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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范 力 华

（1942 年 11 月
28日——2021
年1月26日），
黄骅人，中共
党员，原沧州
渤海新区中捷
医院副院长，
退休后到沧州
和平医院、黄
骅市骨科医院
奉献余热。她
一生未婚，把
全部精力都投
入 到 医 学 研
究、治病救人
上。获得省部
级表彰 15次、
地市级表彰28
次，被授予“全
国卫生文明先
进工作者”称
号。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从19岁到77岁，她把自己58年的时光，全部献给了医院和患者。带着爱来，带着爱走，她

把自己活成盐碱滩上最美的风景
2021年3月29日，在朋友和亲人的护送下，她的骨灰撒入大海，她的精神也彻底融入这方水土

19岁的选择 一辈子的坚守

在中捷和黄骅，医生范力华，已成为一
个传奇。

急诊病人需要输血，她毫不犹豫伸出自
己的胳膊；为治疗肺心病患者，她口对口为
病人做人工呼吸；为抢救新生儿，她把管子
的一头含在自己嘴里，另一头插入孩子的口
腔、鼻腔、喉部，将脏物吸出来……

作为沧州卫校的优秀生，本来有更好的
选择，她却来到了中捷农场。当时，中捷农
场医院刚成立，房屋破烂，设备缺乏，医生
少得可怜。19岁的范力华心里比谁都清楚，
农场太需要医生了！

1962年春节，是范力华平生第一次在
外过年。当时的她也没想到，此后从医57
年，她的每个春节都是在医院度过的。甚
至，为了工作，她连娘最后一面都没有见
到。

那是范力华最伤心最遗憾的事。当时，
医院人手不够，她又当医生，又当护士，又
当清洁工。等她安顿好病人到了家，与娘已
是阴阳相隔。她痛哭了一场，安葬母亲后马
上回到医院，重新把微笑挂在脸上，一个人
默默藏起悲伤……

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医术高超、医德
高尚，她有多次机会可以调到条件更好、级
别更高的医院，但她一次次放弃了。因为她
知道，这片土地更需要医生。

她是盐碱滩上最美的风景

大半生，范力华穿的最多的衣服，是白
大褂。她洁白的身影，是盐碱滩上最美的风
景。

上世纪 60年代的农村，老百姓有病，
往往挨着，不到万不得已不找大夫。医院
里没病人时，范力华就身背药箱，一个人
踏上茫茫盐碱滩，到农场各个角落去巡
诊。一次，参加完学术会天已蒙蒙黑了。

范力华放心不下病人，执意要回医院。班
车没了，她步行从黄骅走到了中捷。当她
带着两脚泥巴、一身寒气回到医院后，正
赶上抢救一名急性心梗病人。她在病床前
守护了 3天 3夜，直到病人转危为安，她
一下子瘫坐在地，听诊器还挂在脖子上
……

她一生未嫁。曾有不少人向她表露爱
意，范力华都谢绝了。她不是不想恋爱、成
家，她每天实在是太忙了。

在中捷农场医院，范力华办公室放着一
张折叠沙发，见证了她“嫁”给医院的岁
月。这一张沙发她用了20年，白天办公用，
晚上铺开就是她的床。

退休后，她被聘到沧州和平医院，还是
住办公室；到黄骅骨科医院工作后，她才有
了自己的空间。那是一间一半位于地上、一
半位于地下的斗室。

“从那以后，范医生才睡到了床上。”朋
友们说起，都唏嘘不已。那里，一床、一
桌、一椅，简单至极，多的只是书和笔记。
桌上一张照片，竟是婚纱照。那是她过生日
时，同事们送的礼物。她很喜欢，一直摆

着。在心里，她一直盼着做个美丽的新娘，
“嫁”给医院也行。

上手术台前交纳万元党费

2017年，范力华确诊患癌后，硬是坚持
着工作了一年多，2019年初癌症骨转移，她
已经无法站立了，才不得不手术。

临上手术台前，她向党组织缴了一万元
的特殊党费，并立下遗嘱：

生就站着生，要清醒，要自理，要工
作。死就快些死，不做无价值的抢救，捐献
器官，骨灰撒入大海。

手术那天，她医治过的病人挤满了走
廊，一如她当初对待患者那样，守护着他
们的范医生……

2021年元旦后，范力华病情突然加重；
1月26日，在自己工作、生活过的黄骅骨科
医院，她走完了78岁的生命。她身覆党旗，
安详平静。

3月29日，在朋友和亲人的护送下，她
的骨灰撒入大海，她的精神也彻底融入这方
水土。

创办张华绿色家园

张华祖籍辽宁沈阳，1956
年 10月 18日出生在四川泸州
一个石油系统的干部家庭。她
大专文化，1972年被分配到天
津大港油田作业公司试油 22
队、 21 队工作， 1979 年入
党，同年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支
女子试油队队长兼指导员。

