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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岁的刘玉琴患有糖尿
病，以前看病要由家人陪着去
80多公里外的县医院，往返一
趟至少需要两天，如今她走十
几分钟到村卫生室就能接受

“本土名医”的治疗。
2019年起，在刘玉琴的家

乡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
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一批“本土名医”充实到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村民们的小
病、常见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
治疗。

刘玉琴因为糖尿病并发症
而全身浮肿，每天上午都要到
突泉县宝石镇宝龙村卫生室进
行针灸治疗。“扎针一个小时，
不耽误中午回家干农活、做家
务，比去县里医院省事多了。”
刘玉琴说。同在宝龙村卫生室
进行治疗的，除了宝龙村的几
名村民，还有邻村慕名而来的
患者。村卫生室的李朝辉医生
是突泉县培养的首批“本土名
医”，因针灸技术过硬深得村民
信赖。

“县里实施‘本土名医’计
划后，两次送我外出进修，大大
提升了我的诊疗技术，针灸治
疗能更好地发挥效果了。”李朝
辉说，以前村卫生室一天只有
三五个人来看病，现在等待针
灸的患者从早排到晚，自己忙
不过来又雇了三名医护人员。

村医是村民健康的“守门
人”，突泉县对村医队伍进行能
力提升，针对糖尿病、高血压、
骨关节病、慢阻肺、心脑血管疾
病五类地方常见病培养“本土
名医”，解决村民日常就医需
求。

李朝辉说：“如今村卫生室
都按照门诊化管理，还有专家
门诊对村卫生室进行监督和指
导，看病、购药都更加规范了。”

宝石镇宝胜村村民李淑芝
在村卫生室购买了治疗心脑血
管疾病的药，10公里外的镇卫
生院收费员在医保报销系统中
为她结算出药费，将结算单拍
照发给村医，李淑芝当即在村
卫生室扫码付款，直接走医保
报销。

“村卫生室门诊化建设是县
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建设
的关键。”突泉县医疗集团总医
院党委副书记、宝石镇卫生院
院长宋清君说，乡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实行统一管理后，乡
镇医疗机构的门诊量是之前的
三倍多，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村
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又和县人
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形成县域医
共体，实现县乡转诊无缝对接。

记者了解，不仅宋清君等
县级医疗机构的业务副院长来
到突泉县 11 家乡镇卫生院担
任执行院长，还有专科医生定
期到乡镇卫生院坐诊，实现专
家下沉全覆盖。

突泉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医生韩英到水泉镇卫生院驻点
的第一年，这个多年未收患者
的卫生院开始收治患者，还邀
请专科医生在卫生院完成了
28 例手术。韩英说：“卫生院
的硬件设施都完备，只是诊疗
能力有待提升。我们对医护人
员进行手把手培训，并定期邀
请专科医生出诊，一些在卫生
院能完成的小手术就不用再去
县医院了。”

韩英刚到水泉镇下乡义诊
时，村民们总是忐忑地问：“卫
生院能治好病吗？”“那时村民
们普遍不信任乡镇卫生院，如
今村民们有了小病会先到卫生
院去瞧瞧。”韩英说，“我们要继
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真
正做到让村民‘小病不出村’。”

小病不出村 乡里有“名医”
新华社记者 魏婧宇

也许，许多人并不了解什么是中国脊髓
灰质炎疫苗，但却对儿时吃过的白色小“糖
丸”印象深刻。正是这样一粒粒不起眼的小

“糖丸”，帮助中国消灭了脊髓灰质炎病毒。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位老人为之奉献一生的
传奇故事。

这位老人，就是“糖丸爷爷”，是病毒学
家、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
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人民科学家”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顾方舟。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生病的对
象主要是 7岁以下的儿童，一旦得病就无法
治愈，若病情严重，还会危及孩子生命。

时钟拨回到 1955 年，小儿麻痹症在青
岛、上海、济宁、南宁等地蔓延。疾病暴发之
初，有家长背着孩子跑来找顾方舟，希望他
能给孩子治病，顾方舟却束手无策……这件
事一直影响着他。我国当时每年有一两千
万名新生儿，他知道早一天研发出疫苗，就
能早一天挽救更多孩子的未来。

