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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运河区隆华社区汽车配
件小区的居民们心里暖暖的，并纷纷
为高润新、王合义、陈玉树 3位老人
竖起了大拇指。

汽车配件小区是个没有物业的老
小区。1月 16日那天，污水突然源源
不断地从污水井里冒了上来。污水井
连着化粪池和下水道，又赶上那几天
特别冷，污水很快就结了冰，整个小
区又脏又臭又滑。

很快，社区找来了吸污车，可干
了没一会儿就停了下来。“工作人员
说，管道彻底堵死了，得联系其他工
程队更换管道才行。但当时眼看就要
过年了，根本找不到工程队。”小区楼
院长李俊红回忆说。

吸污车走了，污水却还在外溢。居
民们只能先靠社区送来的吸污泵解决眼
下难题，等过完年再更换污水管道。

化粪池里的污物特别杂乱，为了

保证吸污泵能正常工作，高润新、王
合义、陈玉树 3位年过七旬的小区居
民主动站了出来。

随后几天恰逢春节假期，小区人
多、用水量大，吸污泵每天至少得吸
一次，一次就是两三个小时。其间，3
位老人要全程盯着——吸污泵声音稍
有变化，就得立马把它从 2米多深的
化粪池里提上来，用手把缠在上面的
污物清理干净；留意在周围玩耍的孩
子们，提醒他们注意安全；50多米长
的排污管道，也得一次一清理，防止
冻住……

“污水又脏又臭，光是站在旁边
就熏得头疼，更何况污水还那么
凉。”更让李俊红感动的是，因为带
着手套不方便干活，三位老人一直徒
手操作。

春节假期一过，在社区帮助下，
工程队很快就找到了。

管道更换工程开始了，可 3位老
人依然没闲着——监理工程进度、配
合工程队施工、提醒周围居民注意安
全……在他们的带动下，居民纷纷加
入进来，就连孩子们也主动当起了秩
序维护员。

工程结束了。从 1月 16日到 2月
17日，一个多月时间里，三位老人一
天也没休息。小区微信群里，居民们
争相致谢。三位老人不善言谈，只是
派了一名代表回复道：“远亲不如近
邻，为大家服务也是为自己服务。”

眼下，小区排污问题解决了，他们
又给自己安排了新“工作”——自掏腰
包买来油漆，将小区大门粉刷一新。

去疾病去疾病去疾病“““上游上游上游”””看看看看看看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 傅新春

当年，孙云川下乡做科普，很多人一听到“癌症”二字就连连摆手，似乎不听不看，就能与之划清界限。

而在工作中，他又遇到过很多被吓倒或是被那些号称“吃了就好”的“神药”广告洗脑的病人。“对于患者，除了治疗外，我们还能

提供哪些帮助？”从医28年，孙云川有自己的答案——

作为医生，孙云川（左）
认为：“相对于治愈疾病，向
病患及家属施以必要的人文
关怀同样重要。”

从 2009 年开始，孙云川
（左一）每个星期都下乡科普
防癌、治癌知识。

（资料片）

期待更多期待更多
““背经典免门票背经典免门票””
知 言

电影《满江红》火
了，不仅带火了位于河
南省汤阴县的岳飞庙，
也让诗词《满江红》再
次被广为传颂。

近来，随着电影
的热映，河南省汤阴
县岳飞庙景区推出了

“背诵 《满江红》 免
门 票 ” 活 动 。 据 媒
体 报 道 ， 该 活 动 从
正 月 初 五 开 始 ， 已
有 数 千 名 游 客 因 熟
练 背 诵 全 文 免 费 获
得了门票。

其实，背诵经典
免门票活动并非岳飞
庙景区首创。早在几
年前，山东的三孔景
区、江西的滕王阁景
区 都 推 出 过 此 类 活
动，背诵《论语》《滕
王阁序》 等经典著作
即可免费游览。

免门票活动看似
赔 本 ， 其 实 恰 恰 相
反——活动不仅打破
了原本走马观花的旅
行方式，让游客在背
诵经典、回溯历史中获
得参与感、自豪感，增
加了旅游趣味性，帮

助游客更好地体悟景
区文化内涵，也为景
区赚足了人气，成为
宣 传 景 区 的 新 “ 名
片”，因而带来了更大
的客流量。

更重要的是，此
举能够让更多人感受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悠久和魅力，坚定
文化自信。

