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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

设备维修中心厂区的车间，三五

人围在一起，正全神贯注地观看

连采机运输槽焊接流程。随着焊

条在弧光中移动，白色焊烟缓缓

升起，顾秀花（见上图，本报记者

丁志军摄）全神贯注，精准地将两

块钢板紧紧地焊在了一起……

“运输槽对接焊缝的焊接，操

作的关键在于轻、准、稳……”手

持焊枪的顾秀花摘下面罩，伸手

抹了把脸上冒出的汗珠，向周围

的徒弟叮嘱焊接的要领。

跟随顾秀花，记者来到“顾秀

花 国 家 级 焊 工 技 能 大 师 工 作

室”。在这间近 190 平方米的工

作室内，一个个焊接工位整齐有

序，洁净的墙壁上展示着顾秀花

创新的一系列焊接技艺流程。其

中，最令顾秀花记忆深刻的便是

“单面焊双面成型”焊接工艺，这也是焊接领域难度较大的

一种手工成型技术。

直面问题，创新工艺。一次焊接完成后，顾秀花检查发

现焊件正面、背面成型良好。正当她以为顺利完成工作时，

经过 X 射线探伤的试板被发现内部存在缺陷。为找出问题

的根源，她再次拿来两块试板，重新调整心态，平心静气地

焊起来……

在焊接过程中，她认真地观察每次断弧的每一滴铁水，保

证每一滴铁水滴下来的位置正好压在第一滴铁水凝固后的平

面 1/3 处，并且确保频率一致。数到第 600 滴时，焊缝的打底

焊层终于焊接完毕。这一次，探伤结果显示所焊的焊缝均达

一级片，她悬着的心才最终落了地！

在煤矿采煤设备的维修过程中，连采机、掘锚机的前后

运输槽及矿井其他设备的关键部位空间狭小，维修起来费

时费力。顾秀花将“单面焊双面成型”技术应用在采煤设备

上，解决了采煤设备部件焊接修复难题，为企业创造了一定

效益。

创新路上不止步。在顾秀花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蓝

色小装置，约 15 厘米长、20 厘米高。“这个装置是我新发明

的一种用于氩弧焊接的万向支架，最大的特点是成本低、耐

高温，解决了焊接时对人员技能要求高的难题，而且特别容

易上手。”顾秀花解释。

截至目前，顾秀花带领团队先后开展了科技创新和技

术攻关 1000 余项，累计创效超 2 亿元，取得“一种可调节改

锥结构、一种外扣螺栓修复工具、一种线性材料的对接工

装、一种便携式磨钻工装”等实用型专利四项。她独立编制

完成了《JOY 综（连）采设备焊接修复技术》等专业书籍，已

成为许多焊工的重要学习材料。

近年来，依托“顾秀花国家级焊工技能大师工作室”，她

培养出一大批焊接技术骨干；其中，10 人次在省、市级焊工

技能大赛中获奖、2 人荣获“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称号。

焊工王飞是顾秀花的徒弟之一，曾连续 4 年获嘉克杯

国际焊接大赛个人单项奖，如今也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

的创新工作室。

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35
年来，顾秀花用行动践行着工匠精神，保持着百万道焊缝零

失误的纪录。谈到未来，她坚定地说：“我要把焊接工作当

成一生的事业来干。”依托“顾秀花国家级焊工技能大师工

作室”，她正用实际行动激励着更多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

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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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凤亭：1948年生，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村人。他扎根

乡村，行医 58 年，免除困难群体医药费 40 余万元，曾荣获“山东省优秀

乡村医生”“菏泽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人物小传

■记者手记R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上图：戚凤亭在卫生所

给患者把脉。

右图：戚凤亭（右一）在

给困难老人体检。

以上图片均为周鑫摄

高温酷暑的一天，大地被晒得滚烫。山

东省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卫生所

里，泛黄的吊扇铆着劲吹着，排队看病的村

民挤满了屋子……

屋子正中，摆着一张桌，一位“白大褂”

