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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杜大姐
学习，我们一直
坚 守 在 岗 位 一
线，我连怀孕都
没 想 过 要 离
开。”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市第
四人民医院艾滋
病科门诊护士长
黄 金 萍 告 诉 记
者，科室里先后
有 10 余 名 护 士
怀孕生产，按规
定可以申请调离
的她们，没有人
选择离开。

黄金萍口中的杜大姐，就是南宁
市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及传染性肝
炎科大科护士长杜丽群，她多年来兢
兢业业奋战在传染病防控事业一线，
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白求
恩”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第四十五届“南丁格尔”奖章等 50
余种奖项。

在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成立艾滋
病科之初，没有人愿意到艾滋病科工
作，杜丽群得知后却主动请缨，“别
人不敢上的时候，我必须上，因为我
是共产党员。”

艾滋病科的工作不好干。面对重
症患者皮肤溃烂等症状，杜丽群刚开
始也难以适应，“但还是要坚持耐心
地去做，认真细致对待每一位病人。”

光有耐心不够，还要会“察言观
色”，关注病人心理。艾滋病病人心
理比较敏感，“必须妥善处理，治好
他们的‘心病’。”杜丽群说。

一次，一名患者在年轻女医生查
房时，竟用水果刀卡住医生脖子不
放。杜丽群赶到现场，冷静、耐心地

和患者近距离沟通，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劝说，对方终于松开了手中的刀。

事后，杜丽群细心交流，发现
他之所以闹事，是因为缺乏关爱，
家人对他不管不问让他感到被抛弃
了，挑起事端纯粹是为了引起更多
关注。于是，杜丽群每天在忙完手
头的工作后，都会到病房主动去找
他聊天，嘘寒问暖。渐渐地，患者
感受到关爱，情绪发作越来越少。
后来，这名患者还多次买水果送给
护士和病友。

经过 12 年的发展，艾滋病科的
护理团队从建科时的8人扩增到现在
的 60 多人，许多人是受到杜丽群的
影响主动申请调过来的。建科至今，
杜丽群带领护理团队已经为1万多人
次艾滋病住院患者提供护理。

“作为党代表，仅仅做好自己工
作是不够的，我还要带动更多的人参
与到抗艾事业里来。”在她的感染
下，医院很多年轻人加入了防艾服务
活动，杜丽群志愿服务队应运而生，
先后深入农村、社区、学校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150余次。

广西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护士长杜丽群

为患者带去阳光
本报记者 刘华新 庞革平 李纵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茹振钢，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专家，现任河南科技学院小麦
中心主任。36 年来，他潜心小麦育
种，带领团队培育并推广了多个小麦
新品种。其中，“矮抗 58”被誉为

“黄淮第一麦”，增产效益达 300 亿
元，获得 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1981 年，茹振钢从河南农校毕
业后分配到百泉农专 （河南科技学院
前身），成为小麦育种界赫赫有名的
黄光正教授的助手。“搞科研，总要
有股傻子精神，再苦再难也要干到
底！”黄教授经常挂在嘴边的这句
话，也成为茹振钢的座右铭。

上世纪 90 年代初，乡村公共汽
车少且不准点。为了不耽误行程，茹
振钢就时刻准备着，只要有车，说走
就走。当时，茹振钢出门有三“宝”
不离身：一个装有工具和资料的挎
包，一个军用水壶，一袋皮蛋。“皮
蛋保存时间长，还顶饥。”

为培育既耐高温又耐寒、既耐干
旱又耐涝、既耐瘠薄又耐肥的“最完
美”小麦品种，茹振钢种下5万株小

麦 进 行 选 育 观
察。大年初一，
大雪纷飞，茹振
钢换上胶鞋就往
试 验 田 里 跑 ，

“天冷是观察小
麦抗冻的最佳时
机”。在经历一
次次恶劣天气的
考验后，茹振钢
对 最 后 留 下 的
100 多株小麦进
行人工选育。历
经 10 年 漫 长 的
岁月，终于选出

了最优的一株。
高纬度地区的小麦耐弱光，低纬

度地区的小麦耐强光，把高低纬度地
区的小麦进行重新“组装”，会有什
么样的结果？这种创新思维带来的灵
感，让茹振钢南下北上，搜罗种质资
源。福建地区早已不再种植小麦，茹
振钢登上武夷山找到几株麦苗，小心
翼翼地捧回河南新乡。

