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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坚守
本报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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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康县望关镇贯上村，一个依山
傍水的美丽乡村，国道345线从村子里
蜿蜒向前，满山坡的核桃树、花椒树挂满
硕果，几个老大爷围坐在活动广场上切
磋着“车马炮”，满脸是笑叙说着今年的
好收成。

今年73岁的王唤子，是贯上村乱石
窖社人，无儿无女，属特困供养人员，平
时由侄儿监护照看。

记者碰见王唤子老人时，他正在清扫
马路，很认真地捡拾着枯枝败叶。陪同记
者采访的望关镇人大主席蒲保玉叫住他
说，“中午热得很，别扫了，赶紧回家休息”。

王唤子乐呵呵地拉着蒲保玉的手回
到他家。这是两间砖混结构的平房，大
概40平方米，一间卧室里摆放着沙发、茶
几、电视、衣柜，另一间是厨房，收拾得干
干净净，橱柜里整齐地储存着两桶清油
和3袋大米。

王唤子很快泡好茶端给我们。他慢
悠悠地说，“现在的国家就是好，乡政府
的干部也好，鞋袜帽子、粮油米面，他们
都给我管（买）”。

老人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用油
纸包裹着的户口本，拿出夹在里面的存
折交给蒲保玉。

“看看我的折子上还有多少钱？”老
人笑着说。

“你的生活费又涨了，现在一个月
600元了。”蒲保玉高兴地回答。

王唤子接过存折，又重新包好，揣进怀里。
当记者问他多长时间理一次发时，老人摸了摸头，想了一

会儿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头发一长，贯上的咪咪（贾咪
咪，贯上村专业理发师，也是志愿者）就来了”。

就在我们起身将要离开时，老人拉住蒲保玉的手，眼里噙
着泪花叮嘱，“你别调走啊！”

欢喜，感动，挽留……真诚的眼神里，充满生活的希望和对
乡镇干部的深情。

“能做的就多做点，我隔十天半个月就去给王唤子理发。近
七八年来，我一直坚持到寨子、沈湾、叶湾、贯上等村为‘五保户’、
残疾人义务理发，有几个瘫痪在床的老人，我都是拿着礼当（礼物）
去看望，具体理过的次数已记不清了。” 贾咪咪一边忙着给别人
理发一边微笑着说，“现在好了，从前年冬天开始，我可以开着车去
为更多的乡亲们服务了。”

据了解，康县望关镇在每个村配备理发师的基础上，还在
农贸市场开办了一个“爱心理发室”，购置专业设备，聘请专业
师傅为更多群众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我们全镇积极发挥镇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的作用，大力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大批志愿者不
定期走访老年人、特困供养人员，帮助他们打扫室内外卫生，缝
补、清洗衣物，给老人理发洗脸……大家忙得不亦乐乎，而老人
们的脸上总挂着幸福的笑容。”蒲保玉说。

返回的路上，记者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王唤子那真诚的眼
神，心中感觉暖暖的……

在江苏徐州的苏皖交界处有个“小江
南”村，清水蜿蜒，家家枕河，红瓦白墙式的
乡村别墅倒映河水中，游鱼在屋檐上游弋。
曲桥上、亭子边、长廊里，晨练的村民伸展着
身躯……一场夏雨后，漫步徐州市铜山区三
堡街道潘楼村，犹如身在江南。

“人人都说江南好，也比俺村少一好，哪
一好？书记好。”在潘楼村，老幼皆知这个

“数来宝”，里面说的书记，就是带领村民实
干兴村的潘楼村党总支书记张衍刚。

潘楼村曾是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环境脏
乱差、民风较乱的村庄。1997年，张衍刚担
任村党总支书记后，带领村两委班子牵住村
庄环境建设这个“牛鼻子”，通过改变村容村
貌，提升村民素质，激发村民干事创业的精
气神，闯出一条“村庄美、村风正、村民富”的
乡村振兴之路，该村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
全国绿色小康村、江苏省最美乡村等荣誉
称号。

“世外桃源”设计师

“小雨轻轻下，潘楼涝一涝，屋里穿胶
鞋，出门踩高跷。土菜运不出，洋货进不来，
户户有光棍，家家茅草屋。”1984年，村民赵
修霞从安徽老家嫁到潘楼当天，听到这首

“顺口溜”，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当时心里挺
难过的，看到夫家穷得叮当响，心想这啥时
候是个头呀。”赵修霞说，潘楼村蝶变从张衍
刚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开始。

“人可以改变环境，环境可以塑造人。”
回忆起上任伊始，张衍刚说，当时村民的卫
生习惯差，房前屋后垃圾成山，环境脏乱。
于是，张衍刚带领村民实施村庄改造，统一
规划建设，开始了一场“民居革命”。

从设计规划图，到建房、铺路、架排水管
网，自1998年至今，张衍刚带领潘楼村的男
女老少边摸索边建设。

“我们把村内主干道宽度设计为14米，
当时有村民提意见，小村庄没必要修那么宽
的马路。用发展的眼光看，当初的选择是对
的。”张衍刚说，一方面拆除多年来的危旧房
屋，另一方面对水“开战”，将村内外10多处
河塘全部连通，让死水活起来，做到水清、岸
绿、无垃圾。

