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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县富山乡
黄芽山的一个寂静而偏僻
小村庄里，10 余栋建于
上世纪 50 年代的砖瓦房
伫立在密林杂草之间。这
里是南昌市青云谱区省皮
肤病专科医院黄芽山病
区，里面住着 97 位麻风
残疾休养员。

一直以来，黄芽山病
区鲜有人问津，甚至连病
人的家属也避而远之。然
而，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
院麻防科科长徐根保却
27 年如一日，为患者进
行治疗、护理，用自己的
青春践行了为病人着想，
为群众服务的崇高信念。

前不久，记者前往黄
芽山病区，正好遇到徐根
保在检查病房。从 1989
年调到黄芽山病区工作至
今，一天两次查看病人的
身体状况成为徐根保的日
常工作。

“老罗，你怎样了？”
“你的腿好像更严重了。”
今年 73 岁的罗大爷因麻
风病落下了腿部残疾。当
看到罗大爷的病情加重，
徐根保立刻扶着罗大爷坐
在床上，并将罗大爷的双腿抱上凳子上，自己则跪
在地上帮罗大爷脱下鞋袜，进行检查。“几个伤口
的溃疡面积都变大了。”对罗大爷的双腿检查后，
徐根保决定给罗大爷换药。他打来一盆热水，将罗
大爷的双腿放入水中，一遍遍擦拭。“热水泡脚可
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以后走路小心点，不能走太
远了。”换完药，徐根保又对罗大爷仔细叮嘱了一
番，才放心地离开病房。

“我们病区的病人，麻风病都已痊愈，没有传
染性，但病菌导致他们的神经坏死，大部分病人的
手脚、面部都没有了知觉，感受不到疼痛，即便受
伤了也不知道。”徐根保告诉记者，病人不但受伤
后全然不知，伤口恢复也是问题，因为神经坏死，
血液循环不畅，身体局部的营养供给不足，简单的
划伤都可能导致截肢。因此，每天为病人细心体
检，手把手地教病人护理知识以及残肢功能锻炼方
法，都显得更为重要。

“他对我们可好了，什么事都替我们想着。”姜
大爷今年 74 岁了，自从 19 岁患上麻风病后，便一
直住在黄芽山病区。因为麻风病，姜大爷的手脚有
不同程度的残疾，一条腿还装上了假肢。虽然没有
亲人、儿女，但徐根保和护理人员无微不至的照
顾，让姜大爷每天都很高兴。“这里的医生就跟儿
女一样对我很好，尤其是徐医生，他经常给我做好
吃的，陪我散步聊天，他最会关心人。”姜大爷说。

病人的满意源自徐根保的辛勤付出。而在妻子
和儿子的眼里，徐根保却很忙，每周只能周末回家
一次，一下乡就是十几天。在同事的眼中，他很
傻。作为一名副主任医师，他的收入比同等级别的
医生少了许多，但他却承受了更多的艰辛。不管外
界如何评说，这么多年来，徐根保始终坚守自己的
信念。“有人建议我换岗位，但这么多病人需要我
照顾，我放心不下。”徐根保说。

江西皮肤病专科医院麻防科科长徐根保
—

—

麻风病区里的贴心医生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邹文斌

12 月 22 日，全国劳模、南昌铁路局向塘机务段
“郭学飞劳模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郭学飞（右二）对
和谐机车主压缩机构造原理进行研究。近年来，工
作室着眼于铁路运输安全实际，积极探索企业节支
创新提效良方，共研发创新创效成果 16 项，每年为
企业创造经济效益60 余万元，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
新引擎。 鲍赣生摄

创新增效的“领头雁”

“今年试种的饲草收获了73吨，算下
来能有 20 万元的收入，明年还要继续扩
大种植规模，争取达到 2000 亩。”日
前，带领牧民试种饲草大获成功的青海省
达日县窝赛乡依隆村党支部书记万玛加充
满信心地对记者说。