正给患者把脉问诊。只见他鼻梁架着眼镜，

神情专注、一丝不苟。他便是戚凤亭，今年

75 岁，一听岁数，在场人无不惊呼：这精神

头，可不像古稀老人。

戚 凤 亭 总 是 笑 眯 眯 的 ，话 不 多 ，很 随

和。他当乡村医生 58 年，免除困难群体医

药费 40 余万元，他经常说：“乡亲们身体健

康，我就踏实！”

“长大了一定要做医
生，与疾病做斗争”

戚凤亭在家里排行老大。在他儿时的

记忆中，父亲总是推着手推车，推着弟弟四

处奔走。

长大一点，戚凤亭才知道，原来弟弟罹

患小儿麻痹症，一直无法医治。但是，父亲

不放弃，四处求医。这件事深深印在戚凤亭

的记忆深处，一颗种子逐渐在心中萌芽：“长

大了一定要做医生，与疾病做斗争。”

初中毕业，戚凤亭考取了定陶县卫校。

他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毕业时，本能

留在县城工作，但他有自己的想法：“农村更

需要我”。

1965 年，戚凤亭回到老家杨店村。以

前，村里没有村医，乡亲们若生病了，需步行

5 公里，到县城看病。因为看病不方便，村

民遇到头疼脑热的小病就扛一扛，实在扛不

住，才去医院。

这回，听闻戚凤亭要回村给乡亲们看

病，大伙特别高兴。村里特意腾出三间土

房，作为村卫生室，周边的乡亲们纷纷前来

帮忙收拾房子。

在这三间土房里，戚凤亭设置了诊疗室、

医药室等。他背着药箱，迈开双腿，跋涉乡间，

上门给村民看病；周边 5个自然村，3600多人，

戚凤亭 24小时待诊，很多天几乎没休息过。

在看病的过程中，戚凤亭发现：中医在

治病、调理、预防等方面有显著疗效；他潜心

钻研，学习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

逐渐地，戚凤亭医术好在当地传开了。

县里相关部门想调戚凤亭到县医院工作，但

戚凤亭不同意：“我如果离开了，乡亲们看病

怎么办？”

2007 年，戚凤亭筹资 30 多万元建设了

现在的卫生室，治疗室、观察室、输液室、药

房一应俱全。这是定陶首个标准化村级卫

生室，不少周边的村民也前来看病。

“这些年，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相关部

门还给基本公共卫生补贴、基本药物补贴。”

戚凤亭说，“以前做梦也想不到能有这么好

的条件，我很满足！”

“救人如救火，我是
党员，倒贴钱咱也得干”

“咚咚咚——咚咚咚——”

有一年下大雨，夜已深，戚凤亭家突然

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由于戚凤亭常年

坚持夜间出诊，敲门声一响，他马上就醒了，

赶紧从床上起来……

打开房门，来人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说，

有个邻居发生了抽搐，情况很危急！患者是

李老汉的老伴儿，儿女都在外地，李老汉外出

工作，家中仅剩她一人。戚凤亭立即背起药

箱，披上雨衣，骑上自行车冲了出去……

那一夜大雨倾盆，耳边响着“哗哗”的雨

声，戚凤亭埋头骑车，土路泥泞，骑车格外吃

力……赶到后，戚凤亭为老太太做了仔细的

检查，但病情太严重，必须马上送去医院，再

晚后果不堪设想！他来不及犹豫，将患者扶

上自行车，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把老

太太送到了医院，最终得到及时救治；此后，

戚凤亭定期上门为老两口检查身体，从不

收费。

戚凤亭为村民看病有个规矩：先看病，

后收钱；没有钱，就不收钱。对于困难群众、

孤寡老人、军属，戚凤亭不仅上门去为他们

看病，还一律免费。

在杨店社区卫生所二楼，屋子里都是药

材。在一个角落里，堆满了成捆的单据。这

是啥？记者有些好奇。戚凤亭打开一卷，仔

细看，竟然是厚厚的一沓未结清的处方单。

粗略估计，这些处方单的数额达 40 多万元，

都是为困难群众免除的医药费。

87 岁的李德忠就住在戚凤亭屋后，早

年间受过伤，腿脚不好，下不了地，住院治疗

后仍不见好，还花了不少钱。返回村里后，

戚凤亭天天上门为李德忠打针、针灸，慢慢

地，李德忠竟能短暂站立了。“只要有需要，

戚大夫冒着风雨也会来，这些年多亏了他！”