1957年，顾方舟正式开展脊髓灰质炎研
究。从此，与脊髓灰质炎打交道成了他毕生
的事业。

当时，国际上存在两种疫苗技术路线。
一种是灭活疫苗，也称为死疫苗，可以直接
投入生产使用，但要打三到四针，每针价格
几十块钱；另一种是减毒活疫苗，成本是死
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因刚刚发明，药效、不良
反应等都是未知数。

深思熟虑后，顾方舟认为当时我国人口
多、生产力欠发达，他认定，在中国消灭脊髓
灰质炎，只能走活疫苗路线。

就这样，顾方舟自己带人挖洞、建房，以
他为组长的一支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在
昆明远郊的山洞搭起了疫苗实验室。

疫苗在动物试验通过后，进入了更为关
键的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
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其中，第一
期需要在少数人身上检验效果。

面对未知风险，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下
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在经历吉凶难料的一周后，他的生命体征平
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但是，成人本身大多就对脊髓灰质炎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
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顾方舟遇到了
新的难题。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瞒着妻子，给刚满月的儿子
喂下了疫苗！实验室一些研究人员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让自己
的孩子参加了这次试验。经历漫长而煎熬的一个月，孩子们生命
体征正常！第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1960年底，首批 500万人份疫苗在全国 11个城市推广开来。
在投放了疫苗的城市，脊髓灰质炎流行高峰逐渐变弱。

随着脊髓灰质炎疫情逐渐好转，顾方舟却在疫苗推广中发现
新的问题：疫苗的储藏还有不小难度，而且孩子们都不喜欢打针吃
药。

经过反复试验，顾方舟和团队把打针吃药“变”成了吃“糖丸”，
同时糖丸剂型比液体保存期更长，保存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举行，当

时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无疫苗可用到消灭脊髓灰质炎，顾方舟用40多年护佑中国

儿童远离小儿麻痹症。
面对如此成就，这位老爷爷却谦逊地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

事，就是做了一粒小小的“糖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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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旬阳市双河镇高坪
社区河岸边，女子志愿护河队
队员清理河岸垃圾后离开（资
料照片，2018 年 12 月 21 日
摄）。

在位于秦岭之中的陕西旬
阳市双河镇高坪社区，常年活
跃着一支女子志愿护河队，她
们通过常态化开展义务清扫、
河道巡查和环境整治工作，保
护汉江及其支流的生态环境。

陕西旬阳市双河镇高坪社
区 女 子 志 愿 护 河 队 成 立 于
2017 年，经过社区党支部和
爱心人士的引导号召，队伍人
数从最初的9人发展稳定至70
人。

新华社发

守护汉江守护汉江，，
秦岭里有支女子护河队秦岭里有支女子护河队

清明节前夕，阜城县本斋纪念园的高
纪庄突围战纪念馆内人头攒动，阜城县爱
国拥军志愿者服务队成员革命传统教育
活动正在这里进行。人群中一位67岁的
老者正在声情并茂地为大家讲述着马本
斋回民支队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动人故
事，说到动情之处这位老者忍不住流下了
热泪，他就是本斋纪念园的守墓人和义务
讲解员王志杰。

父子接力成为陵园的“守护人”

在阜城县千顷洼万亩森林公园深
处，坐落着“本斋纪念园”。这里是抗战
时期马本斋回民支队高纪庄突围战的战
场旧址，是战斗中英勇献身的 88名回民
支队英烈长眠之地。如今，这里松柏青
翠，花草繁盛，树木葱郁，环境幽雅。
在这里，阜城革命纪念馆、高纪庄突围
战纪念馆、回民支队烈士墓等依次而
立。本斋纪念园的馆藏史料丰富，图
片、实物、沙盘、文字等相结合，讲述
了马本斋忧国忧民、英勇奋斗的一生，
再现了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风采。每年
都有数万人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这
里，重温那段峥嵘岁月，缅怀革命烈士
的丰功伟绩。

王志杰是阜城县古城镇纪庄革命烈
士陵园的第二代守墓人，他的父亲王梦北
自 1942年起坚持为烈士守墓，1993年去
世。此后王志杰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
棒”，成为陵园的“守护人”。每天去陵园
转一圈，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至今父子两代人已守护 88位烈士英
灵整整80个春秋。

这些年，党和人民给了王志杰许多荣
誉。他先后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感
动阜城人物、国防教育工作先进个人，衡
水市道德模范楷模标兵、河北好人、中国
共产党衡水市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
党代表，2021年又被河北省委、省政府授
予“民族团结教育进步基地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

