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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刚, 河 南 周 口 商 水 县 顾 墙 村 农 民 。 1985 年 ， 何

刚 在 自 家 地 里 挖 出 大 量 银 器 。 经 故 宫 博 物 院 文 物 专

家 鉴 定 ， 这 批 银 器 中 有 国 家 二 级 甲 文 物 1 件 、 二 级 乙

文 物 11 件 、 三 级 文 物 5 件 、 一 般 文 物 2 件 。 何 刚 家 庭

生 活 困 难 ， 但 他 面 对 文 物 贩 子 等 的 利 益 诱 惑 不 为 所

动，先后 3 次前往故宫将文物全部上交 。

今 年 5 月 ， 何 刚 在 工 作 中 不 幸 遭 遇 龙 门 吊 倾 覆

离 世 。 故 宫 博 物 院 破 例 为 他 举 行 追 思 活 动 ， 以 纪 念

和 弘 扬 他 这 种 深 明 大 义 的 高 尚 行 为 。 32 年 前 何 刚 捐

赠 文 物 的 凡 人 善 举 再 次 引 起 社 会 共 鸣 。

为一位农民举办追思会，这在故
宫历史上还是头一回。这位农民叫何
刚，名字听上去是那样的普通，但能
够将自己在家中发现的 19 件文物全部
上交国家，让这位河南周口商水县顾
墙村的农民并不普通。

“这是一位朴实无华的农民，没有
什么豪言壮语，非常实在，他为保护
国家文物做出了榜样。”故宫博物院文
物管理处原处长梁金生回忆道。

“文物全交心里才踏实”

2017 年 5 月 30 日，何刚在工作中
不幸遭遇龙门吊倾覆意外离世，他 32
年前捐献文物的事迹再次引起社会各
界的关注与热议。

1985 年深秋，天气日渐转凉，那
天，22 岁的何刚正忙着给家里准备翻
修 的 房 子 挖 地 基 。 也 不 知 道 挖 了 多
久、多深，突然，铁锹碰到了一块坚
硬的东西，小心挖下去一口大缸呈现
在眼前。“当时那里面有小瓶子、小盘
子和小船，好像都镶了金镀了银。”何
刚的儿子回忆着父亲曾经谈及的这些

“宝贝”。
何刚挖到“宝贝”的消息迅速传

遍了不大的村子。“他说曾经有人愿意
给 他 一 袋 子 钱 ， 让 把 这 些 宝 贝 卖 给
他。”时任村支书刘洪恩回忆道，但耿
直的何刚死活不松口。

刘 洪 恩 是 退 伍 军 人 ， 认 识 的 人
多。他通过战友辗转联系到当时在故
宫博物院当警卫员的崔宝贤 （音）。崔
宝贤知道后迅速帮何刚联系到了故宫
博物院的文物专家，经鉴定，何刚挖
到 的 “ 宝 贝 ” 都 是 国 家 重 要 保 护 文
物。当中的银器，被定为二级甲文物
的 1 件，二级乙文物 11 件，三级文物
5 件，一般文物 2 件。何刚 3 次往返故
宫 ， 将 全 部 文 物 包 括 装 文 物 的 大 缸
交出。

“ 故 宫 收 藏 的 元 代 遗 存 银 器 特 别
少，何刚捐献的这批元代窖藏银器，
填补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空白，是很
伟大的举动。”梁金生回忆起当年这件
事仍竖起大拇指说，“作为农民，把自
家宅基地里挖出来的文物全部上交给

国家，何刚是第一个，了不起。”
为了鼓励与纪念捐赠者，他的名

字也被镌刻在故宫博物院专门为捐献
者设立的“景仁榜”上。

“那可是一堆价值不可估量的宝贝
呀！文物贩子总觉得他会自己留一部
分，多次上他家去买，甚至有个别乡
亲觉得他‘傻’。”回忆起当时轰动一
时的“大新闻”，刘洪恩还能够聊起其
中的一些细节，“何刚跟我说，文物全
部上交了，心里就踏实了”。

“无论生活多拮据，但父亲从来没
有说过后悔的话。”何刚的女儿何华坚
定地说道。

“人活着要有志气”

当时捐献文物的数量之多，价值
之重，让何刚成了当地的“名人”。但
当生活归于平静后，何刚还要继续与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做斗争。

在进京捐献文物的同年，年轻的
何刚迎来了女儿的降生，眼前的生活
好 像 充 满 了 希 望 ， 未 来 的 日 子 也 会
越来越好。但在一次家庭矛盾中，何
刚的妻子一时生气拗不过弯儿来，选
择 了 轻 生 ， 留 下 了 刚 刚 学 会 走 路 的
女儿。