李德忠感动地说。

当村医这么多年，戚凤亭没攒下什么

钱。早年间，他出诊一次只收几块钱甚至几

毛钱，再免了医药费，卫生室尚且举步维艰，

更别提贴补家用。家里活计全靠妻子邵玉

芝，她勤劳朴实，种着七八亩地，维持着家里

的生活。

每年，邵玉芝从地里收了粮卖了钱，戚

凤亭就会来念叨：“老李的病治好啦，老王的

情况不太好，还得再恢复恢复”。邵玉芝知

道，他是来打这笔钱的主意了。

“咱家也没啥钱，贴补了卫生室，咱们的

生活怎么办？”邵玉芝不解：戚凤亭咋就不替

家里考虑呢。

虽然埋怨，但邵玉芝知道，为了给村民

看病，戚凤亭吃过不少苦，甚至还受过伤。

有一年下大雪，夜间出诊，戚凤亭心急如焚，

一不小心脚下打了滑，竟连人带车掉入深

沟。等到回家，才发现腿上划了一道长口

子，邵玉芝看了心疼得直抹泪。

在村里，只要村民有需要，无论严寒酷

暑 ，他 都 毫 不 犹 豫 地 上 门 看 病 ，从 不 喊 苦

喊累。

眼下，戚凤亭还想把家里的钱也补贴卫

生室，邵玉芝自然委屈。“有钱谁愿意欠账，

救人如救火，我是党员，倒贴钱咱也得干！”

戚凤亭急得直跺脚。

邵玉芝拗不过，只得依着丈夫。日子久

了，邵玉芝看着戚凤亭提到的乡亲们身体逐

渐好转，心里也是暖暖的。

每 年 ，戚 凤 亭 都 会 收 到 不 少 村 民 送

的 锦 旗 ，累 计 几 百 面 ，荣 誉 证 书 装 了 满 满

3 个 袋 子 ，但 他 不 看 重 这 些 荣 誉 ，他 说 ：

“ 只 要 大 伙 身 体 好 ，我 宁 愿 什 么 荣 誉 都 不

要！”

“只要乡亲们需要
我，我就继续干下去”

一直以来，戚凤亭有一桩心事：自己的

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谁来接手这个乡村卫

生所，谁来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从小耳濡目染，大儿子戚红伟也学了

医，毕业时本可以到大医院工作，但看着父

亲忙碌的身影，他动了回乡的心思。

戚红伟说，“小时候不理解，家里生活已

经很拮据，父亲为啥还要免费给村民看病？

如今，自己学了医，才深深地理解了父亲。”

但是，大医院条件好，更有前途，戚红伟

犹豫了。戚凤亭看透了儿子的心思，语重心

长 地 说 ：“ 咱 学 医 为 啥 ？ 不 就 是 治 病 救 人

吗？无论在哪，都能干成事！村里缺大夫，

你就回来吧。”

父亲一席话，让戚红伟感触很深……

后来，他带着妻子回到杨店社区卫生所，干

起了村医，如今也已年过半百。“俺爸看病，

废寝忘食，他觉得为乡亲们看病是最重要的

事，我要以他为榜样，把这个事业继续干下

去。”戚红伟说。

在戚红伟的带动下，陆续有医生加入乡

村医生队伍。 2003 年，戚凤亭的外甥学医

毕业后，也回到卫生所。现在，杨店社区卫

生所共有 4 名医生，最年轻的 44 岁。

有人手了，戚凤亭也闲不住，“只要乡亲

们需要我，我就继续干下去。”