心怀感恩整理英烈事迹

“牢记历史、感恩先烈，没有他们就
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大力宣
传弘扬英烈事迹精神。”这是王志杰常常
挂在嘴边的话。每到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
前后，他总会为前来祭扫的各界人士讲述
烈士的英雄事迹。“英雄是一个民族精神
谱系中醒目的标识，是一个国家道德天空
上璀璨的星辰。”王志杰对这句话有着很
深的体会。为此，他十分注重运用大家喜
闻乐见的形式讲好英烈故事。从 1993年
起，作为“专职”讲解员，一个小喇叭成
为王志杰的标配。每当陵园有活动时，他
都主动前来为人们讲解，一场讲解至少也
需要 40分钟左右的时间，期间要一直不
断地讲，还要回答人们的各种提问。最高
峰时，他一天要连讲6场。

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最重
要的是传承英烈精神。王志杰不单单是
讲解，他还根据父亲王梦北对过去烽火岁
月的回想与记忆，昼夜加班，编写了1.3万
字的《高纪庄突围战亲历记》，详细描写了
当时激烈的战斗故事。“讲好英烈故事，也
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英烈的怀念、尊
崇和礼赞，我最愿意也最想给这些孩子们
讲解，想让他们知道无数英烈前赴后继，
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
身。也想让他们继续把这些红色基因传
下去，来感染一代又一代的人。”

不是“科班出身”，系统整理资料的底
子也不厚，但这些都不妨碍王志杰整理和
编写回民支队烈士资料的热情。“80年过
去了，知道那场战争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我能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完整地
整理相关资料，让更多人了解先烈，学习
并传播他们的爱国精神。”王志杰介绍说。

潜心钻研宣讲革命故事

为更好地宣讲抗战英烈事迹，每次讲
解前，王志杰都要认真细心备课，不敢有

半点大意和疏忽。为了更详尽地查阅英
烈资料，他成了民政部门和档案馆的常
客，而且经常一待就是一整天，先将资料
摘抄下来，再带回家整理。

自从成为讲解员后，王志杰放弃休息
时间，每天坚持一两个小时学习党史和军
史。天长日久，他对不少历史事件熟记于
心，在本斋纪念园广场上给大家讲解也更
加得心应手。之后，县里只要有党组织活
动，就会邀请王志杰做一次报告。面对青
少年和中小学学生，他从十几岁的烈士忠
心报国、不怕牺牲的故事开讲，分享英雄
的成长历程；面向机关党员干部，他从对
党的信仰出发，解读这些革命先烈怎样抛
家舍业，义无反顾走上战场、英勇杀敌的
故事。据不完全统计，王志杰共为机关单
位、军营警所、中小学校、卫生系统、外地
游客等讲解 600余场，观众多达 100余万
人次，其中 2021年，在建党一百年的喜庆
日子里，王志杰就为本县党政机关和各个
部门及衡水市部分党政机关、学院的党员
干部大学生，还有周围的景县、武邑、武强
等一些市县的干部职工宣讲了 100余场、
40余万人次，随景宣讲、身边宣讲更是不
计其数。

一直以来，王志杰是个甘于奉献的
“红色义务讲解员”。29年来，王志杰义
务宣讲烈士故事，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党
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在感动阜城人物王志杰带动下，
阜城主城区建立起一支 100余人的志愿
者拥军队伍，帮扶关爱老人超过 1000余
人次。

阜城县阜城镇高楼村共产党员、河北
省爱国拥军模范、全国商业劳模高金潮对
王志杰深感敬佩，“前些年，慕名听了他的
一堂报告后，我对党、对国家有了更深的
感情。听了王志杰讲述的英烈故事后，我
接受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精神洗礼，
英烈那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照亮了我们
的前行之路。我组织了志愿者服务队，并
亲自担任队长，力所能及地为党、为社会、