“一开始大伙并不理解，张书记就带着
6种民房建设图纸上门做工作。看到有些
村民还不满意，他便带着部分村民到华西村
参观，看到华西村一排排漂亮的小洋房，村
民们动心了。”赵修霞说，从华西村回来之
后，她马上带头拆掉了老房子。

穿行在潘楼村，乡村别墅整齐划一，小
桥流水一片翠绿，瓜果飘香。“田园乡村美如
画，物我两忘怡自然。而今福寿百般有，不
是神仙赛神仙。”村里退休教师沈文堂即兴

赋诗一首。他说，20多年来，张衍刚带领村
两委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潘楼村脱胎换骨，
彻底改变了潘楼人的生活，打造出令人羡慕
的“苏北小江南”。

兴村富民引路人

曾经的潘楼村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守
着“二亩地”的思想根深蒂固，曾经村里唯一
的企业——造纸厂开办不到 3年即濒临
倒闭。

1990年，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张衍刚兼
任造纸厂厂长。“那几年，他以厂为家，吃住
在车间，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忙活。”张衍刚的
妻子左献玲回忆说，企业缺资金，老张以个
人信用抵押贷款，为了拓展业务，他常年奔
波在外，渴了喝白开水，饿了啃硬馒头。

在张衍刚的带领下，经过几年拼搏，村
办小厂发展成拥有职工600余人、年产值超
亿元的中型企业，解决了几百名群众的就业
问题，还带动了全村各类企业30多家，服务
业数十家，运输业300多户。

2008年，为了走绿色发展之路，张衍刚
毅然决定关闭造纸厂。“厂关了，那些围绕造
纸产业生存的上下游企业和运输户该怎么
办？”但张衍刚坚定兴村富民必须走转型升
级之路。

“在张书记鼓励下，我投资300万元成
立了忘忧果农业合作社，年加工销售农产品
达2000万吨。”今年49岁的村民唐德成过

去搞板材加工，砍了大半辈子树，2019年张
衍刚主动上门帮他跑土地指标、担保办贷
款，指导他发展现代农业。“从砍树到种树，
发展理念变了，我的收入也翻了一倍。”唐德
成说。

村民孟勇20岁出头便在造纸厂跑运
输，厂关了，孟勇一时间有些迷茫，张衍刚及
时找他谈心。“轮子一转就来钱，运输产业不
仅不能丢，还要做大做强。”孟勇说，“在发展
的十字路口，张书记不仅带着发展思路和银
行信贷员找到我，劝我放弃农用车，帮助我
贷款购置平板卡车，他还为全村100多户运
输户转型发展出谋划策、牵线搭桥。”

“现在看，张书记的思路是正确的，如今
村里成立了货车共享平台，全村运输户抱团
取暖，实现了全国跑、跑全国，户均年收入超
过20万元。”孟勇高兴地说。

乡村善治践行者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
在潘楼村村委会对面，有一面长约50

米的“十星级文明墙”，村里近650户户主的
名字赫然在列，每个名字的后面都有若干个
五角星，爱国、守法、计生、敬老、致富、道德、
育才、卫生、新风、团结共10颗星，每一家得
几颗，一目了然。

“别小看这个文明榜，它是村民道德展
示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每家每户的言行举
止，就连村民娶媳嫁女都要到这里来探探

‘老底’。”潘楼村村委会主任谢春强说，
1998年在张书记的提议下，村里开始探索
乡风文明建设，推行星级文明户评选。如
今，小小“十星级文明户”牌已成了一个家庭
的“门面”。

20年前，潘楼村治安情况很不好，打架
斗殴、迷信、赌博、偷盗等违法事件常有发
生，为了树立文明新风，张衍刚在村委会门
口贴出了“十星级文明户”评比公告。

一石激起千层浪，村民们议论纷纷：评
这个虚名有啥用？

可是当评选结果往墙上一公布，看到别
人戴着大红花站在台上领奖，家门口挂上亮
闪闪的“十星级文明户”光荣牌，村民们的心
里起了波澜。

“农村是熟人社会和脸面社会，说的再
好不如墙上一颗星，家家户户不自觉就互相

‘攀比’起来，越比越好。”赵修霞说，村庄变
美了，人心更美了，如今，“十星级文明户”已
占全村总户数的70%，光棍村变成了外乡
嫁女的“香饽饽”村。

走进张衍刚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摆放的
“示范村书记”奖杯、奖牌格外醒目。“金杯银
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张衍刚说，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只要能干，还要一年接着一
年干，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人说潘楼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站
在那高处往下望，哗啦啦的关河水呀流过了
我的小村庄。”临行前，记者听到潘楼村文化
广场上孩童唱起的歌谣。

带领潘楼攀“高楼”
——记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三堡街道潘楼村党总支书记张衍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蒋 波

