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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那个那个“““躺着义务教课躺着义务教课躺着义务教课”””的老师走了的老师走了的老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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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争购企业争购企业争购“““爱心梨爱心梨爱心梨”””
本报讯（记者寇洪莹）

“世博钢管认购 600 公斤，
信 誉 楼 认 购 1.5 万 公 斤
……”前不久，张万勇将
《海兴“扶贫梨”认购倡议
书》一发出，就引来多家爱
心企业争相购买。短短几
天，“爱心梨”就销售出近
2万公斤。

张万勇在沧州经营着一
家钢管公司，是运河区海兴
县企业家商会会长。前不
久，他接到老乡刘忠正的求
助电话：“今年的梨大丰
收 ， 可 现 在 迟 迟 卖 不 出
去！”刘忠正是海兴县忠正
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他告诉张万勇，受洪灾
险情影响，梨的销售出现困
难，内心充满焦虑。而这原
本是村民们的“致富果”。

2017 年，海兴县实施
贫困村推进扶贫项目，流转
张会亭镇张会亭村、三王村
两个村的 300亩土地，种植

“新梨七号”“秋月梨”“皇
冠梨”，扶持建档立卡贫困
户和壮大贫困村的集体经
济。

进入 8月，新梨相继上
市，可当地百姓缺乏销售经
验，发愁东西卖不出去。家
住沧州市区的张万勇了解情
况后，驱车多次往返，帮助
村民通过各种形式进行销
售。他拍摄照片、制作短视
频，在各个网络平台发布；
动员各界力量，联系商场，
拓宽销售渠道。运河区工商
联党委书记宋金明得知后，
也十分重视与支持。在运河
区工商联的微信群里，张万

勇发出倡议，接龙认购。很
多爱心企业家和个人纷纷伸
出援手，争相购买。

信誉楼沧州区域总经理
张勇得知后，马上布置相关
人员赴海兴采购。

茂盛的梨园一望无边，
枝上套着膜袋的果实已大如
拳头。扒开袋口，果实绿中
带点浅黄、表皮光滑，散发
着淡淡的果香。信誉楼采购
人员与村里的合作社当场敲
定，包销该村 1.5 万余公
斤。如今，这梨已在信誉楼
沧州区域 9 家商厦统一上
柜。“这梨甘甜可口，汁水
丰富，市场反馈很好。”这
两天，张勇虽在外地出差，
可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许多企业和个人也都在
尽己所能，以各种形式助
销。沧州腾达科技晚上 11
点获知消息，第一时间派人
与张万勇联系，“腾达科技
致力于将雷锋精神融入企业
文化，服务客户，回报社
会！我们先订购 120 箱！”

“我们也想尽一份绵薄之
力，为村民们做点事儿！”
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
司采购 500箱，作为员工福
利发放……爱心企业和个人
的助农名单不断在增加。

看到梨果找到好主顾，
刘忠正的眉梢有了喜色。

“感谢各界的帮助，待售的
新梨还有 5万公斤，如果有
企业或个人大量团购，我们
免费送货上门。”

如有意购买或者经销
者，可与张万勇联系。

电话：18631788800

20多年来，新华区车站
街道办事处辖区的居民都熟
悉一个电话号码，那是老人
们的“急救热线”。只要电话
接通，电话另一头的人就会
有问必答，解决居民们的健
康问题。

孙连婷便是这个电话号
码的主人。49岁的她是新华
区车站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副主任。1995年
从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
业后，一直扎根基层，服务
万千百姓。

2022年 11月疫情期间，
一位居民突发疾病，当时出
外就医比较麻烦，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医疗设备又达不
到抢救的要求。孙连婷立刻
联系医院，和相关科室医生
讨论治疗方法。在她的努力
下，病人最终转危为安。

她总说，如果医院里的医
生是“鲜花”，那么社区医生
就是“绿叶”。得了病得去医
院治疗，那预防得病和病后康
复就是社区医生的职责。社区
医生做得好，就守住了百姓家
门口的健康。想想这些，她总
是很自豪。