其实对很多人来
说，背经典免门票活
动之所以受欢迎，并
非全是免票的效果，
而是通过背诵经典获
得的精神享受以及文
化认同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是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积
淀，更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坚定文
化自信，离不开全社
会的积极参与。类似

“背经典免门票”这样
的活动，就很好地起
到了这样的作用。

为“背经典免门
票”点赞，更期待类
似营销举措越来越多。

小区管道坏了之后小区管道坏了之后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徐利民

“手指按键要重一点
儿，这样发出来的声音更
有力量。”微信群里，张洪
亮正指导学生们拉手风琴。

说是学生，其实有些
人的年龄比张洪亮还大。7
年来，张洪亮一直利用业
余时间免费教他们拉手风
琴。黑白键之间，张洪亮
和学生们一起感受音乐之
美。

68岁的张洪亮家住新
华区华油社区，是手风琴
高级教师。受家庭影响，
他从小热爱音乐，尤其喜
欢器乐演奏。1976年，张
洪亮考上河北师范大学音
乐专业。大学期间，他迷
上了手风琴，每天下课第
一件事就是去琴房练琴，
就连吃饭时，手指也不停
比画。放暑假，张洪亮也
不回家，在校园大树底
下，一直练到琴键发热。

1984年 11月，张洪亮
迎来他的高光时刻。当时
他在华北油田歌舞团担任
乐队长，由他编排创作的
《祖国万岁》在全国工矿企
业文艺汇演中荣获二等
奖。每每想起，张洪亮脸
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音乐濡染灵魂。张洪
亮经常到小学、大学教授
手风琴演奏，积极开展手
风琴普及工作，推进艺术
进校园。为此，他曾被沧
州师范学院聘为客座教
授，并在学校里组建了一
支手风琴乐团，吸引了很

多学生加入。多年来，他
教了数千名学生，许多人
在国际、国内手风琴大赛
中斩获大奖。

2016年，张洪亮组建
沧州鹦鹉手风琴艺术团，
艺术团成员都是半路出家的
中老年人。也正是从那天
起，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免
费教人们拉手风琴。

和孩子们相比，老年
人接受音乐的速度比较
慢，而且大多是零基础，
教学难度不言而喻。张洪
亮就从最基础的音符教起。
老年人记性不好，张洪亮不
厌其烦，一遍遍讲解，手把
手指导。

2021年，他编排了曲
目《茉莉花》准备参赛，这
是一首八声部的曲目，由
60多人参与演奏，既要演
奏整齐，又要各具特色，
这对演奏者、指挥者都是
考验。

排练过程中，因曲目难
度较高，排练几经中断，张
洪亮每天都在微信群里鼓
励大家。为了便于大家理
解，他又画出图解，逐人
分好任务。在张洪亮的悉
心指导下，《茉莉花》惊艳
亮相第七届“鹦鹉杯”全
国手风琴大赛，一举摘得
老年组金奖。

“让音乐的种子在人们
心中生根、发芽，我会一直
坚持下去。”看着满墙的荣
誉，张洪亮话语中透着开心
与憧憬。

手风琴奏响手风琴奏响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

本报记者 康 宁 摄影报道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两个人在江边散步，发现有人溺水，

费尽力气将人救了上来。又过了几天，相
同的情景再次出现。再次施救后，其中一
人朝上游跑去。另一个人很纳闷，冲他
喊：“浑身湿漉漉的，你去哪儿？”那个人
说：“我想去上游看看，搞清楚为什么有那
么多人溺水？”

同样想去“上游”看看的，还有孙云
川。

他是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
青县院区副院长，也是医院肿瘤放化疗中
心主任、放化疗一科主任、核医学科主
任。从医28年，对于这份工作，他有自己
的看法：“与治愈疾病相比，向病患及家属
施以必要的人文关怀同样重要。”

“后勤”变成“主力军”

在沧州，不仅仅是癌症患者，很多普
通人对孙云川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对他们
来说，许多关于癌症的科普知识，就是通
过孙云川知晓的。