山东菏泽杨店村村医戚凤亭行医58年—

“乡亲们身体健康，我就踏实！”
本报记者 王 沛

背着药箱，翻山越岭为乡亲们看病，把一

辈子奉献给乡村，为困难群众、孤寡老人、军属

免除医药费约 40余万元。他医术高、医德好、

有耐心，放弃更好的发展机会，甘心坚守基

层。在他的努力下，周边的村民实现了“小病

不出村”，同时他也收获了乡亲们的信任。

平凡的坚守总能触动人心。乡村医生是

提升我国基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正因为有像戚凤

亭这样一直扎根乡村、做村民健康守护人的

村医，村民的健康才有了保障，基层公共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才有了基础。人生处处是

舞台，专注做好一件事，在平凡中也能谱写精

彩的人生篇章。

平凡的坚守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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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秀花：1968 年生，国家能源集团焊

工首席师。35 年来，她始终手持焊枪，坚

守一线，结合实际研究出“单面焊双面成

型”焊接工艺——即“只需要在钢板的背

面进行焊接，正面不用焊接就可以自动成

型”，并将这一技术应用在采煤设备上，为

企业创造了经济效益。顾秀花荣获全国

三八红旗手、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

手等荣誉。

本报长春 8月 23日电 （记者孟海鹰）第十四届中国—东北

亚博览会 23 日在吉林长春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

明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郝明金指出，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中国将继续坚定奉行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各国人民。

郝明金强调，东北亚是全球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共

建“一带一路”为拓展和深化地区合作持续注入新动能。东北亚

区域具有世界领先的科技研发能力，各国经济发展各具优势，特

色鲜明，互补性强，有利条件不断累积，区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临着新机遇、展现出新活力。中国愿与地区有关国家共同努

力，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第十四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吉林长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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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临近尾声，青海旅游市场依然热度不减。从三江源头到湟水之滨，从祁

连山到柴达木盆地，处处洋溢着生机和活力，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感受大美青

海魅力。图为游客在水天一色的青海湖畔畅游。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畅游青海湖

本报北京 8月 23日电 （记者潘俊强）23 日，记者从 2023 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媒体通气会上获

悉：2023 年服贸会即将开幕，高峰论坛将于 9 月 2 日—6 日期间

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据介绍，2023 年服贸会将围绕服务贸易开放、合作、创新发

展等热点话题设置 10 场高峰论坛，涵盖服务贸易发展新趋势、

服务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文旅新业

态、气象经济、医工融合、科技创新等内容。这 10 场论坛为 2023
中国电子商务大会、服务贸易发展高峰论坛、数字贸易发展趋势

和前沿高峰论坛、2023 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全球服务贸

易企业家峰会等，将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2022》《数字贸

易 发 展 与 合 作 报 告 2023》等 成 果 发 布 。 商 务 部 将 现 场 授 牌

“2023 年新增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2023年服贸会将举办 10场高峰论坛

“伸伸手、弯弯腰，社区会更美。”日前，家住贵州省安顺市

西秀区蔡官镇北斗社区的娄秀惠参加“靓丽星期五”活动，主

动清扫房前屋后，维护社区环境。北斗社区通过发动社区居

民“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营造整洁美丽的人居环境，

建立和睦融洽的邻里关系。

近年来，安顺市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坚持与市民共治

共管、共建共享、共同成长，不断扩大文明创建活动的参与

面。聚焦市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安顺市启动“八大专

项整治提升行动”，2022 年共投入创文专项资金 2000 余万元，

修补城市破损主次干道 14 条、背街小巷 65 条，治理空中飞线

1173 个点共 85.6 千米，城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安顺市委副书记、市长尹恒斌表示，要把创文工作与经济

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人人重视、人人参与、人人受益

的良好创文氛围，让群众在积极参与中共享更多创文成果。

贵州安顺—

人人参与 共建文明
本报记者 汪志球 黄 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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