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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妻子的眼中，丈夫崔胜是个
“自私”的人——父母住院、孩子学
习、家里的大事小情，他都没帮上过
什么忙。

但在乡亲们的心里，崔胜却是最
无私的那一个。

47岁的崔胜是南皮县冯家口镇东
林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也
是一名退伍军人。为了让乡亲们过上
好日子，4年前，他放弃收入丰厚的工
作，回到了家乡。凭着一股子拼劲
儿，让穷村旧貌换新颜，带领村民走
上了富裕路、幸福路。

“既然选择了我，我就
不能辜负大伙儿的信任”

东林子村变了。一个曾经脏乱不
堪、出行困难的穷村，现在成了远近
闻名的精神文明村、“美丽乡村”。

乡亲们说，东林子村能有今天，
多亏了崔胜。

那是 2018年，崔胜的事业正蒸蒸
日上，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以及在部队
积累的经验，实现了从一名普通工人
到企业领导的蝶变，收入稳定又丰
厚。可这时，村里的老党员找到了他。

当时，东林子村 500多名村民就
靠着 1000多亩地生活，日子过得紧巴
巴。

“咱们村的情况你清楚，你年轻有
干劲，又见多识广，肯定能把村建设
好。”找上门来的老党员，开门见山说
明来意。

“叔，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农村工作“干好了不容易，干不

好落一身埋怨”。一听要回村里工作，
从家人到朋友，没一个支持崔胜的。
崔胜也犹豫，不是怕落埋怨，而是怕
干不好，辜负了老党员和乡亲们的期
望。经过一夜深思，崔胜决定试一试。

这一年，村委会选举，崔胜高票
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伊始，为了自己的家庭收
入，他没有马上辞职，本打算一边打
理公司，一边当好村支书。可不曾
想，527口人的村每天都有事忙，报
表、开会、调解纠纷，加上其他村务
一齐压向他。崔胜毅然做出选择——
辞职，一心专注于村里的事。

尽管有思想准备，但进村入户
后，崔胜还是心头一震：地贫、村
贫、人贫，人均纯收入多年徘徊在
2000元左右，村集体一穷二白，还有
外债。

修路成为崔胜上任后的第一个考
验。

村里没钱，他就每天往县里跑，
协调关系，争取资金；没人，他就领
着亲戚朋友扛着铁锹自己干，一干就
到深夜。冬去春来，两条 3米多宽、
1000多米长的路修好了。路通了，出
行方便了，新上任的崔胜也走进了村
民的心里。

“崔书记说话、做事，
俺们放心”

熟悉崔胜的人，都说他有一颗侠
义之心，村里的大事小情，即使再
难，他都要管一管。

村民赵万里 （化名） 和赵志忠
（化名）是前后邻。20多年前，赵万里
在家门口垒起了猪圈和厕所，挡住了
赵志忠家的路。路人从赵万里家前面
路过，只看见猪圈和厕所，想不到后
面还有一户人家。由于厕所正在路
口，赵志忠家出入不便，两家经常因
此发生口角，派出所出警上门更成为
常态。

崔胜上任没几天，赵志忠就找上
门，让他想法解决这个难题。他一
听，脑袋就懵了：这么多年的积怨，
该想的办法大家也都想了，还能怎么
办？尽管怵头，他还是答应了赵志
忠，想试试看。

通过走访，崔胜发现，赵家两户
人的孩子都非常优秀懂事，于是决定
从孩子入手，打开突破口。一个下雨
天，为方便通水，赵万里把赵志忠院
内砌的砖给扒开了，赵志忠再一次报
警。得知后，崔胜马上上门劝说。晚
上，又拿出酒，悄悄地把两家孩子叫
到了一起。

几杯酒下肚，双方推心置腹，也
理解了崔胜的良苦用心，彼此一笑泯

“恩仇”。
没过几天，前院的赵万里家就把

厕所挪到了别处，赵志忠家也把挡路
的一棵大树刨了，双方各退一步，困
扰两家20多年的问题迎刃而解。

崔胜趁势以村委会规划的名义，
将这段道路进行了硬化。两家人看着
村里的变化，再也没起过冲突。

为了方便日常工作，崔胜建起了
“退役军人群”“党员村民代表群”“敬
老协会群”。退役军人群，旨在团结全
村 21名退役军人，一起为村里的发展
出谋划策；党员村民代表群，旨在建
言议政；敬老协会群，则是本村企业
家、在外创业有成和上班族为本村老
人义务作贡献的群。这几年，敬老协
会群的成员们自发出资每年为 70岁以
上老人购买年货，为 60岁以上老人提
供免费体检等帮助。

