银行”里挑起了大梁。

“这片山坡上有红松、糖槭、苹果、李
子⋯⋯总共 5 万多棵吧，都是今年开春栽
的。这片山一包 30 年，8 万元包下来的，
加上树苗和人工 10 万多元吧！”吴兴华打
开了话匣子。春天栽树那阵子，吴兴华忙
着整地、挖坑、栽树、浇水⋯⋯为尽快把树
苗栽好，他还雇了一些村民帮忙栽树，花
了 2万多元。

“不让他干啥都行，就是不能不让栽
树。为了栽树，他可以不吃不喝。”为此，
老伴叶凤芹没少唠叨。“每年春天最适宜
的栽树时间就半个来月，我和老伴干不过
来，只能雇人来帮忙栽树。花点儿钱，
值。”吴兴华一边说，一边拔去树苗周围的
杂草。

为种好树，这些年，吴兴华四处拜师
学艺：从黑龙江到河北，从北京林业大学
到开原苗木基地，一路留下了他艰辛的足
迹。为学习金丝垂柳的培育方法，吴兴华
在江苏省沭阳县一住就是 2 个月，跟着林
业技术员看育苗、学剪枝，让年轻的技术

员大为感动；在黑龙江省林口县学习红松
苗嫁接那会儿，吴兴华被蚊子叮咬引发感
染，住院治疗 20 多天才脱离生命危险。
每每提到这些，老吴总是那句话：“想把树
种好，就得有真本领，不付出点血汗哪
行？”

吴兴华的 200 多亩山林分布在两个
沟岔，他每天要走 30 多公里的山路巡查
树情。走进树林，吴兴华看看这棵，摸摸
那棵，查看树木的长势，看有没有病虫害，
有没有被大风吹折，6年来风雨无阻。

一只水壶，一把镰刀，一把镐头，成了
吴兴华退休生活的全部。

“那片山坡上的垂柳、京桃和白榆是
我最早栽的一批树，现在已经成林。”吴兴
华指着远处的山坡说。他的手指已经无
法伸直，苍黄色的指甲弯曲变厚，前端开
裂，手上的皮肤更是千沟万壑，看不出清
晰的纹路。

“一走进这片树林，我心里就特别舒
坦。这些树就像我的孩子，一天看不着就
感觉缺点啥似的，在树下坐一坐，看着就
高兴。”吴兴华那张布满了刀刻般皱纹的
脸庞写满了幸福。

吴兴华幽默地告诉记者：“我现在还
是行长，‘绿色银行’的行长。为了绿满家
乡，藏富于林，‘绿色银行’里‘存款’越来
越多，只要还能动弹，我就一直干下去！”

从种树开始再活一回

“如果说退休前种树是我的兴趣，那

么，退休后种树就是我的事业，我要从种
树开始再活一回。”吴兴华说。

退休后，吴兴华把家搬到了勤廉
村，拿出多年的积蓄育树苗、包荒山、
植树造林，从早忙到晚。一些村民对他
忙于种树很不解，一个行长有退休金，
60 多岁累成那样图个啥？3 个女儿也多
次从外地打电话回来劝阻：“辛苦半辈子
了，身体不好，养好身体，陪着妈妈享
享福，别再拼命了。”老伴叶凤芹知道，
吴兴华患有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每
次犯病几天都下不了地。可为了种树，
吴兴华来了“九头牛拉不回来的犟劲
儿”，育苗、栽树、巡山从来不闲着，身
体也一天天消瘦，精神却越来越矍铄。

看到老伴这样坚决，叶凤芹心软
了。“老吴身体不好，他一个人种树巡山
我不放心，就跟着一起去。他总跟我讲
生态呀，环保哇，慢慢地我也明白了种
树的意义，尝到了种树的甜头。虽然种
树挺累人，但是看到满山的绿树，啥苦
啥累都忘了。”叶凤芹说。