由于长时间野外作业，张
华不幸患上肾病，之后病情不
断恶化，转为尿毒症。这期
间，她来到华北油田工作。

被病痛折磨的张华，不屈于
命运的安排。40岁时，她开通

“张华热线”，用自己对生命的思
索激励着更多的人去珍爱生命。
在开通热线的5年时间里，她认
识了一批病友。相同的境遇，让
他们彼此心灵相通。面对病友们
期待的目光和嘱托，张华决定以
自己的名义组织病友和残疾人成
立一个家园，以绿色象征生命的
渴望和顽强。

2002年8月25日，张华绿
色家园成立。

带领病残人集体捐遗

2003年初，在一次关于人
生归宿的谈话中，张华绿色家
园副会长文革提到了捐献遗体
的想法。张华眼睛一亮，早在
两年前，她就作出了捐献遗体
的公证。

2003年4月12日，是尿毒
症兼肝癌晚期病人李先碧 56
岁生日。生病这些年，她尝尽
世态炎凉，是家园让她感受到
人间温情。生日这天，大家为
她举行“告别生命，珍爱生
活”讨论会。

李先碧说：“我是一个有
着 36年党龄的党员，对生与
死已想得明明白白，我要把自
己的遗体无偿捐献出来。”

这个特殊的生日会感染了
家园更多人。高保武、孙来
雨、李建华……纷纷表示要做
一名捐遗志愿者。“不求生命
的长度，但求生命的宽度和厚
度”。张华的这句话，成为全
体家园人的人生标高。

5月 22日，家园 9名病残
人在捐献遗体的公证书上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

李先碧病情突然恶化。为
了李先碧和 9名会员的重托，
张华提起笔，给时任河北省委
书记的白克明同志写了一封长
信，恳请帮助联系捐献遗体相
关事宜。

6月 2日，河北省委领导
作出批示，要大力向社会宣传
张华和张华绿色家园的精神。
捐献遗体的事宜也很快落实。

7月 23日凌晨 3时，李先
碧溘然长逝。两天后，她的遗
体被河北医科大学接走。

人走了
张华精神一直在传承

2003年秋，张华病情再次
加重。在病床上，她立下遗
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收
礼金和花圈，不放哀乐，让
《家园之歌》为我送行。一旦
不行了，把我的遗体及时送往
河北医科大学，尽我所能，再
做一点事。”

2004年 1月 13日晚 9时，
张华走完了 46岁的人生。14
日凌晨1时，她的遗体被抬上
接送车。歌声中，闻讯而来
的人们手举白烛，为她送行。

人走了，张华绿色家园还
在，张华的精神一直在传承。

在继任会长文革的带领
下，多年来，家园成员们一直
在努力地奉献社会：举办残疾
人联谊会，为病残朋友搭起鹊
桥、开办残疾人图书室、爱心
超市、组织残疾人柔力球队、
开办残疾人墩布厂……在残疾
人就业、病残人精神文化生活
方面，积极探索着……在这个
过程中，不少志愿者加入到家
园的行列中。

张华生前曾救助过贫困学
生。她去世后，“希望将军”
赵渭忠以她的名义在涞源建了
一所张华希望小学。家园会员
们也因此与大山深处的学校结
缘。多年来，家园开展助学活
动，帮助近 200名学生上学，
有的学生已走进了大学。

他们还以此为契机，举
办助老、助残、助困等多种
形式的公益活动。在家园，
他们的故事在继续，爱的灵
魂也在叠加。张华精神不仅
根深叶茂，还在更广阔的天
地开花结果。

做世界上最好的钢丝

从河间北石槽的一个农民，到生产拉
丝模具的个体户，再到天津银龙预应力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工、国
务院津贴获得者、中国高速铁路 CRTSIII
型无砟轨道系统的重要设计者、中国高碳
过共析钢微合金化的首发者、中国五个预
应力钢材系统的国家标准制定者，谢铁桥
靠的，首先是科技研发。

“这一根钢丝，全世界有千万人在
做，而我就想做到最好！”他说。

1987年建厂至今，公司已拥有 3个国
家实验室。谢铁桥不断完善检测流程，
提高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坚决不允
许出厂。从 1990 年发明第一个专利以
来，他陆续发明了填补世界空白的“高
粘结预应力钢丝”、国内首创的“螺旋肋
硬质合金拉丝模具”等 80 多项国家专
利，其中包括 15项发明专利，产品出口
到欧盟、北美等 80余个国家和地区。他
参与起草 7个预应力系列国家标准，银龙
产品获得德国等多国认证。为确保产品
质量，公司从产品、设备到原材料，95%
以上是自主研发。