村里的路越修越远，而崔胜和百
姓的心却越来越近。自从崔胜上任以
来，村民们认可他的工作，信服他的
为人，大家都说：“崔书记说的话、做
的事，俺们信！”

一年两次捐献“熊猫血”

起初，让村民们信服的，是崔胜
勤恳踏实的工作作风和能力，时间长
了，大家发现，“崔书记”铁骨柔情，
是个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几天前，崔胜到县里去献血，正
好碰上前来办事的村民，大家才知道
崔胜已经义务献血近 30年，累计献血
量达一万多毫升。

崔胜记得那是 1994年，他在街上
看到了一辆献血车，就走了过去。没
想太多，就伸出胳膊无偿献血。过
后，工作人员告诉他，他是 Rh阴性
血，因为稀有，被称为“熊猫血”。

献血后的一周，血液中心告诉崔
胜，医院用他捐献的“熊猫血”救治了
一位病人，崔胜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没
想到自己的血液能挽救生命。他想多献
一些，但工作人员告诉他一年只能献两
次血。从此以后，崔胜每年都要献血两
次，这一坚持就是近30年。

2019年人口普查时，崔胜得知村
里 13岁的男孩赵洪波无人照顾。孩子
的父亲 2014年病故后，母亲带着弟弟
改嫁异乡，他先是跟着奶奶生活，不
久奶奶也去世了，赵洪波无处安身。

“孩子是我们村的，我就要管。”
崔胜四处打听小波母亲的居住地址，
还为孩子办理了低保。从此，孩子上
学不用缴费，还可以获得相关补贴。

50多岁的村民李淑平患胃病，他
的妻子干瘦如柴，还患有精神疾病，
他们唯一的女儿也遗传了母亲的疾
病。崔胜知道后，马上和村“两委”
成员为李家三口人办理了低保。

如今的东林子村，有文艺队、安
保队，有敬老协会、养老院……一件
件好事、一桩桩实事，村民看在眼
里、记在心头。

“既然大家选择了我，我绝不能辜
负大家的信任，得把活儿往好里干！”
崔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主人公心语：“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有多大劲，
我都使出来！”

崔胜崔胜崔胜
当好百姓当好百姓当好百姓“““主心骨主心骨主心骨”””
本报记者 杨静然

“如果你来访，我不在，请和我
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
……”每个人都梦想着有一座花
园，那里有红的花、绿的叶、嫩的
朵，有花香、虫鸣，有诗意和浪
漫。新华区小赵庄乡万庄子村的杨
金艳，就把这种美好变成了现实。

走进杨金艳的家，满院子的花
草顿时映入眼帘，高矮错落，五彩
缤纷，微风吹过，阵阵花香沁人心
脾。

夏天，是院落里最热闹的季
节。北面，几十盆多肉娇小可爱，
颜色不同，形状各异。杨金艳还精
心为它们制作了花架。多肉下面，
是几盆娇艳的非洲菊。东侧的影壁
墙下，栽种了玉簪、橡皮树、栀子
花、玛格丽特、绣球……

杨金艳觉得，花不仅有生命，
也如人一般，每一种都有着自己独
特的性格和姿态。“海棠似国色天香
的美人，人人见了都喜爱；栀子花
淡雅脱俗，令人心旷神怡；而花团
锦簇的绣球，开得热烈、奔放。”

没有人不爱花，杨金艳也不例
外。十几年前，她家搬进了新房，
宽敞的院落让她萌生了种花的念
头。从简单的吊兰、多肉、非洲
菊、玛格丽特，花种不断增加，农
家小院也愈发靓丽。

但养花也颇费心思，每天早上5
点，杨金艳准时起床，像照顾孩子
般侍弄着院里的花花草草。不懂就
问专业的养花人，再买来书自学，
哪盆该剪叶、哪盆该施肥、哪盆要
通风防晒，多年积累的经验让她变
得愈加专业。

