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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苏玉琴的脸
上依然挂着微笑。“生命的每一刻都是
幸福时光。”她这样说。

从 37 年前开始，苏玉琴就成为强
大病魔的顽强对手。1980 年 5 月，只有
23 岁的她，确诊患上慢性粒细胞性白血
病、血小板无力症，医生认为最多还有
一年生命。然而，面对病魔，她没有悲
观，甚至“主动出击”，在积极治疗的
同时，怀着爱心走上了志愿服务之路，
倾情帮扶各族病友和困难群众。

“投身志愿服务，努力为各族群众
排忧解难；维护民族团结，引导大家参
与志愿服务。”这成为苏玉琴最执著的
信念。如今，年逾 60 岁的她一如既往
地“撒播乐观、自信和坚强”，也愈发
坚信爱可以疗伤。

“志愿服务工作站就是我

对抗病魔的阵地”

在昌吉市农科社区的一间房屋，各
类奖状几乎贴满一整面墙，这里就是苏
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病魔没有击倒
我，还激发了我的能量，志愿服务工作
站就是我对抗病魔的阵地。”苏玉琴
说，“这些奖杯、奖状的背后，都有难
忘的故事，让这间小屋盛满了爱”。

在诸多难忘的故事中，她对与英吉
沙县小古丽相识、交往的事印象尤为深
刻。一次住院化疗期间，一名可爱的维
吾尔族小女孩古丽与苏玉琴同病房，这
名 6 岁的小病友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
来自南疆英吉沙县的农村。交谈中，苏
玉琴得知，为了给小古丽治病，她们家
已负债累累。

作为一名母亲，苏玉琴心生怜爱，
看到小古丽和妈妈陷入困境，脑海中便
浮现出小时候他们这个回族家庭遇到困
难，一位热心肠的叔叔伸出援手，帮助
他们一家渡过难关的往事。苏玉琴决
定，承担起小女孩和她母亲一日三餐的
费用。3 个月后，她在小古丽出院的时
候，她又拿出 200元给母女俩作路费。

其实，苏玉琴并不富裕，那时她和

丈夫双双从昌吉州粮油机械厂下岗，
生活十分拮据。“我比她们总要好

一些，真是看不得这对母女俩难
过 的 样 子 。” 在 苏 玉 琴 的 感 染
下，医护人员和病友们也纷纷伸

出援手，为小古丽一家捐款 2000
多元。大家的关爱和温暖深深打动

了小古丽一家，临别时，聪明伶俐
的小古丽扑到苏玉琴的怀里说：“你
也是我的妈妈。妈妈，我爱你。”

柯雨辛因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
力，靠其父母微薄的收入维持治疗和
生活。与这名汉族姑娘相识后，苏玉
琴对她分外牵挂，经常资助她们一
家，还多次组织捐款，帮她解决了

7300 多元治疗费用。柯雨辛在乌鲁木
齐住院期间，苏玉琴还常带着自己做的
可口饭菜，从昌吉赶过去看她。

“我整天在观察和思考，看哪个需
要帮助，我又能帮些什么。”苏玉琴
说，“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生活在祖
国大家庭的兄弟姐妹。无论谁有困难，
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

“公益事业是温暖社会的

阳光，是民族团结的催化剂”

一次次帮扶、捐款，苏玉琴走上了
志愿服务之路。“公益事业是温暖社会
的阳光，也是民族团结的催化剂，要吸
引更多的人参与。”她注册成立了苏玉
琴志愿服务工作站，陆续组织了巾帼志
愿者服务队、康乃馨爱心妈妈帮扶队、
白衣天使心灵抚慰志愿者服务队、青春
助力爱心志愿者服务队等 14支分队。

“当好民族团结连心桥上的一块
砖，用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
民族间交往、交流和交融。”成立之
初，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确定了这样
的宗旨。现在，工作站已吸纳了汉族、
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满族、锡
伯族等 12个民族的 600多名志愿者。

苏玉琴早上出门，自己都不知道几
点才能回家。“妈妈”、“女儿”、“姐
姐”、“病友”⋯⋯每天，她总在这几个
身份间转换。

当了解到南疆洛浦县、民丰县、叶
城县等地的维吾尔族孩子缺少学习用品
时，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想方设法组
织捐款，为孩子们捐助了电脑、电视和
生活用品以及近 4万件衣物。

从 1991 年开始，苏玉琴坚持每周
四在医院做义工，为肿瘤患者做心理疏
导，陪护危重病人。在她的帮助下，一
些病友的好心情回来了，愁容烟消云
散，有的还加入了志愿服务者行列。

在昌吉州人民医院做义工时，苏玉
琴结识了汉族孤寡老人李桂珍，老人身
患重疾，翻身都困难。直到老人去世前，

苏玉琴每天都为她擦洗身体，陪她聊
天。李桂珍临终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拉
着她的手说：“姑娘啊，能遇到你，是我的
福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在鬼门关徘徊过多次后，苏玉琴体
会到生命的脆弱，“生命的长度或许自
己无法把握，但生命的宽度可由自己去
拓展”。如今，志愿服务工作站每月定
期去探访、慰问各族重病患者、脑瘫孤
儿寄养家庭和独居空巢老人、残疾人。

