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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尹建敏开启了产

业扶贫攻坚计划，将天然气公
司的全部利润投入农业发展项
目，她先后投资 3500万元，建成
占地 200 亩的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引导村民吃上“技术饭”，
走上脱贫路。她还在科技示范
园区设立电教室，成立农民田
间学校，长期开展肉羊养殖、果
蔬及食用菌种植技术培训，助
力农户成为技术能手。为构建
农业产业扶贫大版图，她投资
1.8 亿元，建成占地 1700 亩的金
砂台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其
中，囊括了占地 440 亩、存栏量
可达 5 万余只的金砂台良种肉
羊繁育基地，以及占地 1260 亩
的有机果园。

2018 年初，为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尹建敏又将扶贫新
战场放到了深度贫困地区临夏
州东乡县。她成立了东乡县伊
东羊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给
当地 3000余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每户发 4 只种羊，带动 12 个行
政村、6个养殖专业合作社规模
化养殖，养成后以高于市场价
格收购。尹建敏在走访中发
现，当地妇女们主要是在家照
顾老人、孩子，鲜有就业机会。
她又成立东乡县伊淼食用菌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打造生产基
地，发展村域经济，村里的妇女
们每天去采摘木耳、浇水，获得
稳定收入来源。

尹建敏被授予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
称号，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
家庭。

108 左伟

左伟，男，汉族，1954 年 10
月生，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永昌
小学退休教师。

左伟退休后扎根少数民族
贫困地区小学，义务为少数民族
孩子开展音乐培训，将一所山区
小学合唱团带向了全国，并带动
妻子及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义务
到山区小学开展音乐培训，让他
们享受到优质音乐教育。

走进大山，为了孩子们的
梦想。左伟从事少儿音乐教育
近 40 年，为全国重点艺术院校
和省内艺术院校培养和输送了
许多人才。2014 年退休后，他
受邀第一次来到昆明市禄劝彝
族苗族自治县崇德小学。学校
没有音乐老师和音乐教室，但
孩子们唱起民族歌谣时，眼睛
里那充满自信与欢乐的神情深
深打动了他。他毅然决定扎根
这里，帮助孩子们实现音乐梦
想。在他的建议和学校领导的
支持下，学校建起了音乐教室，
并成立了彝苗童声双语合唱
团。从此，他每周定时来到学
校，全身心投入到合唱团的教
学中，一个音符一个乐句地教，
风雨无阻，不厌其烦，就这样已
经坚持了5年。

克服困难，只为圆孩子心
中的音乐梦。崇德小学地处偏
远，交通不便，路况不好。几年
来，左伟一路奔忙，把自己的新
车开成旧车。他拒绝本应付给
他的课时费，还自己承担过路
费 、油 费 等 各 种 费 用 20 多 万
元。在教授音乐知识的过程
中，不时会有学生因家事提出
要退出合唱团，左伟就挨家挨
户上门做家长的工作。他的执
着和诚意深深地打动了学生和
家长们，合唱团的孩子们没有
人中途退出。在合唱团发展过
程中，左伟一边教授孩子们音
乐知识，一边照顾孩子们的生
活，多次组织城里的师生捐赠
学习用品和衣物。他的妻子也
放弃自己的工作，承担起合唱
团的后勤工作。

辛勤付出，最终结出了硕
果。现在，崇德小学彝苗童声
双语合唱团成了昆明市乃至云
南省远近闻名的音乐团体。合
唱团的孩子们多次走出大山参
加演出和比赛，并荣获多项大
奖。在不断历练中，孩子们的
综合素质也有了明显提高，在
全国舞台上展现了自信阳光的

精神风貌。
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更加重

视文艺素质教育，多所中小学成
立了合唱团，教育扶贫的队伍也
不断壮大，带动了一批声乐界专
家前来义务指导教学。

左伟荣获全国最美志愿者，
云南省道德模范、“德艺双馨”艺
术教师等称号。

109 石双砚

石双砚，男，汉族，1924 年
10月生，中共党员，山西省晋城
市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村民。