达日县窝赛乡依隆村地处三江源核心
区，平均海拔 4000 米，气候条件恶劣，全
村草场面积 20.18 万亩，有 3 个合作社，共
有牧民202户733人，增收难度较大。

刚到村里的第一天，牧民们看见万玛
加，都以为他只是来“转一圈”就走了。
当村委班子和万玛加一起入户调查的时
候，村民听到他说藏语，一下子就拉近了
彼此距离。当万玛加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村
里发展产业，争取项目资金，组织大家种
植牧草，让村民尽快脱贫的时候，牧民们
感觉到他是真想为大家做些事情。

开展入户调查，万玛加设计了“窝赛
乡贫困村调查表”，短短两个月内，入户
400 户次，走访群众 1000 人次，最终确
定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74人。

“来到这里一年多，村里脱贫了十几

户，这都是万玛加带大伙干出来的。”依
隆村村委会主任肉旦说。

依隆村地处河谷，这让万玛加产生了
发展饲草产业的想法。为了尽快实施，他
多次到省城跑项目要资金，最后从青海省
民委争取到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30 万元，
以及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1.5 万元
箭筈豌豆种子。资金到位后，万玛加带领
驻村干部前往西宁组织农资，为了节约资
金，他组织村民背麻袋装车当搬运工。返
回后他和驻村干部又充当主要劳动力，带
领贫困牧民，抢抓播种时机，起早贪黑奋
战 17 天，完成了 500 亩生牧草的种植
任务。

为了让牧民掌握劳动技能，万玛加专
门从西宁聘请了技术人员，通过“以种代
训”的方式，组织牧民学习种植技术和操
作规范。万玛加自己先掌握翻耕、施肥、
播种、震压等技术操作规范，再向牧民进
行翻译、讲解，最终让牧民都熟练地掌握
了牧草种植技能。

“我们组织贫困户进行种植、围栏，
加强田间管理，都达到了预期目标。”万

玛加说。
他的皮肤晒黑了，手臂受伤了，衣服

撕破了，大家都开玩笑地称他是“民工第
一书记”。

今年 9 月底，万玛加又带领全村人苦
干27天，完成了500亩饲草的收割打捆和
入库。目前，万玛加正在积极组织饲草销
售工作，预计今年饲草收入达 20 万元左
右，能帮助部分贫困户增收。

“我觉得自己就是依隆村的‘大家
长’，扶贫工作就是要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大就是让村里的274人全部脱贫，小
就是要从小事做起，先让大家有活干，有
收入，他们才会有盼头。”万玛加说。

种植饲草之初，村里投资5万元购置
了 3 辆农用三轮车，用来拉种子、化肥、
收草，可是饲草收完后3辆农用车就闲置
了。万玛加便开始琢磨把车子承包给有意
愿的贫困户进行货物运输，采取“本金归
公，收益归己”的模式。为确保车辆正常
运行，承包户每年需上交村委会 3000 元
的使用折旧费。一年期满后，能增收的贫
困户可续签协议，不能增收的调整承

包户。
“到工地跑运输，每月有近 6000 元

的收入。”牧民克巴高兴地说。贫困户克
巴用承包的农用车在工地上拉沙子、水
泥，从 7 月份承包到现在已经挣了 19000
多元。

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活干，万玛加带领
驻村干部先后投资 40 万元在县城购买 4
间共108平方米的铺面，按洗车行要求进
行了房屋改造并购置专业洗车设备 4 套，
并培训贫困户洗车人员 8 人；投资 1.5 万
元购置了全套面食加工设备，安排4户贫
困户经过培训后从事面食加工，解决增收
问题；利用扶贫工作组个人捐款和单位捐
款，共发放面粉 1000 公斤、煤 5 吨，慰
问贫困户 11 户。目前，全村已有 5 户贫
困户 22 人基本实现脱贫，人均年收入超
过3000元。

