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一辈子的
遗憾就是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渴望
成为一名党员，希望能在党旗下宣读入
党誓词。虽然我老了，当国家需要我的
时候，也会拼尽全力！”这段话出自一
位87岁的老兵，话语铿锵让人泪目。

这位老人就是郑洪恩，盐山县韩集
镇郑桥村人。日前，当记者来到郑洪恩
家中时，老人正在阅读《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一卷，书桌上还摆着《京胡演
奏指南》《中医药常识》等书籍。老人
精神矍铄、耳聪目明。

郑洪恩小时候，正是日本鬼子在
中国横行的时候。老人讲，鬼子扫荡
时专门掏鸡窝，逮住鸡就让老百姓
炖。那时，八路军的手枪队有时就住
在郑洪恩的老宅子里。他亲眼目睹了
鬼子抓住老百姓灌辣椒水的凶残，也
目睹了八路军时不时袭扰鬼子的英
勇。小小的年纪对鬼子充满仇恨。直
到现在，他仍然爱看抗日战争剧，每
次看到中国军人打胜仗时，老人都会
激动得热泪盈眶。

1948年，年仅 13岁的郑洪恩怀着
对英雄的崇拜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
军时，淮海战役即将打响，部队开始整
编整训。遗憾的是，郑洪恩因为年龄小
不能上战场，被分配到山东军区国际和
平医院医训队，当了一名护士。

1951年，郑洪恩退役回到家乡。退
伍后的郑洪恩仍然对部队念念不忘，
1955年，他第二次参军入伍。这一次被
分配到陆军某部炮兵侦察分队。再次穿
上军装，郑洪恩更加努力，刻苦训练，
认真学习，很快成为部队的佼佼者。入
伍第 3年，郑洪恩指挥炮兵实弹射击，
他不负众望，四发全中，受到军师团等
领导的表扬，并转为士官。

郑洪恩文武双全，有一次，他自编
自导自演的一个小品荣获文艺汇演一等
奖，并代表军部进京演出，获得很高的

荣誉。
1959年，郑洪恩第二次退伍返乡，

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一定要根治海
河”伟大号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根治
海河。郑洪恩还先后担任大队会计、乡
镇企管站站长、乡办工厂厂长等职，无
论在什么岗位，都兢兢业业、扎实工
作。

如今的郑洪恩老人闲暇时喜欢读书
看报，关心国家发展，喜欢看抗战剧，
平时拉拉京胡，来段京剧，有板有眼。
老人还现场演唱了京剧《智取威虎山》
选段，声腔铿锵有力，意气风发。

老人有三女一子，儿孙绕膝。孩子
们孝顺，老两口尽享天伦之乐。

郑洪恩老人一直很感恩现在的美好
生活，但是工作这么多年，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把心早
就交给了党，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
己，用行动诠释“把一切献给党”。这
些年来，他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
政治理论水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就在采访时，郑洪恩老人还翻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认真读
了一段。

“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成为一
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老人说，他准备
近期向党组织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

8787岁老岁老兵的心愿兵的心愿————

““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齐斐斐 张友海 王 文 王洪盛

“嘟嘟……”孙占霖的手机响
起，打开一看，是远在新疆的“家
人”发来的视频邀请。视频那端，是
孩子们的笑脸，“谢谢叔叔阿姨寄来
的快递，新学期开始，我穿上新衣
服，背着新书包上学去了……”视频
另一端，看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变化，
孙占霖十分欣慰。援疆回来一年了，
他不曾忘记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有
他的牵挂，这辈子都无法割舍。

瘦了十几公斤

今年48岁的孙占霖是泊头市第
三人民医院副院长。2018年，上级
组织发起援疆号召，孙占霖内心作了
一个大胆的决定：告别年过八旬的父
母、妻子和孩子，带领沧州援疆医疗
专家队，踏上了新疆的热土。