那 是 2020 年
冬天，孙连婷去给

患者送药。雪花纷飞，寒风
刺骨，吹得人站不住脚，脸
上像刀割一样疼，本来一个
小时的路程，她跌跌撞撞走
了 3 个小时。鞋子湿透了，
泥水一身，冻得直打颤。但
把药交给居民的那一瞬间，
她觉得再苦也值了。

平日里，她待患者如亲
人。辖区内有一位刘姨，患
有糖尿病和抑郁症，两个儿
子又都在国外。每隔两个来
月，孙连婷医生就约老人来
社区门诊聊聊家常，问问服
药情况。为了更好地照顾社
区居民，孙连婷还专门考取
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用
最专业的知识疏解老人们的
消极情绪。

社区没有的药物，她就
把居民用药的药名和电话记
下来，等药到了，第一时间
打电话通知他们。

时间长了，居民们把
孙连婷当作亲人一般——
她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居民
着想，不仅治愈他们身体
上的疾病，也治愈着他们
的心灵。

孙连孙连婷婷：：

居民健康居民健康““守门人守门人””
杨静然

道德模范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身边好人

8月 8日，张家口市怀来县瑞云观乡
横岭村，崇山峻岭，绿涛延绵。南口战
役纪念馆开馆暨张树桢烈士纪念碑落成
仪式在这里举行。

这里是著名的南口战役发生地，也
是河间籍烈士张树桢的牺牲地和长眠之
所。多年来，寻访烈士遗迹的志愿者和
烈士亲友们一直在追寻着烈士的足迹。

血洒黄楼洼

在北京市延庆西南方向，怀来与昌
平交界处，有一海拔 1439米的长城烽火
台，名黄楼洼。黄楼洼西南有一山地名
叫“张树桢高地”。

张树桢是河间市南留路人。1937年8
月，南口战役爆发，张树桢带领晋军416
团到达怀来，收到国民党第 13军军长汤
恩伯的骡子圈阵地失守及怀来受到威胁
的危急战况，增援怀来以东的汤部第4师
左侧阵地，阻止日军的进攻，使怀来一
时慌乱的形势得以安定。在850高地激战
中，他身先士卒、率部冲向敌人阵地，
身中数弹，为国捐躯。

据《血战长城内外》记载：张树桢治
军勤勉，以少将军衔任团长。2009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其亲
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
章；2015年8月24日，张树桢入选“第二
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据亲属介绍，张树桢在南口战役战
前动员讲话中说：“我们军人的天职是保
卫国土，我们神圣的领土一寸也不能
丢，失掉的一定要拼命把它夺回来，不
成功，便成仁。”据其夫人说，他牺牲
后，其坐骑跑回营房，口避水、草数
日，最终追随主人而去。烈士的长女婿
也在南口战役中同岳父一样血洒疆场。

追寻烈士足迹

怀来县南口战役纪念馆位于横岭村
关公庙，通过历史影像与文字介绍，还
原了南口战役的历史。展柜内陈列有炮
弹碎片、手榴弹残片、汉阳造子弹夹、
日本炮弹皮等实物，均由南口战役纪念
馆荣誉馆长杨国庆捐赠。

60岁的杨国庆是北京昌平人，2005
年，在一次爬长城时，他发现城墙上的
众多弹孔，经询问当地老人得知了曾经
在这里发生的那场血战。出于探寻的兴
趣，杨国庆开启了寻找烈士足迹之路。

这一走就是18年。
18年来，他走山路、探丛林、寻访

见证者，踏遍了数十座大山，寻得了
3000余件战争遗物，妥善收藏。随着对
南口战役的深入了解，加之看到流落于
山间的英雄遗骸，他多次感动得泪流满
面。当初的兴趣变为责任，2012年，他
开始为烈士立碑，联络烈士亲属。

杨国庆介绍，张树桢烈士牺牲后，
因战事激烈，烈士遗体就地掩埋于牺牲
地附近。多年来受路途遥远、战争频
发、社会动荡等因素影响，其后人、亲
属始终无从知晓烈士牺牲的细节及埋骨
地。直到近些年，烈士殉国事迹逐渐被
《沧州日报》《河间县政协文史资料》等
媒体部门发掘，烈士的英勇事迹逐渐浮
出水面。