“前期因为经验不足，有几盆花
养死了，我可心疼了。”杨金艳说。

那些年，公公因病卧床，需要
人照顾，她和婆婆陪伴在老人身
边。每天还要做饭、洗衣、照顾孩
子，但她并不觉得累。

“有一年春天，我无意中向窗外
张望，一串紫色的小花就开在窗边，
它随风摇曳，自由欢快，那种美就如
同开在了我的心上。”杨金艳觉得，
生活的意义，有时是花草赋予的。

日子有时匆忙，有时凌乱，幸
好有花草相伴，才柔软了干枯的心
田。这也是杨金艳爱花、养花的原
因。

杨金艳爱花，栽种起来也十分
用心。她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养殖方
法，不同季节的花木合理搭配，使
得院落里四季轮回，风景交替。

她养的花惹人爱，养花的秘诀
也令人惊讶。果皮、菜叶、鸡蛋
壳、淘米水，就连过期的豆子、牛
奶、啤酒，也变废为宝，合理利用
成了花的肥料。

两只“天鹅”彼此亲密地依偎
在一起；“鲤鱼”抬起头，正准备跳
龙门；“海豚”摇身一跃，划出一道
美丽的弧线……一个个不起眼的洗
衣液桶，经她的巧手，瞬间变成造
型别致的花盆，既省钱又实用。

她不仅在自家院落里种花，连
门前屋后都种上了五颜六色的花
朵，引得周围邻居前来观赏学习。
杨金艳还因此获得了“最美家庭”

“绿色家庭”“美丽庭院”等荣誉称
号。

如今，杨金艳成了村里的名
人。谁没事，都会跑到她家学艺。
谁家有废塑料桶，也都给她送来。

草木共情，花事共赏，杨金艳
的生活因此而变得丰富多彩。

从人人找的“小曾”，到
人人尊敬的“曾大夫”，从茂
密青丝到头发稀疏，42岁的曾
庆超作为青县一名乡村医生，
在工作岗位上奉献了青春，洒
下了热血。“有时给别人看
病，也是在治愈人的心灵。”
这句话不仅是曾庆超个人职业
生涯的写照，也是整个家庭待
人处事的缩影。

一天徒步六个村看病

时隔10多年，那场大雪曾
庆超仍印象深刻。他清楚地记
得，那一天，下着鹅毛大雪，
他只身一人，背着装满药的药
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茫茫
雪地中。那一天，他徒步转了
6个村，为20多位病人诊疗。

“这都是事先跟病人约好
的，不能耽误！”从 1999年曾
庆超成为金牛镇中心卫生院的
一名医生开始，病人在他心目
中的位置就总是最靠前的。那
时，他在村里住着，不管白天
黑夜，不管天气多么恶劣，如
果有病人家属来叫他去家里看
病，曾庆超总是第一时间赶
到。出诊多了，金牛镇十里八
村的谁家门冲哪，曾庆超都记
得清清楚楚。

为了能更好治病救人，曾
庆超精进医术，多次到石家
庄、保定、沧州等地医院进修
深造，学习针灸、按摩等中医
技术。遇到生活特别贫困的，
他常常不收取一分费用。

“小曾，在吗？”那些年很
多病人慕名而来，头一天看病
拿好药，第二天，曾庆超再入
村入户，把治疗送到病床前。

扎根基层20多年，曾庆超
还经常带领医务人员参加义诊
和扶贫活动，为百姓答疑解
惑、解除病痛。后来，他成为
政协委员、卫生院副院长，开
始关注社会养老，为乡镇卫生
院改革等问题奔走呼吁，建言
献策，对青县医养结合工作牵
头撰写政协提案，并身体力行
学习技术推进国医堂建设，发
展医养结合业务。

青县首位捐髓者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面对生老病死，更能深刻体会
给 予 生 命 希 望 ， 是 多 么 可
贵！”刚参加工作第三年，中
华骨髓库面向全国征集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曾庆超主动报了
名。为了方便组织联系，15年
来，他没换过号码，并且每天
24小时开机。

2018年 6月一天，他接到
红十字会通知：他与一名白血
病患者配型成功。而此时，妻
子郭玲玲正在住院，即便如此，
曾庆超还是选择了捐献骨髓。

他的妻子郭玲玲在青县邮
政局上班，2013年前患上了脊
髓炎差点高位截瘫；5年前又做
了甲状腺癌手术；3年前又得了
脱髓鞘，多发性脑硬化。多年
来，他陪着妻子奔波在各大医
院求医问药，精心照料着妻子。