那天，他们来到新疆巴音郭楞州
轮台县。2018年8月的轮台，热情似
火，作为沧州第八批中期轮换援疆医
疗团队领队，孙占霖默默许下夙愿：
一定让当地医疗卫生水平得到质的飞
跃，保障干部群众健康水平。县委组
织部认命孙占霖为轮台县人民医院副
院长，协助院长抓好医疗业务，同时
负责耳鼻喉科工作。孙占霖迅速调整
角色，入疆第二天，就和队友们一头
扎进工作。

经过调研，他发现科室设备长期
闲置不用、陈旧老化，医疗人员缺乏
等现象严重。于是，孙占霖对症下
药。在硬件基础上，一方面动手维修
改造，让现有的医疗设备投入使用；
另一方面，引进低温等离子消融仪器
治疗鼻炎、鼻出血、咽炎等，填补县
医院的治疗空白。在人才培养上，他
更是积极“传帮带”，开创“三个
一”的帮扶理念：每日一图、每周一
例、每月一讲，促进医生业务水平提

升。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孙占霖的带

领下，耳鼻喉科实现了多个“第
一”。比如，第一例激光手术摘除扁
桃体，由原先30—60分钟才能完成
的手术，缩短到1—2分钟；鼻窦穿
刺术治疗鼻窦炎在当地取得突破，常
规手术普遍化、熟练化。

2018年10月，孙占霖的妻子去
探亲，经过长途跋涉，两个人终于
见面。妻子眼前的他黑了、瘦了，
却更挺拔了。“当时瘦了得有十几
公斤。”孙占霖回忆，由于时差，
每天上午10点上班，一忙就过了饭
点，常常空着肚子，又投入到下午
的忙碌中去。孙占霖顾不上带妻子
欣赏美丽的新疆风景，他的所有时
间几乎不是在看病人，就是在看病
人的路上。

走遍村落义诊

轮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环境恶劣，居民居住分散，乡
镇卫生院与县医院距离遥远。2019
年，孙占霖配合沧州援疆前方指挥
部，利用计划外援建专项资金138万
元，建立了巴州首个远程医疗平
台。这不仅实现了轮台县卫健委、
县人民医院与全县10个乡镇卫生院
的信息系统及数据互联互通，也能
与全国其他区域医疗机构无缝对
接，可以进行远程会诊、远程门诊
和远程影像诊断，促进了医疗资源
下沉。

为充分发挥医疗援疆的技术优
势，及时解决基层百姓看病就医难问
题，孙占霖带领医疗队，利用节假日
时间，四处奔波，深入了解医疗需
求，为当地老百姓义诊送药，足迹遍
布轮台65个村。遇上行动不便的老

人，更是亲自到病人家中出诊。
在义诊中，有一位83岁维吾尔

族老人令孙占霖印象深刻。多年
前，这位老人患上了关节炎，又因
患中耳炎未能及时治疗，听力严重
下降，基本无法和人交流，加上行
动不便，平时都是一个人坐在院子
里发呆。援疆医疗义诊队的医疗专
家来给检查身体、赠送药物时，老
人十分激动，“感谢党和政府，感
谢援疆医生，亚克西。”当孙占霖
和援友们送来免费助听器，老人能
再次听见声音后，多次流下激动的
泪水。

“医术精湛，大爱无疆”“医者仁
心”……各村村民将一面面锦旗送到
孙占霖手里，表达着全村人民对援疆
医生的感谢。这是肯定，也是鞭策。
他对援疆医生们说：“我们宁愿让太
阳晒黑，也不给援疆队伍抹黑，尽最
大努力，争取帮更多群众解除病痛。”

结下远方亲戚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得越久，孙占
霖和乡亲们的感情就像胡杨般扎得越

深。
沧州市援疆指挥部组织结对认

亲活动，孙占霖积极参与，与哈尔
巴克乡库克色格孜村的沙塔尔·马木
提一家结对认亲。从此，在万里之
遥的轮台，孙占霖有了“家人”。

沙塔尔·马木提有两个孩子，一
家四口挤在三间矮房里。结对成功
后，孙占霖带着米面油等生活必需
品，来到沙塔尔·马木提家，仔细了
解了他们的生活与身体健康状况，鼓
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在轮台那段日子
里，孙占霖经常去看望他们，还与亲
戚互留了联系方式，叮嘱他们：如果
身体不适或者生了病，一定要第一时
间打电话通知自己。