2016年，他和张树桢烈士的孙子张
治平取得联系。

河间张春杰是张树桢烈士的同族。
据他介绍，张树桢生前受家庭影响、国
学浸润，爱好诗文、书法。牺牲前曾在
绢帛上书写李白的诗作《将进酒》，并保
存至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被毁。

立碑传承纪念

2021年，《沧州日报》刊发了《北京
有一个河间人命名的地名——“张树桢
高地”》，文中提到张春杰多年搜集宣介

烈士事迹。杨国庆看到此文后，随即联
系张春杰。今年 3月 20日，杨国庆来到
河间，交流挖掘烈士故事。4月 21日，
沧州、河间、天津三地烈士后人亲属驱
车来到横岭村，实地瞻仰先辈殉国战
场，相约在南口战役爆发月敬立张树桢
烈士纪念碑。

8月 8日，南口战役纪念馆开馆暨张
树桢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在怀来县瑞
云观乡横岭村举行。河间市政协副主席
宋增发、河间市政协秘书长贾学礼、冀
中革命纪念馆馆长于金盼参加了仪式并
致贺词、献书法作品，为纪念碑揭碑、
敬献挽联。京、津、沧州、河间四地的
烈士后人亲属在纪念碑前献花、鞠躬、
合影，参观纪念馆、感怀先辈事迹，并
捐款1万元。远在广州的烈士嫡孙张治平
也发来视频致辞，并作祭文、词作各一
首，以示纪念。

“国殇怀来忠魂树，丰碑横岭颂魄
桢。”人们大声吟诵着这副由张春杰拟联、
贾学礼书写的挽联，崇敬之情激荡于心。

8月12日6点，任丘市华北油田综合
八处油建二社区一栋普通的楼房内，37
岁的王硕静静睡去，再没醒来。他的身
边，放着生前最爱读的英语字典和一个
小熊玩偶。

这个一出生就患有“进行性脊髓性
肌萎缩”、始终与轮椅做伴的青年，不仅
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取得了大学学历，还
以躺着义务教课的生命姿态，感动了无
数人。

大雨滂沱中，张华绿色家园会长文
革拄着双拐来了，家园的其他会员也来
了。静静守护中，大家都用自己的方
式，陪他最后一程。

下午2点，雨过天晴。河北医科大学
接收遗体的车辆来了。他的父母和朋友
们强忍悲伤，亲自护送他的遗体被抬上
捐遗车。

作为张华绿色家园会员，他是家园
的第八位遗体捐献者。他的生命充满病
痛，却始终报之以歌。

轮椅男孩一身阳光

第一次见到王硕，还是 2006年。那
年冬天，张华绿色家园举办第二届残疾
人联谊会。人群中，那个披着一身阳光
的轮椅男孩儿，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他的脸上没有病痛的影子，笑容干
净而温暖，自带一股书卷气。他寡言安
静的样子，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定力。那
一年，他20岁。

王硕患的是进行性脊髓性肌萎缩。
疾病与生俱来，除了双手，全身其他肢
体都难以活动，行动全靠父母帮助。7岁
之前的他，在父母的陪伴下，辗转在四
处求医的路上。

他天资聪颖，在父母的教导下，几
个月就学会了小学一年级的全部课程。
尽管身体条件不允许，他的爸爸还是找
到学校说明情况。校长感动了，破格让
他直接升入二年级。

仅用7年时间，王硕就学完了从小学
到初中 9年的课程，不仅成绩名列前茅，
还获得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一等
奖。五年级时，爸爸因为长年抱他上下
楼落下了严重的腰伤。因心疼父亲，他
还曾一度在家自学。

他的中考成绩也非常优异，但经过
慎重考虑，他决定自学完成高中学业。
学完高中课程后，他又报考了河北师范
大学英语专业的自学考试。2006年采访
时，他刚刚拿到大学毕业证。

王硕的父母非常了不起。在他们的
教育下，疾病缠身的王硕坚强、自信、
乐观。他心地纯良，没有纤尘俗念；心
怀感恩，记得父母、师生们的每一个温
暖、有爱的瞬间。他最想做的，就是用

自己的英语专长回报社会。
在这次联谊会上，他对张华绿色家

园会长文革说：“我想无偿教残疾朋友们
学英语，可以吗？”