为了女儿、为了这个家，生活总
还是要继续。何刚慢慢地从悲痛中走
了出来，在亲戚朋友的撮合下迎来了
第二任妻子。妻子是勤快麻利的人，
从前杂乱零碎的家在妻子的规整下逐
渐步入了正轨。不久后夫妻二人又先
后 迎 来 了 二 女 儿 何 华 和 小 儿 子 何
俊清。

家里人多了，开销自然也就增多
了，家里的 5 亩地已不能满足一家人
生 活 的 基 本 需 要 ， 何 刚 决 定 出 去 闯
闯。但作为普通农民，一没文化，二
没 技 术 ， 何 刚 走 到 哪 都 只 能 干 临 时
工。那些年，何刚去上海搞过绿化、
去山东当过建筑工、甚至还在江苏无
锡收过一段时间的破烂⋯⋯

有一年暑假，何俊清曾与父母难
得地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生活真
不是一般的艰辛，家里面也没啥钱，
真的是啥都不舍得吃，我爸经常会拿

些当地人的剩菜回来，给我们改善伙
食。”何俊清怎么也没想到父母的打工
生活条件这么差。

但不幸再次降临，何刚的第
二 任 妻 子 又 被 查 出 罹 患 尿 毒
症。数额庞大的手术治疗费彻
底压垮了这个普通的农村家
庭，积攒多年的钱全部拿出
来了，亲戚邻里能够借的也
都借过了，再加上老的老、
小的小，一大家人的重担全
部压在了何刚一个人身上。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妻
子尿毒症不治去世之后的第三
年，何刚的老父亲又查出股骨头
坏死，并且双目几乎完全失明，从
此不能干活，生活也不能自理。还没
有 从 妻 子 离 世 的 阴 影 中 走 出 来 的 何
刚，那一段时间整个人几乎接近崩溃
的状态。

在生活重压的极度窘迫之下，有
的乡亲建议何刚去故宫博物院要“帮
助”。但是何刚心里虽然纠结，但终究
觉得这“不道义”。

何 刚 生 活 窘 困 的 消 息 传 到 北 京 ，
故宫博物院两次为他申请了共 10 万元
的“生活补助”。“这个人很老实很刚
强，不太愿意向别人诉苦。”梁金生介
绍 。 故 宫 给 予 何 刚 的 总 共 10 万 元 救
助，均被用于家人的治疗上，他自己
几乎没有落下一分钱。

何刚多年到处打零工卖苦力做着
最辛苦的活儿，但他一直靠着自己的
双手撑起了整个家，“没钱就过苦日
子，有钱就过富日子，不能老靠别人
过日子。”何刚谨记父亲的教诲。“我
们生活虽然苦，但我爸说过，人活着
要有志气！”儿子何俊清继续谨记了父
亲的教诲。

“父亲留下的最大财富”

故宫寄来的杂志、台历，还有那
张已经泛黄的捐赠凭证被何俊清工工
整整地摆放了起来。何俊清说：“这是
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

6 月 22 日，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建
福宫花园举行了对何刚的追思会。何

俊 清 第 一 次 看 到 父 亲 当 年 捐 献 的 文
物。对精美文物叹赏的同时，何俊清
内心对父亲的敬意进一步加深，“有些
人可能会为了钱埋没良心”。

“ 我 爸 一 辈 子 也 没 闲 着 ， 忙 完 地
里忙家里，忙完家里就出去打工，一
辈子都没享过福。”追思会上，何俊
清回忆起父亲心中很愧疚，“给他买
衣服也不落好，每次都会把我们说一
顿。”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追思会
上 谈 道 ：“ 今 天 我 们 思 其 人 ， 念 其
事，感其怀。何刚先生是一名深明大
义、有觉悟的捐赠者，在家里经济捉
襟见肘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胸怀，令
人钦佩。”

在 何 刚 的 家 乡 商 水 ， 下 葬 那 天 ，
村口的大路挤满了附近十里八村的乡
亲，这么大的阵势在这个闭塞的村庄
里几乎没有出现过。“身为兄弟，有困
难我想帮他，可他从来都不要。”何刚
的表哥张黑孩红着眼圈埋怨表弟“死
脑子”。“小刚这个孩子一辈子老实巴
交、为人实在，全村都知道他给国家
捐过文物，大家打心眼里为他感到骄
傲。”77 岁的村民智大爷讲述他眼中
的英雄形象。

