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的一天，上完网课，我正在
电脑上漫不经心地浏览网页时，突然一
张照片映入眼帘，那上面竟然有我。这
是我参加今年冬奥会开幕式演出后和一
位警察叔叔在鸟巢的合影，画面上还有
合唱团的另一位女同学。于是，我迫不
及待地打开了照片下的文章——《这位
在冬奥开幕式上传递国旗的民警，走
了》，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读着读
着，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后来情
不自禁地失声痛哭。无论如何都不愿相
信，这位和我合影的警察叔叔已经牺牲
了。

和叔叔合影的情景也像电影画面一
样浮现在眼前。那是今年 2月 4日晚，
在鸟巢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我
们北京爱乐合唱团成功演唱了奥运会主
题歌，演出结束后，小伙伴们都在一起
欢呼。参加开幕式演出的大人们也都跑
过来一起庆祝，大家分享着开幕式的喜
悦心情。这时叔叔来到我们中间。第一
眼看到高大英武的刘亚斌叔叔时，我就
觉得他一定是个很厉害、很勇敢的人，
因为看到了他满身的立功奖章和一身威
武的警服。刘叔叔特别和蔼可亲，他低
头问我能不能合张影，我觉得非常荣
幸，欣然同意。虽然当时不知道他是
谁，但心想，有这么多奖章的人一定不
是普通人。拍照片时，看到叔叔的笑
脸，我就有一种家人的感觉，非常亲
切，可惜当时时间紧，没能问到叔叔的
名字。

看了《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我
才知道了他的故事。叔叔叫刘亚斌，是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雄模范、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网安大
队三级警长，这次不但担任了北京冬奥
会火炬手，还成为开幕式上 176名传递
国旗的代表之一。5月 7日因连续加班
突发疾病，不幸殉职，年仅 42岁。叔叔
是一位年轻的英雄，多次立功受奖。“他
是冲锋在前的赤胆英雄；他是一心为民
的平安使者，他是信息尖兵、攻坚先锋，
他吃住在单位，坚守一线”。刘叔叔的英
雄事迹太多了——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
排除定时炸弹；曾经利用业余时间抓捕
小偷；他还多次给学生们和社区群众讲
解如何预防电信诈骗及禁毒知识；他还
是信息专家，通过对追逃系统的深入研
究，破获了很多大案要案！

我反复阅读这篇文章，越看心里
越难过，我的心就仿佛被针扎了一样
疼……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距离开幕式才
过了三个多月，当时看起来高大威武的
叔叔，怎么突然就病倒了呢？

我感到悲伤的原因是，这么有干劲
的叔叔却这么年轻就牺牲了，叔叔的人
生虽然短暂，但却无比精彩。他在每一
个岗位上都作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这
是真正的英雄！

我能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这个大舞
台上，荣幸地作为北京爱乐合唱团的一
员参加主题歌演唱，还能有机会和传递
国旗的火炬手——英雄刘叔叔拍合照，
这都是我人生引以为豪的光荣时刻。我
第一次离英雄这么近。

在看完刘叔叔光荣的履历后，我暗
下决心一定要学习叔叔那勇敢无畏、不
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学习叔叔勤奋进
取、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学习叔叔助
人为乐、待人真诚的高尚情操……

我一遍遍回看着新闻中的照片，泪
水再次模糊了双眼：请刘叔叔放心，我
会永远珍藏这张有意义的照片。看到
它，我就有一种前行的力量和满满的正
能量。叔叔的浩然正气将永远激励我，
是我学习的榜样。英雄未远，只是长
眠！

右为作者右为作者

7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一个
习惯：每天坚持围村转悠一
圈，看看哪里需要改进；7 年
来，他总是第一个到达村委
会，最后一个离开；7年来，他
把乡亲们当成自己的亲人，把
乡亲们的事放在第一位……
他，就是献县小平王乡元昌楼
村党支部书记郭艳宗。

元昌楼村的村民们从未想
过，当年村里这个“穷后生”
好不容易参军跳出了农村，退
伍后竟然又回到了农村；更没
想到的是，曾经的“贫困村”

“落后村”，在郭艳宗的带领
下，如今已变成了远近闻名的
小康村、文明村。

也因此，郭艳宗多次荣获
“优秀党支部书记”称号。

开渠引水
解决灌溉难题

今年 46岁的郭艳宗，1995
年12月应征入伍，在陆军某部当
兵3年。其间，每年都被评为优
秀士兵，还获得过一次团嘉奖。

1998年，从部队退伍回来
的郭艳宗，一直在县里谋生
计，后来也有了自己的买卖。
几年后，乡党委领导找到了郭
艳宗，要选派他回村担任党支
部书记。

作为土生土长的元昌楼村
人，他深知这副担子有多重。
村民们戏言当时的元昌楼村是

“一穷二乱人心散”：村民收入
低，纠纷多，人心涣散。但郭
艳宗没有退缩：“既然组织信
任，我就要好好干。”