韩东峰是内蒙古包头客运段（呼和浩特至额济纳）一名列车
员，他值乘的列车全程1000余公里。当列车到达终点站额济纳
后，列车员开始执行“守车”任务，等待返程。

在等待整备期间，列车要驶离铁轨。没有了铁轨接触网，列
车自然断电。炎炎烈日下车厢内的温度迅速攀升，最高时接近
50℃，车内又闷又热，就像桑拿房。在高温“烤”验下，韩东峰和
同事们认真值守，丝毫不敢怠慢，对车厢内的洁具柜、车门翻板
等隐蔽部位一一检查，他们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工作
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在这样高温环境下工作近8个小时，多年
来我都适应了。”韩东峰说。

为了让旅客们享受到干净舒适的旅行服务，韩东峰和同事
们克服炎热、默默付出，保障着每一位旅客的安全出行，诠释着
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三堡街道潘楼村党总支书记张衍刚（中）正在给村里困难群众讲解扶贫政策。 （资料照片）

“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这是他火
线入党时的誓言，也是他人生的信条。他叫
徐永昊，广东省第五批“组团式”援藏医疗人
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
健康研究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2019
年6月以来，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援藏、援
粤、援外，始终奋战在需要他的第一线。

高原生命的守护者

“医疗援藏不仅要把技术带过去，更要把
技术留下来。”在进藏的飞机上，徐永昊与同
事交谈时表示，医疗援藏要授之以鱼更要授
之以渔。2019年6月，徐永昊主动申请作为

“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赴西藏林芝市，担任
林芝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主任。

查房、手术、带教……作为援藏医疗人
才，徐永昊将自己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
教授给当地医护人员，同时，在他的带领下
新技术也一项项开展起来，使林芝市人民医
院ICU收治病人数量比往年有了明显增加。

57岁的达久因急性肾功能不全症状被
紧急送院抢救。对达久病情分析研判后，徐
永昊带领医护人员开展了林芝市人民医院
首例床旁连续肾替代治疗（CRRT）。在经
历了72小时高水平生命支持和床旁CRRT
治疗后，达久的病情开始趋于稳定，并逐渐

转危为安。
不仅如此，徐永昊还为林芝市人民医院

制定了ICU发展规划、仪器管理、质量控制
等方案，带领医护人员先后学习了“支气管
镜引导经鼻气管插管”“肺保护通气”“危重
患者多维度血流动力学监测”等技术，填补
了该院在这些领域上的空白。在林芝的
200多个日夜里，每次有重症患者，徐永昊
都坚持在一线参与救治，最长连续守候病人
48小时，期间经他抢救成功的危重病人逾
百人。

抗击疫情的逆行者

2020年1月20日，正在广州家中休假的
徐永昊看到“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冠肺炎可能
人传人”的新闻后，当即放弃休假从广州返回
林芝。凭借从医以来与非典、禽流感、甲流

“搏斗”的一线工作经验，徐永昊在林芝迅速
开展了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牵头制定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预案，给医护人员开办新冠
肺炎诊治、个人防护知识和操作培训的讲座。

“当时，一方面西藏还没有出现确诊或者
疑似病例，另一方面医院已经做好了相关培
训，我希望先回广东支援，如果西藏有需要，
我随时可以返回。”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
疫情，徐永昊萌生了回广州战“疫”的想法。

农历正月初一，徐永昊返回到广州，第二
天便赶赴珠海参加新冠肺炎危重病人会诊工
作。在广东抗击疫情的1个多月里，徐永昊先
后5次奔赴珠海、深圳等地会诊新冠肺炎危重
症患者，多次参加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
织的钟南山院士团队远程视频会诊。

3月2日，徐永昊以出色表现“火线入党”，
在钟南山院士的领誓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人道主义的践行者

“火线入党”后，3月7日，徐永昊又接受
了赴伊拉克参加国际支援的任务。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医生，要听党
指挥、跟党走，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是‘战场’，
接受此次援外任务，我将把中国经验带到世
界抗疫‘战场’上。”出征前徐永昊留下誓言。

在援助伊拉克开展疫情防控的50天
里，徐永昊深入当地社区、企业进行疫情防
控知识宣讲，与当地政府分享中国抗击疫情
的经验，并结合当地实际提出建议。除了协
助伊拉克医疗卫生部门进行疫情防控工作
外，徐永昊还走访了10多家中资企业，举办
了多场视频培训，几乎覆盖了在伊拉克的所
有中资企业和员工。

援外任务结束，在从伊拉克归国的航班
上，徐永昊又表达了希望早日结束休整隔离
尽快回到林芝继续援藏工作的心情。“疫情
耽误了不少援藏工作的开展，我想尽快回到
林芝去，把因为疫情影响的这些时间追回
来。”徐永昊说。

如今，回到林芝市人民医院的徐永昊，
正在与时间赛跑。他每天都奔波在林芝市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病人救治、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一线，用行动践行着“哪里需要
我，我就到哪里去”的初心和誓言。

广东援藏医生徐永昊：

“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本报记者 贺建明

徐永昊（左）指导林芝市人民医院医生进行纤支镜操作。 （资料照片）

在内蒙古额济纳火车站，列车员韩东峰正在高温下对车
厢的注水口进行检查维护。 李 伟摄

在内蒙古额济纳火车站，列车员韩东峰在高温闷热的车厢
里整理卧具。 李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