石 双 砚 坚 守 荒 山 植 树 造
林，36 年驰而不息、辛苦劳作，
矢志不渝、精心守护，昔日荒山
变成青山翠岭，他用实际行动
践 行“ 两 山 ”理 念 ，建 设 美 丽
乡村。

听党话、跟党走、报党恩是
石双砚镌刻于心的信念。他从
记事起就四处流浪讨饭，是共产
党来了，给他家分了地，从此吃
饱了饭。“共产党救了我的命，让
我一家过上了好日子，我该为党
做些啥？”种了一辈子地的他想
了很久。60岁那年，他站在家门
口眺望对面荒芜的苍龙岭时，下
定决心：“我要‘绿化荒山’，作为
对党的报答。”

1984年，已六旬的石双砚毅
然扛起镢头上了山。苍龙岭是
座石头山，想种树得先刨出土下
的石板。他每天天一亮就扎进
山里，从山底起步，刨出石板再
种树，直到天黑才回家。这样一
干就是两年，种下了 200亩的刺
槐。由于山上土地贫瘠，刺槐不
能 存 活 。 他 从 头 再 来 ，改 种
柏树。

石双砚生活并不宽裕，换
树苗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为
节省开支，他只得白天上山开
荒，晚上自学育苗技术。半年
后，他培育出了柏树幼苗。育
苗成功后，怎么浇水栽种又是
一个难题：种树得到山下的沟
里挑水，挑一担水需要近半个
小时，可浇不了几棵树。石双
砚就提前刨好树坑，等到下雨
后再种树苗，这样一天能种 200
棵。遇到种树的好时节，他就
一个人搬到山里住。他将郁郁
葱葱的柏树种到了半山腰。再
往上山势变陡，站都站不稳，他
便把双脚插进土里，继续挖坑
种树。

石双砚就这样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辛勤劳作着，执着的精
神打动了村里人。1987 年春，
村里成立老年林业队，石双砚
任队长，带领 10 位 60 岁左右的
村民一起种树。其间也遇到各
种困难，但大家齐心协力，不懈
耕耘，换来了苍龙岭的百年新
绿 。 为 激 励 后 人 ，郭 峪 村 于
1991 年 8 月将苍龙岭改名为老
年山。

在石双砚的精神感召下，越
来越多的人投身植树造林。如
今的郭峪村，山上绿树成荫，山
下果菜飘香。村民们依托丰富
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兴办“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日
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石双砚荣登“中国好人榜”，
荣获山西道德模范等称号。

110 石志光

石志光，男，回族，1948年 7
月生，中共党员，中国石化西安
石化分公司退休工人。

石志光始终坚守共产党员
的忠诚和执着，四十二年如一
日，初心不改，免费放映红色
电影，自觉传播宣传党的主张，
没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工资、

经费和补贴，被群众称为“人民
放映员”。

1977年，石志光将积攒了多
年、原计划用于办婚礼的 800元
积蓄拿出来，购买了一部二手胶
片机，从此开始了他的义务放映
生涯。他自己掏钱租赁影片，购
买电影放映机、数字电影机等设
备，先后更换了 9 套放映机，行
程 10万多公里。他在义务放映
生涯中，从未收过群众一分钱、
吃过群众一顿饭、收过任何礼品
和红包。

石志光没有经商也没有存
款，购买更新放映设备，租电影
拷贝的花费均来自他微薄的工
资和兼职打工的收入。一些老
电影的拷贝大部分都在 300 元
左右，最便宜的一部也要 100多
元。为了坚持将义务放映进行
下去，除了省吃俭用外，石志光
还干过搬运工、洗碗工，卖过报
纸、蹬过三轮。他尽可能地利
用一切业余时间出去赚钱，来
实践这个炙热的梦想。40多年
来，他的足迹遍布陕西省 107个
市、区、县，驻陕 20 多家部队和
军队院校以及大专院校、中小
学校、工矿、社区和乡镇，为广
大官兵和各族群众免费放映红
色电影 4000 余场，观众超过百
万人次。