2015年，他正式当选元昌
楼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之初，郭艳宗一心想
要为村里干一番事业。没想
到，第一个问题就把他给难住
了——每到雨季来临，全村街
道就陷入一片泥泞，村民们出
行十分不便。但当时，不仅村
集体经济薄弱，县乡财政支持
也有限。

“没钱也要干。”郭艳宗的
决心感动了其他村干部，也感
动了村民，班子成员慷慨解囊
凑了约两万元，村副书记栗艳
华把自家准备盖房的砖和石子
捐了出来，全村老少有钱的出
钱，有力的出力。就这样，村
民齐上阵，把村里所有排水管
道全部整改完毕，解决了困扰
村里多年的排水难问题。

今年，元昌楼村作为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示范村，郭艳宗
带头从腰包里拿出 5000 元钱，
还发动哥哥和侄子。在他的带
动下，村民们捐款约 20万元。
目前，17条道路硬化正在施工
中。

元昌楼村在小平王乡是个
大村，全村有 2700多人，耕地
面积11000余亩。灌溉难、灌溉
贵，是困扰村民的又一难题。
那些年，村民失去了种植的积
极性，甚至有的放弃了种粮，
选择外出打工。

其间，郭艳宗和村“两委”
也想了不少办法，但收效甚微，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
2020年，在乡党委的带领下，他
借助滹沱河生态补水优势，通过

“以土抵费”开渠引水。
郭艳宗和村“两委”干部带

着老党员、退役士兵等，仅用10
天时间，开渠 3000余米、清淤
5000立方米，有效灌溉耕地8000
多亩，一下子解决了村里的灌溉
难题，还节约了40万元的电费。

那一年，元昌楼村粮食大
丰收，田地上的郭艳宗比村民
们还要高兴。

防洪固堤
扛起义不容辞的责任

汛期未到，村民们却总在

河堤上看见郭艳宗踱步徘徊。
原来，元昌楼村作为泛区 48村
之一，到了雨季，防汛是首要
任务。

元昌楼村位于小平王乡最
西面，与上游武强县接壤，滹
沱河行洪道右堤有几公里贯穿
而过，是防洪护堤的第一道防
线。特别是两个闸口，封堵后
又被淤泥冲开。

“两个小闸防不了大水，如
果形势严峻，极有可能在闸口
处溃堤。”每年一入夏，防洪防
汛就成了郭艳宗心头的大事。

2016年夏，献县出现持续
性降水天气，元昌楼村临近的
两处闸口不及时堵上，后果不
堪设想。但这两处闸口又深又
窄，大型机械不能靠前，只能
靠人工封堵。来不及考虑，郭
艳宗就来到了堤坝前，闻讯而
来的还有村里 26名党员和 30多
名群众。大家拿着铁锨、编织
袋巡堤，为十多公里的长堤加
固，排除了全部险情。

郭艳宗开来一辆厢货车，
把红旗插在车上，说：“只要红
旗在，就知道我们还在堤上，
大伙儿就能放心。”

那段日子，他和村里的党
员群众，在防汛一线驻守了 10
天 10夜，全力以赴守堤固堤保
安全，圆满地完成了防汛任务。

今年，郭艳宗已经提前安
排好了汛期的工作——在堤坝
上搭建执勤点，全村党员干部
全天值守在堤上，每天排查隐
患。为防汛，做好充足准备。

为三千百姓
当“外卖员”

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但
郭艳宗不顾个人安危，为大家
跑前忙后的温暖画面至今仍在
村民们的脑海中回荡。

近 3000 人的大村没有一
户 聚 集 拜 年 ， 白 事 全 部 简
办，红事全部推迟，没有一
个 疫 区 人 员 和 外 地 人 员 进
村 ， 全 村 各 项 工 作 组 织 严
密、有条不紊。

这是疫情期间的元昌楼
村。村里一切“安好”，郭艳宗
功不可没。为了防止疫情输
入，他不顾个人安危，每天义
务驾车到县城为村民采购蔬
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并免
费送到家门口。疫情防控期间
他还带头捐款捐物，购买了大
批消毒液等防护用品。郭艳宗
用他的旧汽车改装成电消毒
车，为元昌楼每个角落保驾护
航。那时，郭艳宗是全村人的