“银龙的产品、产能，算得上是全球
老大。我们占领市场，首先靠的是技术。
只有超前的技术，才有话语权，市场经营
才更有‘尊严’！”他说。

中国人的诚信

谢铁桥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时代精
英。他没有商人求利的锱铢必较，而是充
溢着企业家的道德良心。他认为，待人以
诚，做事要信，是为人处世的根本。

2009年 5月，大连到哈尔滨全线铁路
招标，银龙中标 3 个段位。可短短 3 个
月，钢材价格猛涨，许多供货商纷纷弃
标。银龙却没有，继续保质保量地供应到
货。负责方主动要求补贴差价。谢铁桥

说：“这钱我不能拿！市场波动很正常，
不管赔钱赚钱，执行合同，信守合同，这
种信誉是企业的命脉，做人得讲道德良
心。”

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可贵的商业信
誉，京津城际铁路、京沪铁路、京广铁
路、上杭铁路、津秦铁路等30余条高速铁
路，用的都是银龙发明的钢丝。

2014年，银龙租地 180亩，建设供应
京沈高铁轨道板生产基地。因土地出租方
招商计算疏忽，签订合同租金为每亩每年
5900元，谢铁桥知道后，主动上涨到每亩
每年6600元的合理价格。

从国内到国际，他的身上发生了那么
多把信誉看得胜过生命的故事，一件件，
一桩桩，为中国品牌赢得了国际声誉。

银龙成功研发无砟轨道板，打破国外
垄断，第一次应用于中国铁路。当时进口
价格每块1.32万元，银龙轨道板质量不低
于外国标准，定价却低很多。谢铁桥说：

“我们不能挟技卖高价，只有诚信才能长
久。”

2005年，中东巴林国家跨海大桥采用
银龙预应力钢绞线2000吨，因工程计算和
应用差，还需 6吨钢绞线才能合龙。工期
紧张，海运来不及，银龙自行支付 3万美
元空运送货，保障了国际客户的工期。

银龙的产品目前已遍布全球 83个国
家、数百个用户。

与外国人打交道，他代表的是中国人
的品质、中国人的诚信、中国人的自信。

善义举·家国情

谢铁桥是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获得者。

很多人能说出他的一件件义举：多年
来，他为创业者无偿援助机器设备及资金
110万元，有偿提供无息无限期支持流动
资金 760 万元，为 300 多人提供技术培
训，帮助发展 34家小微企业，自己不参
股、无回报；他以每亩 400元的价格租赁

荒地和河滩，建造成经济林园，林园收入
无偿捐助无经济收入的农户；他多次见义
勇为，救人之后总是当“隐身侠”，以致
媒体发动的寻恩行动一次次没了下文……

见义勇为，无意留名；与人为善，有
行无声。人们说，他是真性情的好人。他
却笑呵呵地说，帮了别人，不留名比留名
还舒服——回到家，躺在炕头上，和家人
一起回想做过的好事，那种精神层次的愉
悦和享受，是人生的快慰。

他的人生底色中，更有一份家国情
怀。对家乡，他永远怀着赤子之心，即使
早年受排挤去天津创业，后来还是不计代
价地回家乡投资建厂，促进地方经济。他
没有一分钱的国外存款，他的孩子们都在
国内发展，女儿在英国毕业后，又回到了
河间。他对孩子们的要求是：可以去国外
读书，不可以在国外定居，因为，你们的
根在这里。

他无比自豪地说：“德国、美国不如
我的河间好！”

谢铁桥谢铁桥：：科研科研··诚信诚信··家国情家国情
■■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靠着科研攻关，他把乡间小作坊经营成上市企业，所创的银龙品牌，为中国赢得铮铮之
名，也将中国人的精神注入世界品牌中人物简介：

谢 铁 桥
（1953 年 ——
2020年），河间
北 石 槽 人 ，
1984 年入党，
天津银龙预应
力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原董事
长，国务院特
殊 津 贴 获 得
者。坚守“有
良心、讲诚信、
做产品”的经
商之道，坚持
质量第一、信
誉为先，不做
废品、不做假
冒伪劣产品，
靠诚信经营赢
得行业尊重，
在中国在世界
扬名。2017年
获得第六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

人物简介：
张华（1956 年——2004 年），华

北油田职工，中共党员，中国第一支女
子试油队队长。身患尿毒症后，她开
通“张华热线”，创办张华绿色家园，她
的人生信条是“不追求生命的长度，但
追求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曾获首批
河北省“五四”青年奖章、首届“感动河
北”人物、中国当代杰出青年。去世
后，张华精神依然在传扬。

走进任丘市张华绿色家园主题公园，迎
面一幅青年女子的画像。只见她短发飞扬，
嘴角含笑，她就是张华。重病期间，她创办
张华绿色家园，带领病残群体自强不息、积
极奉献社会，受到省领导的关注

张华张华：：为病残人为病残人
扬起生命风帆扬起生命风帆
■■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好医生范力华：
一生“嫁”给医院

■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