如今，已逾古稀的老人，仍
然以雷锋为榜样，在义务放映
电影的同时，积极投身公益事
业。他多次到部队和医院看望
慰问官兵，为部队捐款、购买书
籍、订阅报刊、购买慰问品等。
自 1995 年至今，他没有在家过
过一次完整的春节，经常是和
战士们一起过年，直到新年的
钟声敲过之后才回家。42 年
来，他无偿做宣讲报告 1000 多
场次，还资助病危青年和孤儿
姐妹，为丢失钱包的旅客买回
家车票，资助家境贫困患者，把
自己的情和爱全部倾注在拥军
爱军、关心青少年成长和学雷
锋志愿服务行动中。

石志光荣获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全国爱国拥军
模范、陕西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其 家 庭 被 评 为 全 国“ 五 好 ”
家庭。

111 石建华

石建华，男，汉族，1947 年
12月生，中共党员，山西省原平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14年来，石建华致力于公益
助学事业，带领助学志愿者成立
助学站，创办助学网，探索创新
精准高效助学模式，带动更多爱
心人士参与助学活动，让更多学
生享受助学成果，成为“助学大
船”的领航者。

借鉴电商模式，创办助学
网站。石建华生在农村、长在
农村，对贫困家庭子女上学的
困难感同身受。2004 年任原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他就
在自己创办的原平农业信息网
上开设“爱心热线”栏目，帮助
了 14 个贫困学生。2005 年，他
克服无资金、无设备、无办公场
所、无技术人员的“四无”困难，
动用家中 3万元积蓄，申办原平
市爱心助学站，并开通爱心助
学网。2006年 6月退居二线后，
他更是全身心扑在爱心助学事
业上，并将原平爱心助学网扩
展为中国助学网。2011 年，他
又拿出 5万元，设立爱心助学专
项保证金，不久又拿出准备给
儿子买房的 10万元，启动“助学
基金”项目，使网站的社会公信
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助学网站
工作得以扩展。

着眼精准高效，不断创新
助学模式。石建华在长期的助
学实践中，积极探索适合的助
学理念和助学模式。他一方面
深入贫困村庄接地气，一户户
了解贫困家庭学生上学困难情
况，摸清助学对象底子；另一方
面跟网上爱心人士进行交流，
穿针引线，提供服务。他经过
探索、总结、思考，实行传统型、
探索型、持久型三种并存互补、
统筹兼顾的助学模式，同时制
定一系列严格、高效、公开透明

的管理和审计公示制度。2015
年，他还探索推创“助学静悄
悄，学子暖融融”“润物细无声”
的助学新模式，组织开展受助
生 签 订 爱 心 传 递 承 诺 书 的
活动。

为让更多学子受益，石建
华把助学事业做到了省内外、
国内外。截至目前，累计筹集
爱心助学资金 1820 万余元，接
收学习生活用品 7.8 万余件，助
建 10 个爱心图书室，受益人达
4.8 万余人次；资助大学生 710
余人，受助学生先后就读国内
外 326 所 大 学 。 爱 心 助 学 站
2015 年被评估为 5A 级社会组
织，2016 年在全国民间公益透
明指数 58 项指标考核中名列
榜首。

石建华荣登“中国好人榜”，
荣获山西道德模范等称号。

112 叶连平

叶连平，男，汉族，1928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安徽省马鞍山
市和县乌江镇卜陈学校退休
教师。

叶连平退休不退志，投身贫
瘠乡村教育事业，自掏腰包创
办“留守儿童之家”，20 年来免
费给千余名留守儿童做英语辅
导，花光 30 余万元积蓄。年逾
九旬的他被誉为余热生辉的“乡
村烛光”。