“我一定会以父亲为榜样，做一
个 正 直 、 善 良 和 有 奉 献 精 神 的 好
人 。” 何 俊 清 说 这 番 话 时 目 光 明 亮 ，
神情坚定。

追忆捐赠文物的河南农民何刚：

19 件文物全部交国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 莉

甘为沙漠里的一壶水
——记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先进个人、新疆阿克苏地区中医医院副院长欧阳栋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近日，甘肃定西一中残疾高分考生魏祥与清华大学
之间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也刷爆了朋友圈。

魏祥家住定西市安定区，是定西一中高三 13 班毕
业生。因重度残疾，多年来一直是妈妈夏瑞云陪护着
魏祥上学。在 2017 年高考中，他以 648 分的骄人成绩
位列甘肃全省理科第 83 名。

高考成绩公布后，魏祥选择了报考清华大学。但如
何上学、如何陪护等现实问题摆在了母子面前。在班
主任老师的帮助下，母子俩联系到了清华大学招生
办。随后，清华大学招生办要求魏祥写一封关于自身
情况的书面材料。

于是，魏祥写了一封致清华大学的信——《一位甘
肃高分考生的请求》。收到来信后，清华大学招生办专
门给魏祥发去公开信——《致甘肃考生魏祥：人生实
苦，但请你足够相信》。

一来一回，魏祥信中朴实而又阳光的“请求”，以及
清华大学感人而彰显正能量的“回信”，引发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清华大学的回信，也让母
子俩重新看到了希望。

苦瘠甲于天下的陇中很苦，而魏祥人生的起点看上
去更苦。因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内囊肿，魏祥出生后双
下肢运动功能就丧失了。“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咱
娃的病治好！”年轻的爸爸妈妈疼儿心切。为了治病，
魏祥的父母没少四处寻医问药。可经过两次手术，小
魏祥的病也未见好转。雪上加霜的是，没过几年，魏祥
的父亲又患上不治之症并在 2005 年去世了，夏瑞云伤
心欲绝。

在极度悲伤中，夏瑞云擦干眼泪，背着刚上小学的
魏祥踏上了漫漫求学路。从小学到中学，12 年的时间，
夏瑞云每天都用宽大的脊梁背着魏祥上下学，风雨
无阻。

12 年如一日，夏瑞云的背影穿梭于家庭到学校的
大街小巷、校门、教室，好像她从来不知疲倦；12 年不言
悔，夏瑞云不仅是一名在医院上班的护士，更是一位残
疾少年求学路上的陪读者；12 年不退缩，夏瑞云教儿身
残志不残，历尽沧桑只为儿圆大学梦。

“上帝每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魏祥是个不
幸的孩子，所幸的是，他们母子俩都是那样的自强不息。”
邻居王婷说，“他的笑容永远是那么灿烂，那么阳光”。

在母亲的精心呵护陪伴下，身残志坚的魏祥克服身
体残障，刻苦攻读，一路求学，一路辉煌，成为了同学眼
中的“学霸”。648 分的高考成绩，正是他给妈妈的一份
殷殷报恩之礼。

考出高分的欢喜中，母子俩又平添了几多忧愁。由
于魏祥身体的原因，无论以后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亲人
的随身陪护，都需要有人照顾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如
果夏瑞云为了陪护他上学无奈放弃工作，仅有的经济
来源将要斩断⋯⋯无奈之下，便有了上文中魏祥给清
华大学写的那封信，恳请清华大学在接纳他的同时，能
够给母子俩解决一间“陋宿”，让自己和母亲居住，方便
顺利完成学业。

母亲背儿去上学，儿子奋发考高分。她们的事迹感
动社会，感动了每一位家长，也感动每一位求学的人。
在校大学生张雪说，“魏祥令人感动之处在于，面对身
体残疾和家庭困境，他依然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依然
可以阳光积极。这是很多普通人都无法做到的”。

同样在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梁艳辉最近每天都被
有关魏祥的报道所吸引和激励，“魏祥，他是中国新时
代的‘保尔’，‘90 后’的‘张海迪’。魏祥，榜样的力量！”

爱心博大，情暖心田。6 月 28 日，清华大学甘肃招
生组组长薛建团专程赶到定西，为魏祥和母亲带来了
好消息：“母子俩在清华的住宿落实了，并且全部免
费。具体其他的帮助还会根据清华大学的奖助体系来
决定。”

“感动，太感动了。感谢所有的热心人。我们母子
俩在清华人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帮助下，会坚
强地面对现实。未来不管他学到哪个地步，我都会陪
他走下去。”夏瑞云骨子里透出的坚强，也塑造了儿子
魏祥坚韧的性格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她们母子将在全
社会的爱心帮助下，继续向自己的目标坚定地迈进，
前行！