只是这一路，孙云川走得并不容易。
2005年，孙云川来到放疗科。彼时的

放疗科只有两名医生、两名技师，没有病
床，日接诊十来个病人。

两年后，医院派孙云川到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进修学习。“在那里，我不仅
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更多尖端的学科知
识，也对放疗学科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
解。”孙云川说。

进修回来，孙云川向医院领导申请下
来5张病床，“后勤部队终于有机会成为主
力军了。”

一年后，孙云川被提拔为科室主任。
从此，哪里有先进的技术和一流的设备，
他都会第一时间前去考察、想办法引进。
在院领导支持下，一台台高精尖设备陆续
投入使用。

他带领团队不断钻研治疗技术。这些
年，光是由他主笔并在国内权威专业期刊
上发表的论文就有 30多篇。

2018 年，他带队去西班牙参加一个
世界级学术年会，他们推送的一篇关于
前列腺癌的论文被组委会选中。参加那
次年会的中国代表有 50多人，几乎都来
自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知名医院，
像他们这样来自市级医院的简直凤毛麟
角。

在孙云川的带领下，放疗科不断壮
大。如今，科室规模省内第二，接诊能力
从每天十来个人增长到上百人。

向谣言宣战

“很多人对癌症的第一反应就是死亡，
继而陷入极度恐慌。人们谈‘癌’色变，
被大量伪科学和谣言裹挟着。又因为恐
惧，造成更多误解甚至是悲剧。”孙云川
说。

几年前的一则新闻让他记忆犹新——
一名女演员患淋巴癌后没有接受正规治

疗，而是找到一位“神医”，结果不到3个
月，就因不当治疗死于严重感染。

“我常常在想，如果这位演员掌握一定
常识，不相信那些所谓的‘神药’、偏方，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
孙云川说。

从2009年开始，孙云川每个星期都下
乡科普防癌、治癌知识。起初，人们一听
到“癌症”二字就连连摆手，似乎不听不
看，就能与之划清界限。孙云川甚至央求
着才会有人来听。

他还在媒体上做“广告”，每个星期都
刊登两篇原创科普稿件，并最终整理成两
本科普书籍——《抗癌真相》。直到现在，
仍有患者拿着当年的稿件找他看病。

《抗癌真相》的书封上有这样一句话：
“肿瘤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诊治
方法。”这也是孙云川最想告诉大家的，

“尽管战胜癌症的过程还很漫长，但在癌症
消亡前，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消灭关于
癌症的谣言。”

病房之外

这些年，孙云川接触的病人数不胜

数，病人跟他说过的话更是犹如恒河沙
数。但有两句话，他印象最深刻——“治
到月底，俺就不治了……”“等俺凑凑钱再
来医院也不晚……”

从农村出来的孙云川，明白这两句话
背后的无奈与酸楚。

“虽然国家医保政策不断完善，但癌症
的治疗费用依然很高。一些家庭由于负担
不起，不得不放弃治疗。”这让孙云川“很
受刺激”。

医者仁心，让癌症患者看得好病、看
得起病，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2013 年夏天，由他发起的首个公益
项目“寻找最需帮助肿瘤患者”活动启
动。许多当初因家境放弃治疗的患者被
找了回来。活动开展两年，共救助 200多
名患者，为他们免去了除新农合报销外
的治疗费用共计 100多万元，140多人成
功延长了生命。

此后，他又发起了“勇者胜，寻找身

边的抗癌明星”“农村妇女‘两癌’公益救
助”等活动。

除了帮助患者完成治疗外，孙云川还
把注意力放在了重塑病人信心上。他建了
16个“群体抗癌群”，一个县 （市、区）
一个；为癌症患者组织同病种交流会、抗
癌康复经验交流会……

从 2021 年开始，他又化身“网络主
播”，在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抗
癌、防癌知识。其中仅抖音粉丝就达2.2万
人，获赞5.8万次。

这些年，孙云川结下了许多“穷亲
戚”。逢年过节，总能收到他们送来的“年
礼”，绿豆、葵花籽、面粉、面条……乡亲
们的心意，他都会收下，然后再置办香
油、水果当回礼。

有人说，孙云川干了很多不属于医生
的活儿。

“不属于吗？属于吧！”孙云川笑着回
答。

学员们学习手风琴学员们学习手风琴居民为其中两位老人拍摄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