他心系三尺讲台。叶连平
自 1978 年起，在和县卜陈学校
等校教学 12年。1990年他从学
校退休后“一刻也没有闲着”，
仍坚持为学生义务补课。看到
村里的孩子因学不好英语而厌
学、许多留守儿童作业无人辅
导时，2000 年，他下决心在家里
办起了“留守儿童之家”，平日
里辅导孩子作业，周末集中给
孩子上英语课。这些年里，他
从未落下一堂课，从未收过一
分钱，年逾九旬，至今仍耕耘在
三尺讲台。在村民们眼中，叶
连平就是村里不灭的“蜡烛”，
也是照亮孩子们走出村里的希
望之光。

他重教书，更重育人。2012
年，叶连平拿出2.1万元积蓄，连
同当地政府和社会捐赠，成立叶
连平奖学基金，奖励优秀学生、
资助困难学生。基金成立 7 年
来，在社会各方支持下，陆续又
投入 5 万元。至今共发放 10 万
多元，奖励、资助了 132 个留守
儿童。他自费组织夏令营，每年
带着孩子们外出参观学习，安徽
省科技馆、安徽博物院、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等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以此
培育孩子们的科学文化素养、涵
育家国情怀。

他生活极尽简朴，节衣缩
食，却为留守孩子教育倾其所
有。叶连平至今仍住着 30多年
前的老平房，没有一件值钱东
西。为了省钱他不惜骑行 7 公
里到镇上买菜，至今还穿着 60
年前的补丁棉衣。但他对辅导
的孩子，不仅不收钱，稿纸、学习
资料也是老人自己买的。有人
私下里给他算了一笔账：多年
来，他义务办学花在孩子们身上
的钱，少说也有30万元。

他心里装的全是孩子。一
次半夜在家昏迷倒地，经诊断是
脑出血加脑膜炎，手术后医生要
求住院三个月，可他竟然在三天
后偷偷离开，头上扎着绷带回到
孩子们身边。几十年来，他无私
奉献、不求回报，模范践行着一
名优秀共产党员崇高的价值追
求，用数十年坚守诠释着“行为
世范”的内涵。

叶连平荣获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个人、全国中小学德育先
进工作者、安徽省优秀共产党
员、安徽省道德模范等称号，荣
登“中国好人榜”。

113 包斌
陆一军

包斌，男，汉族，1926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盐城师范学院
离休教师；陆一军，女，汉族，

1931年 6月生，原盐城纺织厂职
工子弟学校离休教师。二人系
夫妻。

一对从戎从教的革命伉俪，
经历和见证新中国波澜壮阔 70
年。20年军旅生涯，坚定人生方
向与信仰；20年教书育人，竭尽
所能接济贫困学生；30年离休生
活，省吃俭用爱心助学。耄耋之
年，他们捐出毕生积蓄 100 万
元，只为那份“常愿寒门多学士”
的家国情怀。

1949年 3月，正读大学的包
斌跟随中共地下工作者来到盐
城参加革命工作，加入渡江战役
工作组，并被编入苏南军区文工
团，结识了人生伴侣陆一军。
1969年他们转业再次来到盐城，
都走上人民教师工作岗位。在
物质贫乏年代，他们对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生格外关心，经常给予
衣物、书籍等方面的资助。

1987 年，包斌、陆一军夫妇
离休后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
方式，陋室简居，旧衣素食。他
们对自己很“抠”，对困难家庭
和学生却很大方。每每看到或
听说有学生因家庭贫困上不起
学，他们总是热情地伸出援助
之手，一开始是几百元，后来是
数千元，再后来是上万元。他
们资助了 10多位濒临辍学的贫
困学生，累计为“希望工程”捐
款 10 多万元；汶川地震、阜宁