现在，这种比“矮抗 58”还牛
的高光效小麦新品种已经培育成功，
叫“百农 4199”。它产量高，品质
好，耐弱光又耐强光，含有 35 种香
气物质，比一般的小麦口感更好，今
年开始就要大面积推广。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中国人必须牢牢掌握住小麦的话语
权，才能把粮袋子抓在自己手里。”
茹振钢说，“美国在玉米杂交育种上
掌握了话语权，袁隆平院士在水稻杂
交育种上占领了制高点，我们要在杂
交小麦上抢得先机！”

茹振钢说：“能当选十九大代表，
我感到万分荣幸又责任重大。我要继
续育出好种子，让老百姓丰衣足食。”

河南科技学院小麦中心主任茹振钢

好种子抢占先机
本报记者 龚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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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1996 年，17 岁的谭双剑离开家
乡河北省馆陶县，带着一卷铺盖、80
元钱外出打工，如今已成为北京建工
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水电安装
队队长，荣获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
北京市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17 岁那年，谭双剑不顾父母的
反对，独自到上海打工，后来又辗转
到北京工地上当小工。他暗自揣摩：
如果能掌握一点技术，至少比当小工
有前途啊！于是，他一边自学，一边
在实践中摸索，1999 年，谭双剑成
功考取了行业认证的高级电工证书。

这年冬天，一家安装公司承接了
国家气象局的一项弱电工程。工程开
始不久，配电柜安装出了故障，却怎
么也解决不了，谭双剑听说后，带着
他的电工队伍自告奋勇地前来：“让
我试试吧。”他从源头排查起，顺藤
摸瓜找到了故障所在，接着又连夜维
修 ……20 个 小 时 后 ， 故 障 终 于 排
除，避免了数万元的误工损失！结算
工资时，公司额外拿出 2000 元作为
奖励，谭双剑却坚持只收下自己的那
一份，多一分也不要。

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谭双剑报
了夜大学习班。两年多时间，谭双剑
陆续拿到了建筑行业中的项目经理
证、工长证、工程师证等证书。2002
年，谭双剑组建了自己的施工队伍，
专门承接电路电气工程。员工越来越
多，工程也越接越大，现代城、东方

广场、友谊医院、商务部、外交部
等，都留下了谭双剑的身影，一些工
程还得了优质奖。

2005 年初，经过层层筛选，谭
双剑率领他的团队开始奋战在“鸟
巢”现场。每次到施工现场，谭双剑
都要先关掉手机，仔细“扫描”着现
场的每一个细节。工程建设关键阶
段，他每天忙得连洗头都顾不上。
2009 年 3 月，一部名为 《暴雨将至》
的电影在“鸟巢”开机拍摄，电影正
是以谭双剑的奋斗历程为原型。

2008年以后，在建筑行业名声越
来越大的谭双剑承揽了更多的大型工
程，包括北京房山首创奥特莱斯、中粮
大悦城、北京友谊宾馆等。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代表，谭双剑
致富不忘回馈社会。带头捐资为家乡
修路，向四川汶川、青海玉树等灾区捐
款，资助贫困儿童……谭双剑热心公
益，被中国国际慈善基金会授予“慈善
中华行杰出形象大使”荣誉称号。

从 2010 年入党到如今当选党的
十九大代表，谭双剑深感自豪，更感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将加倍努力
工作，把党的关怀和温暖传递给更多
农民工兄弟。”

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谭双剑
分外激动：“我们农民工遇到了好时
代，虽然经历了数不清的挫折，但
只要肯吃苦、实干，怀揣梦想，都
有成功的一天。”

北京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谭双剑

怀揣梦想赶路人
王 翔

北京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谭双剑

怀揣梦想赶路人
王 翔

宽敞笔直的街道，统一规划的楼
房，整个村庄呈现出一派现代气息。这
就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西村
现在的模样。

黄儿营西村共千余户人家，主导
产业是电线电缆制造业，有企业 150
多家，其中年产值超亿元的有 10
家，超 5000 万元的 50 家。2016 年，
全村实现工农业产值上百亿元，人均
纯收入3万多元。

然而，在 2008 年以前，这个村
却是有名的“脏乱差”：房屋侵占街
道，造成道路曲折迂回，有的甚至将
路堵死。

“自家富了，还得带领村民过上
好日子。”2008年，时任宁联电缆集
团董事长的宁小五，在村民期盼中，
担任了村党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
把火”，宁小五就拿村内矛盾最突出
的环境问题“开刀”。他知道，能不
能把全村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就
看“开门炮”。