受苏玉琴影响，志愿者在工作之余，
大多“忙得没空闲”。医院、孤儿院、居民
社区，都留下了志愿服务者的身影，以及
他们爽朗的笑声，大家乐在其中，也给受
助者带去了欢乐。志愿服务工作站成
员、昌吉市第四中学教师孙海洋说，“苏
大姐一直在鼓舞着我，我们公益团队来
自多个民族，但大家就像一家人，所有付
出则是为了更多的‘一家人’”。

“即使我不在了，我们的

志愿服务工作站也会将公益

事业进行到底”
“病痛教会我乐观，活着就要努

力，让正能量在各族群众中传递。即使
我不在了，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站也会
将公益事业进行到底。”作为“病魔的
顽强敌人”的苏玉琴说。

受到陪护李桂珍老人的启发，苏玉
琴组织志愿者特别是有文艺特长的病友
们，组成了“生命之光艺术团”，在患
病老人中开展临终关怀，努力让临终老
人们开心和快乐。

刘兴昌和张生辉生前提出，去世后
要把遗体捐出去，用于医学研究。在家
人的支持下，他们与红十字会签定了遗
体捐献协议书。“他们是笑着离开的，
没有留下遗憾。”苏玉琴说，“为各族病
友服务的同时，病友们也在感动着我”。

“生命之光艺术团”还先后深入到
部队、机关、企业、学校、社区、敬老
院、福利院、特殊学校、监狱、戒毒所
等单位、场所开展服务，传播正能量。

10年前的一次帮教活动，苏玉琴记
忆犹新。她和病友走进昌吉监狱，与 10
名服刑人员结成帮扶对子，帮他们解开
思想疙瘩。与苏玉琴结对子的是来自英
吉沙县的阿不都拉·买买提，他因故意
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

巧的是，阿不都拉·买买提正是苏
玉琴帮助过的小古丽的舅舅，这让他与
苏玉琴更亲近了。“你要好好改造，学
会感恩，不仅要承担责任，以后还要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苏玉琴的话语
直抵他的心扉。阿不都拉·买买提眼含
热泪，感动地说：“谢谢苏大姐！我知
道了，社会上好人多得很。今后我一定
会走正路⋯⋯”

苏玉琴投身公益，服务各族群众，
离不开家人的支持。“父亲和丈夫是我
最坚定的支持者。”每次整理、邮寄各
界捐赠的衣物、书籍，搬运爱心包裹等
体力活，心疼她的丈夫总是冲在前面。
曾参加过解放新疆的战斗、追随王震将
军进军新疆的父亲，则将每月的高龄补
贴交给女儿用于公益。

抗癌明星、知心大姐、巾帼宣讲
员、公益组织负责人、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与这些称
号相比，苏玉琴最看重共产党员这个身
份。“这四个字代表着责任。我的努力
和付出，是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5 年前，苏玉琴庄严宣
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某种角度说，我有过不止一次生
命。”虽然病魔来袭，人生经历曲折，苏玉
琴依然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不管遇到多
大困难，我们都要乐观面对人生，让生命
的每一刻都是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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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病魔37载、不懈坚持志愿服务的新疆昌吉市退休职工苏玉琴：

生 命 ，在 民 族 大 爱 中 绽 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文汇

初夏季节，山东即墨市段泊岚镇段泊岚二村的一

个微型花园里生机盎然。这个占地面积 2000 多平方米

的 花 园 ， 是 该 村 农 民 隋 普 霖 自 费 百 万 元 ， 历 时 近 3

年，在垃圾湾上精心建造的，供村民免费游览赏花。

今年 46 岁的隋普霖经营着一家民营企业，业余时

间偏爱种植花草，并主动承担起村里主要街道绿化工

作。他发现村里有一个长 40 多米、宽 30 多米，最深处

达 4.5 米的垃圾湾，夏天臭气难闻，冬天泥泞不堪。他

决心把这个地方种上花草树木，美化村庄环境。

2013 年 4 月，隋普霖将 5000 多方土石方拉到垃圾

湾回填，在平整后的场地上垫铺了 1.2 米厚的种植土

方，购进山茶花、耐冬、红豆杉等 60 多种村民不常见

的名贵花卉苗木。随后，他又相继打了水井、铺设管

道、硬化路面、建设花棚、铺砌甬道等，完善了花园

基础设施，将昔日的垃圾湾打造成美景花园。

梁孝鹏 张 帆摄影报道

△ 隋普霖在他的“微花园”里打理月季花。

立夏后，天亮得特别早，李杏云顾不上疲惫的身
子，闹钟刚响起，便翻身起床，扶起病床上的亲家母杨
政英，端水、擦背、喂药、做饭⋯⋯这一连串繁琐的小
事，李杏云整整坚持做了 13 年。近 5000 个日夜的积
淀，让寻常人眼中的小事，透射出世间亲情的大爱。