农忙期间，他还走进了田间地
头，帮助沙塔尔·马木提下地摘棉
花。炙热的骄阳下，他和大家一起
摘棉花，一起迎接秋收胜利的果
实。

转眼间，孙占霖援疆工作圆满结
束，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一次援疆
路，一生边疆情。如今，孙占霖和远
方的“家人”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时
刻关注着他们的动态，像亲人一般。

一次援疆路一次援疆路 一生边疆情一生边疆情
本报记者 寇洪莹

万家灯火
WANJIA DENG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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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21年—年—20212021年年 沧州第一个农村党支沧州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部：：

大堤东村党支部大堤东村党支部
本报记者 杨静然

3月13日早上，天还没亮，献县高官
乡大许村的张树春和妻子就起来了。洗
菜、和面、剁馅儿、包饺子……忙得不亦
乐乎。两人边干活边念叨：咱弟真是碰上
好人了。一会儿回来，一定让他吃好点儿。

两人口中的“咱弟”，是张树春的
亲弟弟，名叫张清贵，今年52岁，已经
疯了35年。

清贵上学时成绩还算不错，父亲去
世后，他想出去学门技术，母亲不放
心，就没同意。从此就变得郁郁寡欢，
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再后来，病情越来
越重，衣不蔽体，吃喝拉撒全在屋里。
中间也治疗过，但效果并不明显。

这些年，大多时候是老娘在侍候他。
可是今年老娘也 88岁了，身体每况愈
下，这个弟弟就成了全家人最大的心病。

两人口中的好人有许多。其中两个
是疯弟弟的发小耿成江和王炳刚。

耿成江原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现在是高官乡的副乡长。这些年帮他办
低保、联系就医、过年过节送吃送喝，
没少出钱出力。王炳刚则在沧州市区经
营着一家国医馆，平时回老家，也经常
去看他。

去年11月初，当王炳刚听说沧州安
定医院有一个“解锁”公益行动，专门解
救那些因家庭贫困无人照顾的被铁笼、铁
链锁住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时，立刻想到了
自己的发小。但是发小没有攻击性，并没
有被关进铁笼，也没被铁链锁住，这种情
况不知符不符合医院的条件。于是抱着试
试看的心情与安定医院集团董事长韩之杰
取得了联系，没想到对方答应得特别痛

快：“我们不会放弃每一位患者，特事特
办，尽快把患者接来！”

两天后，张清贵就被接到了医院。
之后，医院组织了全院精干力量为患者
会诊、制订治疗方案，从个人卫生、饮
食、生活环境等最基本的事情做起，给
患者无微不至的关爱。同时配以智能电
针、脑反射治疗等先进的物理手段，对
症治疗，进行各种强化训练。一个月下
来，患者就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春节时，八旬老母以及兄嫂都想念
清贵，但因新冠疫情正处于紧张时期，
就未能相见。如今春暖花开，疫情也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知道家人记挂着他，
于是就有了这次回家探亲。

“小小儿回来了！”将近中午时，当张
清贵回家的消息传开，许多左邻右舍亲切
地喊着他的小名儿，跑过来看望。“呀，
这才几个月不见，换了个人似的。”“可不
是嘛，走的时候像个野人，你看现在穿戴
多干净，连指甲都干干净净的。”

清贵的老娘更是激动不已，抱着儿
子左瞧右看。吃饭时，看着儿子熟练地
拿着筷子夹饭夹菜，连连感慨：“原来
吃饭都是用手抓，哪想到这才几天就这
么好了呢。”而让她更感动的是，医院
不光免费给儿子治病，这次来还给她带
来了钱和慰问品，高兴地连说：“我们
家真是遇见好人了。”

像张清贵这样的患者，最近几年医
院已救治了 9个。韩之杰表示，“解锁”
行动没有尽头，医院将一如既往地把这
一闪耀人性光辉的公益活动做好，为更
多重症患者的身心“解锁”。