打通市场街，他一家一户做工
作；建学校，他四处奔波筹集资金；
清理池塘，他顶着日头专挑累活干
……在他的带动下，花园工厂、现代
农庄、楼房小区陆续建了起来。他
说：“咱们村发展是不错，可是跟全
市、全省、全国的名村比起来，真不
算啥！”每年，他都要带领村干部外
出对标名村，为发展找方向。

村党委班子全体成员每年都要谋

划新一年发展，并召开党员代表、村
民代表会共同研究，然后在每年正月
初五召开的新春茶话会上公布。

村党委还实行了商会“1+2”活
动，即一个商会干部帮扶一个小企
业，帮扶一家纯农户，先后 36 家小
企业在帮扶下发展壮大。

2014 年，黄儿营西村建起了全
县第一家村办集体企业“黄儿营酒业
有限公司”，从“输血”到“造血”，
保障了村民福利。

“我相信一点：干真事、干实事
比什么都顶事！”宁小五说。

宁小五自从上任至今，和班子成
员每月都捐出工资，照顾村里孤寡老
人。几年来，仅村干部就累计捐款
3200 多万元，带动企业家队伍捐款
5500多万元，用于修建学校等公益事
业。

由村党委筹资1.2亿元投建，占地
115亩的宁晋十中，硬件设施一流，管
理团队由从外地聘请的名师组成。“我
们招收的 2000 多名初中生都是本村
或周边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明年还将招录高中学生。”

宁小五说，他的目标就是让村里
孩子在家门口能上重点中学，能享受
城市化教育。

“现在感觉当村干部是一种幸福，
为村民奉献也是一种幸福。”宁小五
说，如今他正筹备村史馆开馆的事儿，
让年轻一代了解村史，更爱家乡。

河北宁晋县黄儿营西村党委书记宁小五

干真事干实事
邢 云

在山东烟台福山区西山路上，有
一个特殊的“村子”，名叫儿童村，专门
收养孤儿。

走进村子，郁郁葱葱的植被间，点
缀着一间间红瓦房，它们就是村里的

“家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编号，12
号家庭的妈妈叫郑忠燕，她从1987年
进入这里，一待就是30年。

1987 年，在烟台一家服装厂工
作的郑忠燕，在报纸上看到了 SOS
儿童村招收“专职妈妈”的消息，便
决定过去看看。儿童村有一条“苛
刻”的招聘要求——不能结婚，这是
SOS 儿童村遵循的一条国际惯例。

“没有想那么多，看到那么可怜的孩
子，我就决定留下了。”郑忠燕说。

那年郑忠燕 24 周岁，如今她 54
岁。30 年时间里，她做了 23 个孩子
的母亲。他们中有 10 人取得大专以
上学历，大女儿获得英国肯特大学的
全额奖学金，成为烟台 SOS 儿童村
出国留学的第一人，四女儿是烟台
SOS儿童村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如
今，这些孩子的照片，摆满 12 号家
庭客厅的白墙。

逢年过节，孩子们会带着他们的
孩子回来看望自己的郑妈妈，原本还
算宽敞的屋子顿时显得拥挤，有时候
晚上睡觉沙发上也都挤满了人。

如何描述这30年的生活？

郑忠燕的答案是“简单”“平常”。
她认为，她所做的一切，只是一个妈妈
应该做的。可是，她的孩子们知道她的
辛苦与不易。

郑忠燕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
忙到 22 点以后才能休息。她日复一
日地为孩子们操劳着，洗衣做饭、打
扫卫生、督促学习、定期洗澡……为
照顾好来自不同家庭、不同经历、不
同性格的孩子，她经常向有经验的妈
妈们学习请教，针对不同孩子特点，
使用合适的教育抚养方法。

这些付出，孩子们都记在了心上。
一天中午，郑忠燕买菜回家刚进门，孩
子们便围住她齐声喊“妈妈，祝您生日
快乐！”郑忠燕这才意识到今天是自己
的生日。大儿子指着桌上的一盒蛋糕，
告诉妈妈，这是他们拣了好几天塑料
瓶和废纸盒才买来的。一句“妈您吃
吧”使得郑忠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
感情，泪水奔涌而出。

直到如今，每个孩子仍会定期回
来给郑妈妈过生日。

“每当我看到这些孩子能够和正
常孩子一样健康成长，我觉得选择这
份工作非常正确。”郑忠燕一直珍藏着
一枚纪念戒指，这是时任国际 SOS
儿童村主席海尔姆特·库廷授予她
的，代表着儿童村专职妈妈们的最高
荣誉。

山东烟台SOS儿童村专职妈妈郑忠燕

30年爱心坚守
本报记者 潘旭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