吴兴华在生活上省吃俭用，在种树
上却从不吝啬。6 年来，包荒山，买树
苗，雇人工，花的 20 多万元都是老两口
多年积攒的钱。今年春天，吴兴华又

“偷偷”地把住房公积金拿出来承包了一
片荒山，栽上了树苗。

“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林，让家乡
的山川大地绿起来，美起来，让农民富
起 来 ， 这 是 我 后 半 生 要 努 力 做 的 事
情。”在前年的战友聚会上，吴兴华跟
战友们讲出了自己的心声，并请大家一
起植树造林，绿化家园，西丰县老兵苗
圃由此诞生。今年，西丰县老兵苗圃培
育 了 白 榆 、 快 柳 、 京 桃 等 树 苗 30 万
株，其中 10 多万株是用来帮助贫困户
发展林木产业的致富苗。在吴兴华的悉
心指导下，村民李福林已经成为育苗的
行家。今年开春，李福林用卖树苗的钱
承包了一块 60 亩的荒山，在山坡上栽了
大片的红松和白榆苗。“栽树既能绿化荒
山，保护生态，长大又能卖钱，一举多
得。”李福林说。在吴兴华的影响下，越
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种树大军中，荒山
荒沟正一天天变绿，农民的钱袋子正一
天天变鼓。

吴兴华意味深长地说：“退休了，总
要干点啥，栽树是容易做到的事儿。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呐。我希望越来越
多的退休人员来到农村种树，不仅能收
获健康快乐，还能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
青山。”

“树痴”吴兴华的绿色坚守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孙庆春

赵同花是山东德州市临邑县临南镇
育才小学校长，更是该校 80 多名留守儿
童的妈妈。在儿子眼里，赵同花很偏
心。一次，赵同花把几个留守儿童带到
家里吃饭，她把碗里的肉习惯性地夹给
其他孩子，却不给自己的儿子。乡亲们
对这位“偏心眼”的妈妈却是这样评价
的：“自打同花来育才小学当校长，俺们
这 9 个村里就再也没有出过不念书的孩
子。”

待孩子跟亲妈一样

赵同花了解到，育才小学的这 80 多
名留守儿童，有近 60 个孩子的父母一年
回家不足 3 次，有的甚至几年才回家 1
次。由于亲情缺失，这些孩子的情感需
求得不到满足，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
导，很容易导致“亲情饥渴”，表现出内
心封闭、行为孤僻、缺乏交流的主动
性，或是脾气暴躁、冲动易怒，极易产
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等倾向。

“孩子的教育涉及每个家庭的可持续
发展，父母不在身边，教育不能再缺
失，学校有责任为他们提供一个温暖的
家。”赵同花说。

留守儿童王亚楠与爷爷相依为命。
爷爷靠修鞋为生，为赶集，常常塞给亚
楠一个凉馒头，早早地就把她送到学校
门口。寒冬腊月，赵同花常常看到孩子
哈着小手在雪地里孤零零地跺着脚。她
很心疼，就把照顾亚楠的事揽了过来。
于是，她家的饭桌上多了一只碗，床上

多了一床被。亚楠爷爷逢人就说：“同花
老师待孩子跟亲妈一样！”

雨 雪 天 ， 道 路 泥 泞 ， 很 多 学 生 回
不了家，赵同花就把路远的学生留下
来住。有的孩子鞋湿透了，她就等孩
子们睡下后，为他们烘干鞋袜。赵同
花还发动全校老师，进行“我会剪指
甲”“我会洗头发”“我会做饭菜”等
生动有趣的课外活动，培养孩子的自
理能力。

家访足迹踏遍学区

“我们把学生比作‘早上刚升起的太
阳’，但留守儿童常面临辍学的危险。为
不让‘刚升起的太阳’过早地‘落下’，
我们就尽一份力吧。”为让留守儿童不再
辍学，赵同花的足迹踏遍了学区每个村
子的每条胡同。