“外卖员”，他送货的车，承载
着三千村民的希望。

郭艳宗总是说，当过三年
兵，一生做先锋。他那宽厚的
肩膀挑着为村民谋发展的重担
不断前行，从未停歇。

郭艳宗郭艳宗郭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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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心语：村干部是百姓的“当家人”，
要全心全意地为百姓着想，踏踏实实地为百姓
干实事、干好事。

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它很长。
需要从2005年6月12日那个午

后说起。那天，一名早产女婴被遗
弃在沧县医院门口的垃圾桶。来自
沧县汪家铺乡周孙庄村的杨国军和
妻子王洪英抱起孩子直奔医院，救
了孩子的命。孩子 6个月大时被确
诊为脑瘫，夫妇俩不离不弃，从此
走上漫漫求医路。为了这个没有血
缘的女儿，杨家四处借钱、求医。
但再苦再难，他们都没有放弃。

它又很短。
再多的细节和话语，都离不开

这几个字：爱、责任、家。
如今，女儿已经17周岁，在温

暖的家庭中成长，爱说爱笑。杨国
军打工奔忙，王洪英则在家陪伴女
儿，照顾一家人。关于爱的故事，
依然在杨家上演着。

天赐天使

王洪英永远忘不了17年前的那
个初夏。

那天，她和丈夫杨国军骑着摩
托车到沧县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
奶奶。

放下摩托车，夫妻俩远远地看
见一群人围在垃圾桶旁议论着什
么。走近一看，一个双眼紧闭的婴
儿被毯子包裹着，放在垃圾桶里。
她的小嘴不时蠕动着，发出微弱的
哭声。

围观的人议论纷纷，可没人敢
上前。

看着这个柔弱的小生命，身为
母亲的王洪英本能地抱起了婴儿。
没有片刻犹豫，便和丈夫打车奔向
了市里的医院。

贴着婴儿的小脸，王洪英的母
爱奔涌而出。她觉得，儿子 13岁
了，这个女婴正是上天赐给自己的
礼物。

“这是个早产女婴，才 1.4 公
斤，因没有及时进保温箱，已经缺
氧……”还没来得及高兴，医生的
话就给了夫妻俩当头一棒。

夫妻俩内心忐忑，但一个眼神
就明白了对方的想法，二人决定救
助这个可怜的小生命。由于医院没
有保温箱，他们又带着婴儿辗转来
到了另外一家医院。

那一晚，杨国军回家筹钱，王
洪英守在医院，忘了饥饿，也忘了
困倦，一直熬到天亮，终于等来了
孩子无碍的好消息。

16天后，杨国军夫妇高兴地抱

着孩子出院了。虽然，花了7000多
元，他们为此借了债；虽然，孩子
才 1.2公斤，弱得不像样子。但他
们相信，这是老天赐予他们的天
使。

苦难降临

一家人满心欢喜地善待这个女
婴。婆婆剪好尿布，公公买来婴儿
车，丈夫买来奶瓶和奶粉，13岁的
儿子放学回家就抱抱小妹妹，王洪
英无微不至地照看起孩子。

每一天，夫妻俩都要把孩子放
到秤上称称，看着孩子一天一个样
地长大，二人欣喜不已。杨国军给
孩子取名为杨凯旋，小名旋旋，寓
意她健健康康、成功凯旋。

一转眼，半年过去了，看着女
儿粉嫩嫩的笑脸、水汪汪的眼睛，
他们放松了暗暗绷着的神经。

直到有一天，杨国军尝试扶着
旋旋站立，才发现女儿只能用脚尖
着地，脚掌无法平放。夫妻俩抱着
孩子又来到了医院。没想到，经过
检查，旋旋被确诊为脑瘫。

那一瞬间，王洪英的泪水奔涌
而出。杨国军沉默不语，善良的婆
婆得知后，跟着王洪英一起流泪。

悲伤与绝望笼罩着这个曾经充
满欢笑的农家小院。

得知消息的乡邻纷纷赶来。“把
孩子送到福利院吧。”“这孩子，咱
养不起。”……王洪英知道，大家是
心疼她，为了她好。但当看到旋旋
天真无邪的目光，她将所有的痛苦
和泪水都咽了下去。他们决定继续
抚养这个可怜的婴孩，要把全部的
爱都给她。还给女儿改了名字，叫

“立立”：站立的“立”。
从此，杨国军到工地干活，王

洪英则带着孩子到医院治疗。家里
的农活，全交给了公婆。

输液、针灸、肢体康复……王
洪英一个人抱着孩子来沧治病。后
来，又和丈夫辗转至北京、石家庄
等地。只要听说有好的治疗办法，
夫妻俩就奔赴而去。一次次地治
疗，换来了孩子的逐渐康复，也换
来了一张张高昂的缴费单。