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

为“无名英雄”寻找亲人

在讲解之余，王志杰并没有放弃为
这些烈士们寻亲。“他们应该有姓名、有
原籍，他们不该被历史遗忘。”2012年初
春，王志杰萌生了一个念头：为烈士寻
找亲人。然而，当正式着手这项工作
时，王志杰才发现难度非常大。牺牲的
88位烈士，很多都没有留下姓名、籍贯
等信息。他先后赶往深州、饶阳、安平
等邻县的民政局查找资料，也去过省、
市的民政部门查询，虽然遇到不少困
难，但是他从不气馁。“我就是铁了心想
干成这件事，找到了亲人，烈士们就不
会孤单了。”在王志杰的多番努力之下，
88位烈士中现在已经有67位烈士被确定
了姓名和职务。截至上月底，他已为有
姓名或职务信息的 33 位烈士找到了亲
人。“只要我能动一天就讲一天，只要能
走动一天我就找一天。为烈士们守墓寻
亲，为大家讲解红色故事，我肯定会一
直坚持下去。”王志杰坚定地说。如今，
本斋纪念园已是省级烈士设施单位、“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省市县三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廉政教育基
地”“国防教育基地”。

时光流逝，精神永存。崇尚英雄才会
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王志
杰和父亲 80年如一日追寻英烈足迹、传
承英烈精神，传承弘扬英烈所展现的非凡
品格和伟大精神，鼓舞了更多青少年在英
烈们为之奋斗的宏伟事业中慨然前行，让
英烈精神生生不息播撒着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的种子。“我要用英烈精神鼓舞斗志、
砥砺品格，只要体格还行，我会活到老讲
到老，奉献到老，生命不息，讲解不停，时
时守望信仰的高地，时时呵护思想的净
土，让英雄赞歌代代传唱，让伟大民族精
神和红色故事代代传承，让红色江山千秋
万代永不变色，成为我们砥砺奋进的不竭
动力。”王志杰说。

红色义务讲解员的执着与坚守
——记阜城县本斋纪念园守墓人王志杰

本报通讯员 潘桂生 王雪松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条条走过无数
次的村路……郑峰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的一名放映
员，十几年来，到农村放映公益电影是他
的主要工作。

近日，郑峰所在的牡丹江市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获评“第九届全国服务
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称
号。郑峰和 90多位同事要负责牡丹江市
56 个乡镇 887 个行政村的农村数字电影
发行放映工作。“村头的一块空地可能就
是我们的岗位，哪怕观众只有一个人，我
们也要坚持放映电影，把‘光影’艺术带到
乡村去。”郑峰说。

20 世纪 90 年代，郑峰毕业后被分配
到牡丹江市一个影剧院，从事城市影剧院

放映员工作。2007年，牡丹江市被确定为
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试点城市，随即成立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郑峰的工
作也发生了变化，转岗成为一名农村流动
放映员。

郑峰回忆，当时好多人劝他不要去，
农村条件差，晴天满身灰、雨天两脚泥，到
农村放映电影最苦了，但他还是坚持要
去。“农村地区需要电影，需要文化的充
实，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并不是简单地放电
影，而是加强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他说，农村地区很少有电影院，当时村民
一年到头可能都看不上一场电影。

就这样，郑峰开始了农村流动放映员
的工作。十几年来，他几乎跑遍了牡丹江
市下辖的所有乡镇，哪个村屯放映条件

好、哪段路有陡坡、哪里的路颠簸，这些他
都记得很清楚。

牡丹江市的地理环境被称为“九分山
水一分田”，山区、湖区比较多。“以前去山
里都要开上一天的车，为了赶时间，有时
候还会夜间行车，冬天的时候就捧一把路
边的雪擦脸，清醒了继续赶路。”郑峰说。

数年来，陪伴郑峰最多的就是放映
机。以前每到颠簸路段，他和同事最放心
不下的就是放映机，生怕发生磕碰。从胶
片放映到数字放映，郑峰使用过的放映机
已数不清。“科技在进步，放映条件越来越
好，但不变的是我们对农村公益放映的坚
守。”郑峰说。

在郑峰和同事们看来，放映员就像是
电影与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在偏远的

乡村，文化生活匮乏，就需要“桥梁”去发
挥沟通的作用。

“有时候放映结束后，很多观众会过
来帮助收拾设备，并询问下一次放映是什
么时候。”郑峰说，大家的努力得到了认
可，这令他们非常欣慰。“我会一直坚持下
去，给老百姓带去更多好电影，也带给他
们知识与欢乐。”郑峰说。

坚持将好电影送到田间地头。近年
来，牡丹江市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加大投入力度，引入“定制点映”模式，根
据观众需求采购播放最新影片，尤其是优
秀国产影片。目前，88支电影流动放映队
年放映量超万场，在电影下乡活动中还结
合安全防火、养殖种植等，提高农民群众
致富本领。

让“光影”艺术照亮乡村
新华社记者 董宝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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