“6 · 23”特大龙卷风冰雹灾害
后，他们辗转缴纳特殊党费。
随着年事渐高，他们担心没有
精力去直接资助贫困生，决定
将积蓄尽数捐出设立助学基
金。2018年 3月，他们终于攒齐
了 100万元，于当年 5月 30日全
部捐给了盐城师范学院，用于
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实现
了多年的夙愿。

家国同心，德行大爱。包
斌、陆一军说：“党和国家给予我
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贡献的。
这笔钱是国家给的，人民给的，
应当回归国家和人民，它或许能
改变一些孩子的命运，为国家和
民族培养人才。”

包斌、陆一军夫妇荣登“中
国好人榜”。

114 邢纪国

邢纪国，男，汉族，1977年 1
月生，致公党员，中国改革报宁
夏记者站站长。

邢纪国情系贫困地区，多年
跟踪帮扶孤儿，持续邀请医疗专
家为贫困患者诊治，常年资助贫
困大学生，积极投身宁夏扶贫攻
坚，善行义举的脚步遍布宁夏
山川。

2009年，邢纪国到宁夏记者
站驻站后，发现不少当地群众颈
椎、腰椎病及白内障疾病较为严
重。2012年至2016年，他多次邀
请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16医院、
306医院专家到青铜峡市人民医
院为患者救治，诊治病患1900余
例。他倡导和发起“百名专家牵
手西部宁夏献爱”“益凡医疗公益
万里行”等公益活动，资助弱势群
体和特困家庭。近年来，他还协
调致公党海淀区委、驻京部队医
疗联合体，组织医疗专家等到宁

夏生态移民村坐诊义诊，为1600
余名困难群众送去健康计划。

邢纪国积极投身扶贫助残
事业。他向贫困地区捐赠了200
台电脑、26000册图书、500套服
装。长期跟踪帮扶孤儿 65 名，
带动社会力量捐款捐物累计达
1.3 亿元。2015 年，邢纪国与身
残志坚的吴忠市道德模范姜中
云合作，成立宁夏首家残疾人电
子商务服务站，帮助残疾人掌握
手工艺制作、土特产加工、环卫
工具制作等技能，借助该电商平
台销售产品，解决了他们的就业
问题。2017年，他积极协调慈善
机构为同心县扶贫捐助 560 万
元，资助200名贫困大学生。

邢纪国还致力于探索“公
益+创业+扶贫”的精准扶贫路
径，帮助贫困地区增强“造血”功
能。2015年，邢纪国依托中国改
革报宁夏记者站，借助外部资
源，在宁夏贫困地区建立青年

“双创双扶”孵化基地。2018年，
他又帮助引进建设“和沐生活·
双创扶贫”电商服务平台，目前，
平台已收到上万订单。

邢纪国荣获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中国致公党中央扶贫开
发工作先进个人、宁夏回族自治
区道德模范等称号。

115 刘永生

刘永生，男，汉族，1959年 5
月生，中共党员，陕西省渭南市
潼关县秦东镇荒移村乡村医生。

刘永生始终把“关心他人、
帮助病患”作为人生最大快乐，
自创一套方便快捷、痛苦小、花
钱少的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中西
医结合诊疗方法，先后接诊病人
近 10万人次，出诊近万余次，用
43年的坚守诠释了共产党员乐
于助人、无怨无悔的高尚品质，
被称为“群众身边的守护神”。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刘永生
情系桑梓，不求回报，待患者似
亲人，以医者仁心点燃生活希
望。一位村民从 2002年起四次
大病住院，刘永生对其伸出援
手，帮他联系专家、垫付手术
费。出院后，刘永生还为他悉心
换药、按摩治疗，17年来不辞劳
苦、无怨无悔。另一位村民在陡
坡上挖中药时，不慎摔断左腿，
刘永生把她背回村里，送到医院
治疗。先后 8年时间，到其家中
帮她体检、诊脉，进行康复治
疗。30年前，村里的谢家三兄弟
老大伤了手，老三伤了眼睛。刘
永生不仅医治了老大的手，还带
老三到西安、郑州等城市的医院
治疗眼睛，看病费用都是刘永生
自己垫付。40多年来，刘永生走
遍周边80个村及邻省的20多个
乡村，先后为病人垫付医药费25
万余元。