坚强飞翔
——记甘肃定西残疾高分考生魏祥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曹应森

夏瑞云陪护儿子学习。 王谦虚摄

“一壶水在大江大河里掀不起一朵
浪花。但在沙漠里，一壶水可以救活
几个人的性命。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壶
水，在阿克苏更能发挥我的价值。”

说这话的，是新疆阿克苏地区中
医医院副院长欧阳栋。作为土生土长
的浙江人，他在欣然领命，完成一年
半的援疆任务后，决定申请留在阿克
苏地区工作，举家从西子湖畔迁到大
漠边缘，扎根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南疆
地区。

2011 年初，欧阳栋作为浙江杭州
市萧山医院副主任医师，赴新疆阿克
苏地区参加援疆工作，被任命为阿克
苏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来到受援
地，他很快进入角色，根据当地医疗
条件，有针对性地对医院原来的三级
检诊制度、会诊制度、急救绿色通道
制度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起草了高危
门诊管理手册，规范、推广了孕产妇
危急重症的急救技术。

南疆地区医务人员紧缺，援疆期
间欧阳栋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无影
灯下连轴转，常常是走出手术室坐着
就能睡着。有一次，一天晚上和同事
一连做了 8 台剖宫产手术，全部手术
结束后已到凌晨 5 点，他趴在桌子上
休息一会，很快又精神抖擞去工作。

时光飞逝，一年半的援疆任务很
快就结束了。返程前夕，欧阳栋思绪

万千，感慨良多：“在阿克苏市人民医
院，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只有 10 多人，
与 先 进 地 区 差 距 太 大 了 。 与 家 乡 相
比，这里更需要我，我想申请留下。”

当时，欧阳栋心中十分纠结：为
了家庭，妻子矢梦婷曾放弃了广州待
遇优厚的工作，在自己援疆期间又是
独自照顾女儿，而这次面临放弃在杭
州的舒适生活，奔赴遥远的南疆。实
际 上 ， 矢 梦 婷 特 别 理 解 丈 夫 ：“ 你 要
留在新疆，我和孩子就去新疆，我们
的家就在新疆！”

扎根南疆，欧阳栋被任命为阿克
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后又调

任地区中医医院副院长，继续为提升
当地医疗水平，为各族群众健康奉献
智 慧 、 挥 洒 汗 水 。 许 多 群 众 来 到 医
院，点名要找这位杭州专家。

今 年 2 月 ， 在 赴 疆 工 作 整 6 年
后 ， 欧 阳 栋 参 加 了 “ 访 民 情 、 惠 民
生、聚民心”驻村工作，深入阿克苏
市喀拉塔勒镇托万克博孜其村，担任
地区中医医院驻村工作队队长。驻村
期 间 ， 他 和 同 事 逐 户 走 访 ， 了 解 情
况 、 问 计 于 民 ， 为 村 民 筹 措 春 耕 物
资，组织送医送药下乡活动，还上门
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工作队工作非常细致、有耐心，

我们有困难随时给解决，我们没有想
到 的 困 难 ， 他 们 也 想 到 了 前 面 。” 说
起 欧 阳 栋 和 驻 村 工 作 队 ， 村 民 阿 木
提·马木提竖起了大拇指。

在村子里，欧阳栋创造性开展工
作。驻村之初，他看到大家每天入户
走访后回到周转房内，即掏出手机浏
览，便萌生了一个想法：开发一款手
机 APP 推送信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 访 民 情 、 惠 民 生 、 聚 民 心 ” 驻 村
工作。

这 个 想 法 得 到 了 大 家 的 一 致 响
应。他们在网上找资料学习，反复摸
索和测试。5 月初，驻村工作队开发的

“访惠聚小助手”上线，开设了新闻、
学 习 、 政 策 法 规 、 健 康 、 农 业 种 植 、
工作队动态等栏目，各类信息还可分
享到微信朋友圈。工作队队员阿依古
丽·玉山说，通过“访惠聚小助手”，
可 以 随 时 随 地 学 习 相 关 政 策 、 文 件 ，
还能撰写心得体会，非常方便。

“为了心中那盏不灭的灯火，我会
继 续 努 力 ， 让 人 生 在 奉 献 边 疆 中 闪
光。”回首自己参加援疆、扎根新疆的
心路历程，欧阳栋对 《经济日报》 记
者说，心中的“灯”可以照亮前进的
方向，心中的“火”能够驱动自己奋
发向前，要让心中那盏不灭的灯火 引
领 自 己 ， 在 最 需 要 的 地 方 焕 发 能 量 、
实现人生价值。

欧阳栋（中）巡诊中为年轻医生进行技术指导。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