“一不小心”就是17年

在张华绿色家园和父母的支持下，
2006年底，王硕英语工作室成立了。首
先来学英语的，是几名残疾朋友。之
后，王硕又把义务授课的范围扩大到贫
困和残疾学生。

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这么做
是要回报社会、追求自身价值。

开始几年，王硕还能坐起来给学生
讲课，后来坐不住了，只能躺着讲课。
父母多次劝他放弃，可他不同意，坚持
这么做。

2016年 11月，记者再次采访王硕。
他依然是阳光而纯净的笑容，就像 10年
前一样。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王硕
是怎样躺着教课的：他仰卧在床上，束
着腰带，没有拿书，所有的内容熟稔于
心。床边围绕着几个学生。学生们会根
据课本中的内容提出问题。他稍一沉
思，就会给出答案。旁边放着一杯水，
插了一根吸管。王硕如果讲得口干了，
就吸口水润润嗓子。

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每次辅导前，
他总是先讲一段有趣的故事，他说这叫

“打开耳朵”。他辅导的学生从小学到初
中、高中都有，辅导英语的同时，他还
能辅导小学到初中的数学和物理。他笑
着说：“这一点我比爸爸还强。爸爸只会
教初中英语，而我是全科老师！”还说，
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做就是10年。

那一年，王硕的故事通过媒体的报
道感动了全国。

之后的岁月里，王硕依然坚持用义
务授课的方式奉献社会。2006年“一不
小心”作出的决定，到今年已是17年。

捐献遗体延续生命

王硕和张华绿色家园会长文革很贴
心，一直叫她“文妈妈”。文革说，王硕
是个特别想奉献的孩子，曾和她谈过很
多想法。得知家园和保定涞源大山深处
希望小学的贫困学生们结成帮扶对子
后，他曾想通过手机视频或语音聊天的
方式，给孩子们义务补习英语。还曾计
划着把自己的英语授课录制成音频，无
偿分享给更多的人。

他曾说：“文妈妈，别人说我异想天
开，但我真的很想这么做。您能帮我
吗？”

文革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但后

来因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说起这些，
文革有一份遗憾。

王硕的身体每况愈下，生命的最后
阶段，说话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
蹦，声音很低很低，几不可闻。

在张华绿色家园，会长文革和 20多
名会员一起，已经作出了捐献遗体的公
证。其中，7名会员去世后完成了遗体捐
献。文革说，有好几次，她想和王硕以
及他的父母谈谈有关捐献遗体的事情，
但话到嘴边又咽下：“王硕在我眼里还是
孩子，我总期待着他能长长久久。”

8月12日清晨，接到王硕去世的消息
后，文革和家园的会员们马上赶了过去。

王硕的父母主动提起了捐献遗体的
事情。他们说，王硕从小饱受病痛之
苦，经历这么多，全家已经看淡生死。
王硕确诊不久就被医生宣判了死刑，却
顽强地活到了37岁。“捐献遗体就能让医
生更彻底地了解这个病，治愈这个病的

希望就能多一点。把遗体捐献给医疗科
研，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文革非常感动，她说：“我相信王硕
在天有灵，也会欣然同意的。”

当天下午2点，河北医科大学接收捐
献遗体的车辆到达任丘。简单的告别仪
式后，王硕的遗体被送上了捐遗车。

河北医科大学的工作人员为王硕父
母颁发了两个证书，在《遗体接受证明
书》上，有这样的文字：“我们怀着十分
崇敬的心情完成王硕生前的意愿。诚挚
地感谢您自愿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研
究和教学事业，您的大爱善举造福社
会、荫泽后人，您的崇高境界和博大胸
怀将被万世铭记！”

8月 13日，张华绿色家园在“文明
祭祀云平台”上为王硕设立了纪念馆，
很多人来此表达哀思和怀念。得知王硕
以捐献遗体的形式告别这个世界后，大
家都对这位捐遗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张树桢烈士纪念碑张树桢烈士纪念碑张树桢烈士纪念碑
落成于南口战役纪念馆落成于南口战役纪念馆落成于南口战役纪念馆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张春杰

王硕曾以“躺着义务教课”的善举感动全国 苑立伟 摄

当地村民正在忙着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