探 亲
本报记者 周红红

3月，孟村回族自治县新县镇
大堤东村的津南革命纪念馆，松柏
蓊郁，刘格平和夫人丁磊的墓碑静
静地矗立在院中央。墓碑前，一块
巨大的石头上雕刻着刘格平夫妇的
肖像，仿佛在静静诉说着这片红色
土地的历史。

百年前，沧州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就诞生于此。

1904年，刘格平出生在沧县大
堤东村（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一
个地主家庭。14岁时，他去南京考
入直系军阀李纯部的随营军事学
校。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又
目睹了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和黑暗
统治，1921年毕业后，刘格平辞官
回到家乡。

1922年 2月，刘格平到天津由
沧县人兰秀山创办的补习学校学
习，准备考大学，从而实现其实业
救国的理想。在这里，他遇到了张
隐韬、于方舟等共产党人，接触到
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久，在张隐韬
的介绍下，刘格平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5年 1月改成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刻苦学习
《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等书刊。
同年冬，受组织派遣，刘格平

返回家乡，宣传革命思想。
回到家乡后，刘格平经常与刘

子芳、刘景泉谈心，介绍 《新青
年》杂志中的文章，启发大家的觉
悟，并介绍他们和村里几个佃农加
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 2
月，刘格平在刘子芳家主持建立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堤东支部。
这是沧州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支部。

接着，刘格平、王俊峰等到盐
山、沧县、庆云、乐陵一带传播革
命思想，发展团员、团组织。到
1925年底，冀鲁边区创建了沧县中
学等10多个团支部、团小组，大堤
东团支部扩建为团工委。革命火种
落地冀鲁边区。

1926年 7月，于方舟、李季达
介绍刘格平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
员。9月，受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
党直隶省党部派遣，作为党的津南
地区特派员到家乡一带发展党员、
党组织，冀鲁边区大地上留下他一
串串脚印。

他首先来到沧县二中发展党员，

创建党的组织。针对知识青年不满封
建压迫，进而要求改变现状、改造社
会的特点，刘格平在进步学生中揭露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及其给中国带来
的严重灾难，使不少热血青年提高了
政治觉悟，要求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
队伍中来。9月，刘格平在沧县二中，
发展郝树模、曲作民、王佩琪等进步
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沧州第
一个党支部——沧县二中党支部。 接
着，刘格平又去泊镇省立第九师范学
校，发展了郝兰汀、傅炳瑞等进步学
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沧州第二
个党支部——泊镇九师党支部。

同月，刘格平从泊镇回到大堤
东村，将堤东团工委 3名领导成员
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创建了沧州
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大堤东
支部，刘子芳任支部书记，王俊峰
任宣传委员，刘景泉任组织委员。

沧县二中、泊镇九师、大堤东
村党支部的建立，在沧州革命史上
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沧州革命斗
争三大中心。

为加强大堤东党支部的中心领
导作用，在刘格平的主持下，以大
堤东村党支部为基础，又创建了中

共沧县堤东区委员会。刘子芳任区
委书记，刘盛萼、刘景泉分别担任
宣传委员、组织委员。

1927年 2月底，以沧州为中心
的津南地区 10余个县有了党组织，
建立党支部20余个，沧州党组织的
进一步发展，党的影响迅速扩大。
沧县、盐山、献县、河间、南皮、
吴桥等地有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活
动，为建立统一的沧州党的领导机
关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津南革命纪念馆里，工作人
员复原了刘子芳的旧居。刘格平的
族孙刘峰告诉记者，这个地方有着
特殊的意义，沧州第一个社会主义
青年团支部、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都
是在这里建立的。“当年，中共大堤
东支部几位支部委员就是在这里运
筹帷幄、指挥革命斗争的。”他说。

如今，为了表达对革命先辈的
怀念和敬仰，大堤东村与附近几个
村庄优化教育资源，合力兴建了一
所小学，命名为“格平小学”。津
南革命纪念馆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红
色教育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学
习，缅怀革命先烈。

“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公益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