2001 年暑假后的一天，赵同花发现
学生张桂芳没有来上学。一问才知道，
她爷爷不让她上学了。中午，赵同花头
顶 烈 日 赶 到 5 里 外 的 桂 芳 家 里 。 一 进
门，只见她爷爷正坐在椅子上喝茶，见
了赵同花不理不睬，任凭她说破嘴，就
是不让孩子上学。最后，桂芳爷爷撂下
一句：“女孩家念再多书也没用。”第二
天再去，赵同花吃了个“闭门羹”，她不
死心，又去了张桂芳家的麦场，还是扑
了个空。“我想读书！”在树荫下看书的
张桂芳看到来回奔波的赵同花时，失声
痛哭。

第三天下午，赵同花又去了张桂芳
家的麦场。这次她啥话也没说，放下车

子 就 帮 着 收 麦 子 ， 一 直 干 到 晚 上 9 点
多。一直躲在树后的桂芳爷爷终于感动
了：“赵老师我服你了，明天就让桂芳去
上学。”

留守儿童张雅琪性格有些孤僻，不
愿上学。赵同花去她家家访时，见姥姥
给她穿衣服时又蹬又踹。当赵同花边劝
说边给她穿时，任性的张雅琪一脚踢在
同花嘴上。赵同花忍痛给她穿好衣服，
并亲自把她带到学校。自此，赵同花每
天都会上门给她穿衣服、梳头、洗脸
⋯⋯渐渐地，雅琪适应了学校生活，性
格也开朗起来。

用奖金捐建周末书屋

“37 年来，对学校、对学生我问心无
愧，然而对家庭，我有深深的愧疚。”赵
同花说，她自觉最对不住母亲，没能在
老人最需要时，在床前尽孝。1985 年 11
月 23 日，看到母亲身体情况不好，赵同
花想陪母亲去医院，但母亲坚决不肯：

“你进修出去了好几天，快去看看那些留
守孩子吧，他们更需要你！”等赵同花晚

上回来时，母亲已经不行了。后悔、自
责一齐涌上心头，赵同花泣不成声。

对 于 丈 夫 ， 赵 同 花 觉 得 亏 欠 得 更
多。丈夫在另一座城市的一家煤矿任工
程师，早在十几年前，矿上曾两次为她
安排好工作，都被她婉言谢绝，理由只
有一个：离不开学校，离不开孩子。结
婚 20 多年，她跟丈夫在一起的日子总共
不到两年半。

她用上班第一个月的 18 元工资，给
学生买了篮球、故事书。之后，就一发
不可收拾。37 年来，为学生花过多少
钱，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些年她没
给家里添一件像样的家具，至今没有一
笔存款。不仅如此，就连她获得的近万
元奖金，也全都给孩子们购置了学习用
品。去年教师节，她用获得的 3000 元奖
金买了图书，在吕寨村为留守儿童建了
一个周末书屋。

37 年来，她先后荣获“山东好人”
“山东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德州市最美
平凡人”等 20 余项荣誉称号，以她为原
型的电影 《起立，老师好》 好评如潮。

不 让 一 个 留 守 儿 童 辍 学不 让 一 个 留 守 儿 童 辍 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金虎王金虎 通讯员通讯员 任清松任清松

对不少家长来说，给孩子看病是一件难事：专业
的儿童医院很难挂上号，私立的儿科医院又不让人放
心。可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胜古庄社区的家长来
说，给孩子看病却享受了 VIP 待遇——这里有一对享
受国务院津贴的老专家夫妻，定期参加社区义诊，为
社区里的孩子免费体检，28年来从未间断。

这对深受居民尊敬的医生夫妇就是已 86 岁高龄
的孙筠友和彭俊周。

28 年社区义诊

孙筠友和彭俊周家里挂着很多照片，其中有不少
是与邻居的亲密合影。

“这是小于，在美国读博士！是我们社区里的
‘有为青年’！”孙筠友翻看着照片，指着一名帅小伙
骄傲地说。小于一家和他们二人的缘分，可以追溯到
20多年前。

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一次义诊中，当时 3 岁的小
于由于身体不适，被奶奶带去检查，但年幼的孩子却
说不清哪儿疼。孙筠友用手轻轻按压孩子的腹部，发
现有反跳力疼痛现象，多年的经验让她判断孩子患上
了潜伏性阑尾炎。