杨家务农，平时除了卖粮食换
钱，一家子都靠杨国军打工为生。
为了凑齐治疗费用，夫妻俩向亲戚
朋友家借了个遍。还有一次，杨国

军去工地找了工长，预支工资，提
前拿回一年的血汗钱，接着给女儿
治病。

那些年，为了给女儿看病，杨
家花费了几十万元。但日子再难，
夫妻俩也没想过要放弃。

把全部的爱给你

一边是女儿生病的身体，一边
是债台高筑的现实，夫妻俩相濡以
沫，竭尽所能地撑起这个家。

2016年，厄运再次降临。王洪
英右胸疼痛，住院检查后被告知：
右侧乳腺癌晚期，必须马上手术。

止不住的泪水在王洪英的脸上
流了下来。她不怕受苦受累，也不
怕手术、化疗，唯一放不下的是：
女儿还不能站立，如果自己走了，
往后的日子怎么办……

“不是什么大病，大夫说了，
做完手术就没事了。”杨国军强忍
悲痛，乐呵呵地跟妻子说。儿子陪
伴在身边，宽慰着王洪英。她也配
合着化疗与手术。

好在手术很成功，王洪英的身
体也逐渐康复起来。

日子这样一天天地过着。转
眼，立立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她爱
说爱笑，爱跟妈妈开玩笑，王洪英
走到哪里，就把女儿带到哪里，片
刻不离。杨国军年迈的父母对立立
疼爱有加，时常给她喂饭，带着她
出去玩。一家人对这个收养的女
孩，倾尽了全部的爱。

夫妻俩在市区东部买了楼房，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儿
子乐乐也事业有成，到了谈婚论嫁
的年纪。他对女方提的条件是：

“我有一个生病的妹妹需要照顾。”
几次相亲后，才找到了意中人。女
方不要高昂的彩礼，还特别疼立
立。

一切苦难，在全家的团圆和幸
福面前，都烟消云散。

17年不离不弃，杨家几代人温
暖着一个脆弱的生命，书写着人间
大爱。这个家庭也赢得了尊重，
2010年，杨国军夫妇获得第四届

“沧州好人”光荣称号；2017年，
杨国军夫妇获得沧县“首届道德模
范”称号。2020年，他们荣获河北
省“文明家庭”称号。

这爱，依然在延续。

本报讯（记者寇洪莹）“6·14
世界献血日”这一天，53岁的孙茂
兰和丈夫又一次完成献血。30多年
来，孙茂兰坚持定期献血，献血总
量 达 24000ml， 曾 被 评 为
2012-201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银奖，今年 4月被评为月度“沧
州好人”。

孙茂兰是沧县黄递铺乡韩庄村
村民，19岁时进行了人生中第一次
献血。那一年，孙茂兰和同伴相约
去市里购物。在路上听到紧急征集
O型血志愿者的广播，便来到了献
血车。

那个年代，献血知识还未普
及，同伴担心她的身体，劝她不要
去。她没有献过血，也没有验过自
己是什么血型，只是想如果能帮助
别人，自己就很高兴。检查后，采
血人员告诉孙茂兰，她是O型，正

是他们需要的血型，且身体各项指
标符合献血标准。就这样，孙茂兰
走上了无偿献血之路。

孙茂兰说：“我在经济上没有
能力帮助别人，但我有好身体和滚
烫的爱心，我会竭尽所能，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结婚后，她和
丈夫靠种地和打零工维持生计。虽
然生活艰苦，但孙茂兰定期献血的
习惯没有改变。一开始，丈夫并不
理解，总担心她这样献血会影响身
体。一天，孙茂兰献血回来后一直
呕吐。丈夫以为是献血造成的不良
反应，忙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竟
是孙茂兰怀孕了。

孙茂兰和丈夫育有一子一女。
如今，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女儿已
结婚生子，儿子还在上学。平日
里，孙茂兰唱唱歌、跳跳舞，还会
录点舞蹈段子，发到网上。“献血

得有个好身体。”孙茂兰很庆幸，
多年保持的好心态和好身体，能让
她一直献下去。

孙茂兰说，正常献血对一个健
康人来说，不会造成多大影响，还
能救治病人挽回生命。按规定 6个
月 可 以 献 一 次 血 ， 每 次 可 献
400ml。前两天，孙茂兰献血时，医
护人员告诉她：“您的身体非常好，
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将您的献血
时间延长到 60岁。”孙茂兰高兴地
答应下来，她说：“只要身体允许，
会继续坚持献血，帮助别人。”

在孙茂兰的带动下，不仅家里
人，四邻八乡的许多村民也加入了
献血的行列。

一张照片一张照片一张照片 永生难忘永生难忘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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