妻子是感性的，那一刻曾
庆超没有明说。这么多年，妻
子经受病痛折磨，父母年迈、
孩子尚小，作为家里的顶梁
柱，曾庆超的身体可不能再出
任何岔子。妻子也是善良的，
等沧州市红十字会再次打电话
来时，妻子也终于理解了他：

“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别人吧，
但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捐献造血干细胞前要把身
体调理到最佳状态，可长年的
工作劳累和饮食不规律，让曾
庆超患上了轻度的脂肪肝。为
了不影响捐献，他开始节食、
锻炼，一个月，减掉了 3 公
斤。再次体检时，轻度脂肪肝
消失，身体完全符合捐献要
求。

2018年 11月 27日，曾庆
超为一位白血病患者成功捐献
骨髓，也成为青县第一个捐献
骨髓的人。“虽然我们素不相
识，但能够让一个人的生命延
续下去，我心中有种幸福感！”

传承助人精神

“别人来找你帮忙，有时
是 不 得 已 ， 能 帮 一 个 是 一
个。”曾庆超耳边常常响起父
母的谆谆教诲。

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村
家庭，父母都是勤劳朴实的农
民，也是当地有名的“热心
肠”，不管谁有困难都会伸手
帮一把。

平日里，家里以种地为
生，但邻居们碰到需要用钱的
难处时，父母即使生活艰难，
也会慷慨解囊。小时候，邻居
家的孩子穿不上鞋，母亲白天
干农活，晚上挑灯纳千层底。
看着小朋友穿着新鞋蹦蹦跳
跳，母亲由衷地开心。曾庆超
记得，在老家后邻住着一位老
人，一生未娶妻，无儿无女，
独自生活，农忙时，父母经常
会带着他们去帮忙干农活，做
了饭，也会给老人送过去，这
样一照顾就是10多年。

从小耳濡目染，曾庆超立
志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有
用的人。当曾庆超告诉父母，
自己要捐献骨髓、救治他人时，
二老拉起了他的手：“孩子，咱
如果能救就去救，你是咱家的
骄傲！”父亲简单的一句话，让
他帮助别人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乐于助人的精神在潜移默
化中接力传承。曾庆超和郭玲
玲育有一子，每到周末经常五
六个同学凑在家里学习，听说
其中有个同学要辍学，儿子多
次劝说，最终让同学重拾信
心，重返课堂。

曾庆超的家庭在助人中温
暖着大家，大家也在“奔赴”
着温暖着这个小家：妻子看病
时，同事朋友知道曾庆超经济
困难，争相资助；母亲手术后
回家，父亲不会做饭，邻居们
争相送饭……正应了那句话，
爱出者爱返。

近日，任丘市妇联组织
医护人员，来到青塔乡张各
庄村、双塔村和天门口村，
看望魏四女、杜大苓和王大
连 3位“革命母亲”，为每人
送上鲜花、食品等慰问品，
并为她们检查身体，送上祝
福。

任丘是革命老区。七八十
年前，这些“革命母亲”正是
如花的年纪，她们以柔弱之躯
投身抗日洪流，演绎了一个个
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今年95
岁的魏四女，15岁就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积极发动身边妇女
做军鞋、军装，进行革命宣
传，为八路军送情报、站岗放
哨。97岁的杜大苓，17岁参加
革命，1943年入党。当时她年
纪小，为抗战士兵做军鞋、军

装，加班加点，晚上熬夜做，
做得比大人还多。开始父母怕
人说她是疯丫头，不让她抛头
露面，宣传革命。她就先做通
父母的思想工作，最后全家都
投身革命。94岁的王大连，在
村里组织身边妇女做军鞋、军
被、军装。为了军服平整好
看，做好后，她还压上一块青
石板，怕分量
不够，自己还
坐上去。她交
上去的军装，
是所有人里面
最平整的……
如今几位老人
已 是 风 烛 残
年，但说到抗
战故事，依然
非常激动。

据悉，从 2012 年起，沧
州市老促会妇委会联合市妇
联等，对全国为抗战胜利作
出过贡献的女党员、妇救会
主任、女堡垒户和女生产模
范 等 “ 革 命 母 亲 ” 进 行 寻
访，为 130 位“革命母亲”
建立了档案，并经常组织开
展关爱“革命母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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