在她的建议下，孩子被及时送去医院进行手术，
术后安然无恙。如今，在外求学的小于每次回国都会
看望他的“孙奶奶”，并深深鞠上一躬，表达对她的
感谢和敬意。

这样的情况，孙筠友和彭俊周不知道遇到过多少
次。

上世纪 80 年代，孙筠友和彭俊周相继回到北
京，孙筠友从事妇幼保健工作，彭俊周在和平里医院
继续从事临床工作。1988 年，孙筠友退休了。她主
动找到社区，希望能参加社区的医疗活动，为社区里
的孩子做免费体检。彭俊周也在工作之余，时常参与
医学宣传讲座，并为社区居民义诊。

随着社区范围的扩大，胜古庄社区和胜古北社区
的住户越来越多，最多时，孙筠友每年为百余名儿童
进行义务体检。

在一次义诊中，孙筠友发现，一名患哮喘已 3 年
的 5 岁女童很有音乐天赋。问及孩子喜欢的音乐，家
长的眼泪夺眶而出。孙筠友看出她的难处，和老伴商
量给这个孩子一些资助，并帮助她治病。

经过几年的治疗，孩子的顽固性哮喘痊愈了，长
大后考入音乐学院声乐系。她常来看望孙奶奶和彭爷
爷，并不时为他们高歌一曲。

目前，两位老人的志愿服务已持续了整整 28
年，在这段几乎等同于他们整个职业生涯的漫长时间
里，两位老医生分文不取，也从未间断义诊。

30 年东北行医

别看孙筠友和彭俊周满头银发，气质儒雅，一派
老知识分子的书卷气，当年他们可都是热血青年，东
北的冰天雪地也丝毫没影响他们的满腔激情。

1949 年，孙筠友和彭俊周就从各自的家乡奔赴
东北上学。当时还不认识的二人都选择了学医，选择
了大连医学院，也牵起了他们之间的缘分。

“就像‘红灯记’里唱的那样，我家的‘表叔’
也多得数不清！”孙筠友笑着说。中学时，她曾帮助
在北京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母亲与叔叔、阿姨们传递
情报，小小的她穿梭在京城的很多角落，发传单、送
信件，为革命奉献力量。

孙筠友母亲是妇产医生，她受母亲影响，从小就
对生命充满敬畏，于是选择了儿科医生这个专业。

彭俊周所在的中学学风很好，青年们很关心政
治。年轻的他希望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最终选择了
学医。

二人成为我国第一届医科类大学生，毕业后，他
们留在东北从事医疗工作，一干就是 30年。

老两口天生一副热心肠。孙筠友记得自己值夜班
时曾遇到一个患败血病的孩子，但当时医院血浆不
足，急需血源。她二话不说，挽起自己的袖子就给孩
子献血，保住了孩子的生命。

“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献了血之后还继续上夜班
呢。”孙筠友说。

从医 30 年，孙筠友挽救过无数孩子的生命，当
年经她诊治的不少孩子都叫她“干妈”。在她心里，
这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作为儿科医生的一份责任。

“身后”将捐献遗体

除了照片，老两口的家里还珍藏着两件“宝
贝”。孙筠友起身，从客厅抽屉里取出了两份遗体捐
献协议。

“我们年轻时学医，知道解剖课上缺少人体标本
的困难。我们希望能在去世后，为医学尽最后一份力
量。”彭俊周说。

4 年前，两位老人找到医学科学研究院，办理了
遗体捐献手续。“几个孩子都非常支持，他们也考虑
在‘百年’之后捐献自己的角膜、遗体。”孙筠友
说，孩子们的态度让他们很感动，愈发觉得自己的选
择很有价值。

“我们信仰科学，更信仰共产主义！”彭俊周表
示，人生在世要珍惜生活，有所作为，去世后还可以
通过这种特殊方式为社会作贡献。

为社区义诊的
银发天使

本报记者 佘 颖

▶ 吴兴华和老伴

一起研究绿化苗木。

▼ 当年栽下的杏

树已经结果。

孙庆春摄

赵同花和留守儿童们在一起。 本报记者 王金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