“下一步，我们打算扩大饲草种植面
积，办好依隆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脱
贫商铺、劳务输出专业合作社等。通过项
目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让每个人有活干、有
收入。”万玛加坚定地说。

依 隆 村 的“ 大 家 长 ”
——记青海省达日县依隆村党支部书记万玛加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得 乾

提起海南省三沙市，不少人的脑海中
立刻会浮现出：蔚蓝的大海，柔软的沙滩，
高大的椰子树，以及姿态万千的珊瑚。而
真实情况是，三沙不只是看起来那么美，
还有令人痛苦的“四高”：高温、高湿、高
盐、高日照。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经常会
被晒得皮肤红肿甚至起泡、脱皮。

为了祖国的气象事业，从 1957 年开
始，一代代气象人来到这里。他们克服
各种困难，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血
汗和泪水，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南海的气
象信息。他们很平凡，却传递这一行叫
做坚韧的力量；他们很普通，却诠释着
一种叫做责任的担当。

托付青春的地方

当一批批年轻的大学生意气风发地
要勇闯“北上广深”时，蔡杏富却作出
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去三沙。

2013 年，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毕业
后，蔡杏富选择了来珊瑚岛——这个面
积仅为 0.21 平方公里的南海小岛。瑟瑟
的海风，高盐、高压、高湿的环境让他
过早地显现岁月雕刻过的痕迹——黝黑
的皮肤，刻着鱼尾纹的圆眼睛，以及被
经年海风吹得稀疏的头发。

作为一名地面观测人员，每天天刚
蒙蒙亮，蔡杏富便开始核对数据、发送
报表，节假日也不例外。由于海上交通
不便，他已记不清有多少个节日没有和
家人团聚了，唯有电话可以传递想念。

除了思念之苦外，海岛上的监测工作
也时常面临着种种危险。其中，最让三沙
气象人记忆犹新的是，2013 年 9 月 29 日，
强台风“蝴蝶”正面袭击珊瑚岛的场景。

林正扬作为亲历者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当时，我和另外两名同事正在岛上
值班。‘蝴蝶’来临时，狂风暴雨似乎要将
小岛吞没。感觉整栋楼都在震，值班室的
门窗全部被吹飞，大家也被吹出门外，撞
在走廊的墙上，只能爬到楼梯与地面的夹
角处躲藏”。从当日 14 时到次日凌晨 2
时，狂风不止，3 个人一直蜷缩在那里，不
敢乱动。

林正扬说，凌晨风力稍微小些，他
们 3 人急忙手脚并用，开辟出前往观测
场的道路，并解下身上的雨衣，包裹设
备送到临时值班室。为抢救原始气象资
料，他们用被体温烘干的衣服擦拭仪器
设备上的水分，用临时拼出的一台电脑
手工发报，彻夜不眠⋯⋯

“选择三沙，你们后悔吗？”记者问。
“这里很艰苦，又远离故乡，但是，总

要有人坚守，谁让我们是气象人。”三沙市
气象局局长助理陈长丘告诉记者，“自从
建立气象站以来，60 年间，气象工作在此
深深扎根，气象工作者关注南海风云，时
刻记录这里的细微变化⋯⋯”

“每次从永兴岛下到珊瑚岛，都需要
勇气。这段距离是用生命在漂泊。”蔡杏
富说，即便如此，他依然热爱着自己的
工作，热爱着这座小岛，并无悔于将青
春托付此地的选择。

踏着父亲的足迹

“来到三沙就意味着奉献。”在讲述

岛上的气象工作时，三沙市气象观测站
综合气象观测员魏姗姗首先说了这样一
句话。

魏姗姗是岛上为数不多的女观测
员，她面庞黝黑中泛着红，透着一股朴
实和干练。“我从事气象工作，可能是受
父亲的影响。”魏姗姗的父亲叫魏启强，
也在三沙从事气象工作，从 27 岁的健壮
小伙，到 61 岁花甲老人，他在岛礁上坚
守了34年。