刘永生心里有一本厚厚的
“健康账册”，谁是老年病慢性病
患者，谁是重症绝症患者，都明
明白白记在心上。除了日常的
接诊出诊，刘永生还会专门抽时
间上门探访，和患者聊聊天，给
他们宽宽心，守护着乡邻百姓。
谁家有困难，他心里再清楚不过
了。一下大雨，他就跑到房子不
好的百姓家里，看看是不是漏
雨。逢年过节，他买些米面油等
日用品送到困难户家里。给留
守老人看完病，他挽起袖子就和
面做饭，做好端到老人手里。

点滴小事，汇聚人间大爱。
在刘永生事迹感召下，潼关县
800多名医务工作者成立“刘永
生志愿者服务队”，长期活跃在
全县社区、乡村开展义务诊疗志
愿服务，累计开展活动 163 次，
服务群众达 7 万余人次。刘永
生还说服儿子刘博学医，并且毕
业后留在村卫生室。刘博说：

“起初我也不理解我爸。但慢慢
看到他和病人之间的深厚感情，
看到村民病好后的欣喜与感激，
我才明白扎根农村、默默付出是
多么伟大，多么有必要。”

刘永生荣登“中国好人榜”，
荣获陕西省劳动模范等称号。

116 刘启芳

刘启芳，女，汉族，1979年 7

月生，吉林省长春精诚社工服务
中心理事长。

刘启芳发起“吉心工程”公
益项目，为吉林省贫困心脏病人
架起慈善基金与政府医保报销
相结合的桥梁，6年间，共募集善
款3700万元，成功为1万余名贫
困心脏病患者实施免费手术。
她的人生与一个又一个心脏病
患者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用爱心
讲述生命故事。

2013 年，刘启芳放下北京
的优越生活来到吉林长春，发
起公益项目“吉心工程”，采用

“政府医保报销+慈善基金=全
免费”创新型医疗救助模式，将
救助范围覆盖到吉林省农村地
区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
本医疗保险的特困群体。“吉心
工程”成立之初，提出用 5 年时
间免费救助 1 万人，让 1 万个家
庭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目前，该工程已经成功为 12190
名贫困心脏病患者实施免费手
术，让 12190个家庭重返健康幸
福生活。

“吉心工程”的一项重要任
务是为村民义诊、筛查。2016
年 3月在去双辽市义诊时，当天
来 了 近 400 名 疑 似 心 脏 病 患
者。医生为那些已确诊但不需
要手术的患者开具了药方，嘱
咐他们去当地药店和医院买药
按时服用。村民们佩服得竖起
大拇指。自工程启动以来，刘
启芳和她的志愿者团队，先后
组织 700余次义诊，深入到 4000
多个乡村，培训近 5000 余名村
医，为 2万余名村民免费做心脏
病检查，并长期在定点医院举
办“爱国爱心健康大讲堂”，解
读 政 府 政 策 和 心 脏 健 康 知
识等。

刘启芳始终把热心公益事
业作为奉献之本，从项目立项、
方案策划、沟通协调，到定点医
院的选定、公益项目的宣传、贫
困乡村的义诊、救助善款的募捐
等环节都亲力亲为。她所走出
的每一步都体现出公益人的勤
劳质朴，彰显公益人的高尚品
格，展现公益人的家国情怀。

刘启芳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等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117 江华

江华，男，汉族，1981 年 10
月生，福建省三明市盲人协会
主席。

江华身残志坚、自立自强，
创办盲人推拿所，为患者解除病
痛；开展盲人技能培训，帮助盲
人就业；组建盲协学雷锋志愿
服务队，投身公益、服务群众，
开启了盲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光
明之窗”。