李杏云是武警上海总队八支队参谋长方秀峰的母
亲。13 年前，因为亲家母杨政英患帕金森病卧床不
起，儿媳吴宏伟怀孕不能照顾，为了让儿子安心在部队
工作，李杏云开始寸步不离地照顾杨政英，未曾回过一
次安徽老家⋯⋯李杏云用柔弱的双肩为方秀峰撑起“后
方”，将一个战士培养成支队参谋长，被官兵亲切地称
为“最美军人母亲”。

李杏云并没有高深学识，但懂得最朴实的道理。
2012 年大年三十，杨政英突然呼吸急促，在大丰医院
被抢救过来，方秀峰因春节战备值班，不能擅自离岗。
本该团圆的除夕，方秀峰坚守在作战值班室，李杏云则
带着儿媳吴宏伟和孙女在杨政英的病床前熬了一夜。
2015 年 6 月，支队筹备上海四岔河和吴家洼两所监狱
看押勤务，刚走上参谋长岗位，方秀峰肩上的压力比任
何人都大。同年 7 月份，方秀峰带领官兵外出学习，连
续 3 个月没回过一次家。一天夜里，杨政英病情突然加
重，李杏云摸黑推着三轮车把杨政英送到镇上卫生院，
在病床前陪了 3天两夜。

13 年来，方秀峰这个家困难不断，岳母卧床不
起、母亲替他尽孝、妻子术后有病根、一家 5 口常年分
居三地。方秀峰也十分愧疚，曾动过转业的念头。李杏
云得知后，生气地说：“家里得失与部队建设相比微不
足道，你把部队工作干好了，我也就满足了！”

在母亲和家庭的支持下，方秀峰在工作中始终站
在前、干在前，先后带领部队圆满完成世博会、世游
赛、亚信峰会、G20 峰会等重大安保任务。武警上海
总队政委徐国岩少将说：“面对家与国，李杏云选择
了后者，因为在她心里有国才有家。面对忠与孝，方
秀峰选择了前者，因为在他的身上对国尽忠也是对家
尽孝。”

上图 李杏云（右）推着杨政英。 沙煜博摄

◁ 隋普霖（右）和妻子在“微花园”里养护牡丹花。

人物小传
苏玉琴，女，回族，1957 年 4 月份出生，共产党员，

居住、生活在新疆昌吉市，原昌吉回族自治州粮油机械厂

退休职工。

1980 年 5 月，苏玉琴确诊患上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血

小板无力症。她身患重病，但乐观向上，注册成立了苏玉琴

志愿服务工作站，在积极治疗的同时，怀着爱心走上志愿服

务之路，倾情帮扶各族病友和困难群众。37 年来，先后获

得中国红十字会“终身志愿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农民就要这样，啥活儿都得干，都得会干。”在自
家果园里给苹果套着袋，张加成抬头看着天，一场雨又
来了。他收拾好东西，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掏出手机
来，手指翻飞，比套袋还麻利，迅速给几个微信群回复
了消息。

55 岁的张加成是甘肃礼县永兴镇龙槐村人，在他的
手机微信里，有 2000 多个好友，还有 60 多个微信群。“我
可不是瞎聊天，这些都是客户，要维持好关系。”张加成掏
出手机给记者看，微信好友名字后面加“A”的是大型客
户，加“B”的是中型客户，加“C”的是小型客户。2016
年，张加成通过网络把 3万斤苹果卖给了这些客户。

2005 年，张加成从别人手里流转了 9 亩地，加上自
家的地，他有了 11 亩果园。后来，他又从外地引进了新
品种苹果树苗。地有了，苗有了，可不会新技术咋办？经
县园艺站和果友协会的培训，张加成学到了一点“皮
毛”。后来，他自费去北京昌平、山东烟台、山西、陕西等
地向各路高手学习，既听过农学教授的课，也向农民“土
专家”求教。

果 子 有 了 ，没 有 好 销 路 ，这 又 让 张 加 成 犯 了 愁 。
2013 年，在礼县园艺站办的苹果树修剪班上，张加成第
一次听说了“网络销售苹果”。2014 年，学会上 QQ 的张
加成建了 8 个 QQ 群。苹果收获后，一整个冬天，他没事
就趴在炕上用手机上网，“3 个月下来，在 QQ 群里卖出去
8000斤苹果，毛衣的袖子上也磨了一个洞”。

张加成网上卖苹果名气越来越大，但 QQ 群卖苹果
毕竟是电商初级阶段。2015 年，县电商中心主任找到
张加成，让他去电商中心专门学习 3 天，这次他不仅学
会了开网店，还了解到新的销售渠道——微信。这一
年，张加成在 QQ 群、微信群和淘宝网店里卖了 1.5 万
斤苹果。

如今，张加成靠着 10 人的团队，建立了 5 个网
店，以“礼县香果满园”为总店，下设 4个分店。2016
年，张加成在网上销售礼县苹果 4000 多箱，利润达到
10多万元。

苏玉琴（右）来到孤儿寄养户家中，与孩子交流。 何 龙摄

◁ 村

民在隋普

霖 的“ 微

花 园 ”里

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