2008 年，魏姗姗从高空探测专业毕
业。带着好奇和向往，她一毕业就踏上了
三沙的土地。“我在父亲成长的地方成长，
走过他走过的街道，如果能在他工作过的
地方与他一起护着那个小岛气象站，去感
受他要做一个三沙人的梦，那多好。那里
本就是他的家，去三沙，我也算是回家了
⋯⋯”魏姗姗告诉记者。

魏姗姗清楚地记得，在很小的时
候，她就知道三沙这个地方。三沙对她
来说不仅是父亲工作的地方，更是一个
梦想，一个神奇的地方。没想到大学毕
业后，自己也站在了这片土地上，还能
与父亲一起工作，魏姗姗说：“自己圆梦
了。”

踏着父亲的足迹，魏姗姗在实现理
想的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2012
年，魏姗姗与同事孔令杰携手走进了婚
姻殿堂。第二年，他们可爱的女儿诞生
了。她说，“我能够延续前辈的光辉，从
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是幸福的”。虽然经

常和女儿分在两地，但每逢孩子放寒暑
假，夫妻二人会带着孩子来到三沙永兴
岛，过着短暂而美好的生活。

魏姗姗说，“如果女儿长大以后想到
三沙工作，自己和丈夫都不会反对。自
己走了爸爸走过的路，也不会反对女儿
走妈妈爸爸走过的路”。

心系渔民的守护神

“预计‘妮妲’将以每小时 20 公里
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于 8
月 1 日早晨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
逐渐增强，并将于 2 日白天在广东沿海
登陆⋯⋯请有关部门提醒在近海作业的
渔船回港避风。”7 月底，永兴社区居委
会副主任卢勒收到一条来自三沙市预警
发布中心的台风消息。

在三沙气象局不大的院子里，安静
得只能听见海风吹过椰林的沙沙声。在
气象台的办公室里，每个值班预报员都
聚精会神，密切关注电脑屏幕上气象云
图每一刻的变化，及时通过预警信息平
台、海洋短波电台、电子显示屏、手机
短信等途径，向驻岛单位和渔民提供预
警信息。一旦出现恶劣天气，预报频率
可能达到每小时一次。“比如出现强台
风，就要寸步不离待在值班室。”工作人
员介绍说。

气象工作已经从气象观测为主转到

如今的预报服务。陈长丘表示，三沙市
的设立给气象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
加产品种类、拓宽发布渠道和加大气象
监测，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气象服务；同
时，在永兴岛及周边小岛，加强设置海
上浮标站等，以加大气象预报的覆盖范
围和服务能力。

以魏姗姗从事的高空观测来说，“我
们每天 6 时 30 分准备观测仪器，7 时 15
分会准时放探空气球，早晚各一次”。他
们携带的探空仪适时将场面至 3 万米高
空之间的风向、风速、气压、湿度等气
象要素传回，这些都是最基础且第一手
的资料。

“我们的预报范围已经可以覆盖整
个南海。如果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热带
气旋，我们能及时预报，在最短时间内
通知海上渔民回港避风。渔民最关注海
上气象，也最信赖我们。”陈长丘自豪
地说。

“渔民最喜欢听天气预报了。”卢勒
说，三沙永兴岛永兴社区有 38 户居民，
共计 159 人，均以海洋捕捞为主业。在
大海里讨生活，是充满危险的，天气预
警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从前，这里
没有天气预报，伤亡情况很常见。可以
说，每次渔民出海，家人都非常担心，
吃不下睡不着，直到安全回到家中，才
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今年 5 月，岛上
渔民还给气象局送了一面锦旗：三沙气
象新，心系渔民情。

扎 根 南 海 测 风 云
——海南三沙市气象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郑 彬

①① 工作人员在维护南海自动站。（资料图片） ②② 雷达观测员正在检查设备。（资料图片）
③③ 观测员正在检修L波段二次侧风雷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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