江华 14岁时因罹患青光眼
双目失明，凭借坚强的意志苦
练推拿技术，后被三明市残联
聘请为残疾人康复中心按摩推
拿培训老师。2004 年，江华创
办了三明市梅列区“华一盲人
推拿所”。15 年来，为 300 多名
盲人学员提供了实习机会，安
置了 100多名盲人就业，培训了
500 多名盲人按摩师走上工作
岗位。2012 年，江华联合全市
盲人按摩师，成立了福建省首
支盲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他
们秉承“一双手推出健康，一颗
心回报社会”的服务理念，以公
益按摩、健康讲座为主要服务
内容，用一技之长服务社会。7
年来，服务队共组织公益按摩
300 多场，服务人数超过 2 万
人次。

多年来，江华坚持帮扶困
难盲人及盲人家庭，他提出“多

外联促宣传，多交流募资金，多
运作争项目”的工作思路，为盲
人积极奔走。5年间，他筹措了
近 50 万元的捐赠款物，帮扶了
300 多名生活困难的盲人。为
解决盲人出行难问题，江华带
领服务队开设盲人无障碍服务
工作室，专门培训、指导盲人运
用现代信息网络手段，为盲人
沟通交流、拓展知识提供更广
阔的平台。2013 年，他提出将
盲人按摩店列入医保定点单
位。在他的努力推动下，三明
市将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定点结算，这一政
策的落实不仅造福了三明地区
50 多家盲人按摩机构和 400 多
名从业人员，还对各地盲人保
健按摩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起到了示范推动作用。

江华荣获全国自强模范等
称号。

118 许显军

许显军，男，藏族，1971年 9
月生，中共党员，青海省海西州
天峻县新源镇卫生院副主任
医师。

许显军作为一名草原白衣
天使，数十年如一日行医施善，
始终将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他向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
三岁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成功
挽救了患儿的生命。

许显军自 1989 年 7 月背起
药箱的那一刻起，一直坚守在基
层第一线，在救死扶伤的同时，
服务群众、帮助群众。很多牧户
居住分散，下乡巡诊成为他常做
的事，一个医务箱、一辆摩托车，
频繁穿梭于草原的每个角落。
每当遇到一些身患重病、行动不
便的孤寡老人时，他除了悉心治
疗以外，还会自己掏钱为他们买
药，并经常回访、探望，在生活上
帮助他们，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人
一样。

2013年 7月，许显军自愿报
名，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2017年 8月，当与一
名远在千里之外的 3 岁白血病
患儿 HLA 分型数据检测相合
后，他积极配合青海分库工作
人员进行了一系列捐前准备工
作。10 月 31 日，许显军在空军
总医院连续注射了 4 天的动员
剂，将造血干细胞从骨髓血中
动员到外周血内，通过血细胞
分离机，循环采集了近 5 个小
时。11月 6日上午，他如愿捐献
出 129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液，成
功挽救了这位白血病患儿的生
命，完成了一次生命的接力和
爱的传递。他成为青海省第三
十二例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许显军说：“造血干细胞移
植，是生命黯然时能摸索到的
唯一光亮，如果能用我的绵薄
之力为另一个生命重新点燃希
望，无论多少次，我都会去做。”

许显军荣获青海省捐献造
血干细胞优秀志愿者、“最美青
海人”等称号。

119 许惠春

许惠春，男，汉族，1932 年
10月生，生前系安徽省安庆市原
安庆石化总厂建安公司退休
职工。

他从 1984年以“李记”名义
捐出第一笔款开始，几乎年年匿
名捐款，虽未留下真实姓名，却
让“李记”这个名字传遍安庆市
的大街小巷，温暖了一座城，感
动了无数人。直到去世，家人在
整理遗物时，才发现“李记”就是
许惠春。

（下转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