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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保平肖保平肖保平：：：

河间南河间南河间南召召召村里村里村里的的的“““120120120”””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许宝峰

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一阵冷冽

的风吹过之后，河间市束城镇南召村

增添了些许寒意。

清晨 7 时，天刚蒙蒙亮，村东头

的卫生所里已经亮起了灯。肖保平做

着准备工作，等候村民们的到来。

“村里老年人多，他们常常五六点就

起床，一早就过来。最近流感病毒肆

虐，感冒发烧的人多了起来。”

76 岁的乡村医生肖保平，被四里

八乡亲切地称为“村里的 120”。半个

多世纪来，扎根基层，厚德行医；到

了颐养天年的年纪，依然守护着一方

百姓的安康。

“乡亲们身体健康，我心里就踏

实。”肖保平笑着说。

战争年代，父亲不畏强敌，
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他接
过钢枪，矢志强军；和平盛世，
他的儿子献身国防，筑梦军营。
从战火纷飞到盛世太平，变的是
时光，不变的是家国情怀，李兆
新家祖孙三代将赤胆忠心深深融
入了血脉。

在海兴县，李兆新家的故
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一家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长
河，先后从军，延续着生生不息
的家国情怀。

父亲保家卫国
初心是“奉献”

“爸，咱们的队伍最后打赢
了吗？”

“那天半夜，我们悄悄来到
敌人的炮楼前，隐蔽起来。班长
一个手势，我们就立刻出击，趁

敌人不备，打了他们个措手不
及……”年幼的李兆新虽然对
历史还一知半解，但每当父亲讲
起自己的战斗经历，他都会生出
一份敬佩之情。那些惊心动魄的
故事，陪伴了李兆新无数个夜
晚。

“父亲是一名老八路，曾跟
随部队南征北战。”如今，已经
69 岁的他，回忆起父亲仍是心
潮澎湃。

海兴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老
区，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无数仁
人志士用生命谱写了一段段慷慨
悲壮的革命故事。李兆新的父亲
李书武就出生在这里。

李书武从小失去爹娘，跟着
伯父靠乞讨为生。1944 年，在
讨饭途中，他遇到了一支八路军
部队，再三请求下，部队首长留
下了他。那一年，李书武 13
岁，因为年龄小，不容易引起敌
人怀疑，他成为一名通讯员。

李书武所在的部队是八路军
渤海军区第二分区所属的某县大
队。他们参加过无数战斗，攻克
了许多日伪军据点。

在攻打山东德平时，李书武
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伤未愈便再
次走上战场，最终夺取了战斗的
胜利。

“父亲给我们讲的最多的是
‘一切行动听指挥，矢志不渝跟
党走’。他说这是八路军的优良
作风和光荣传统。”李兆新说，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放弃军衔转
业到地方工作，在东光县从事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到盐山
县负责东部地区的垦荒。1965
年，海兴建县时，作为第一批工
作人员回到家乡，负责物资供应
和保障工作。他走到哪里，就把
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哪里。

“父亲几次死里逃生，但他
从没后悔过。他总说，为了国
家，死也值得！”李兆新说。

父亲的大义凛然、坚强勇
敢，深深触动着李兆新。他立
志，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自己投身国防
初心是“忠诚”

追 随 父 亲 的 脚 步 ， 1972
年，李兆新参军服役于南海舰队
司令部，成为情报处一名专职译
电员。

1973 年，越南当局擅自宣
布将南沙群岛的多个岛屿划入其
版图，随后不断骚扰我渔民、民
兵；次年元月，再次占领甘泉岛
和金银岛。随后，战斗打响。

李兆新明白，西沙群岛是我
国的海防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决不允许别国侵犯。

前方是惊心动魄的战斗，后
方的情报中心也忙个不停，一份
份电报如雪片般涌上他的工作案
头。

“我们在情报室里译电和标
图，24 小时坚守工作岗位，敌
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
之中。”李兆新说，那是他第一
次体会到战争的紧张和残酷。
他不断提醒着自己：谨慎再谨
慎，任何漏译、错译都可能酿
成大祸。

直至 1974 年 1 月 20 日，随
着五星红旗再次插上甘泉、珊
瑚、金银三岛的最高处，西沙
诸岛全部回归祖国怀抱。

“在随后的庆功会上，总参
和海军首长称赞我们是特殊战线
上的英雄，是西沙海战的‘火眼

金睛’‘千里耳’。”当兵数载，
李兆新对父亲那句“一切行动听
指挥，矢志不渝跟党走”有了深
刻的体会，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
的和平。

退伍后，李兆新回到海兴县
工作，曾任海兴县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多年专注于红色文化的研
究。

对于他来说，研究红色文化
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流淌在
血液中的使命和责任。他的内心
一次次地被那些革命往事感动
着、震撼着，一如儿时父亲讲述
时那样。这一切都化作了一部又
一部著作，记录下海兴的红色文
化。退休后，他又加入海兴县老
区建设促进会，继续贡献自己的
力量。

儿子接过钢枪
初心是“传承”

从小，李兆新就在孩子的心
里埋下了一颗强国强军的梦想种
子。他把父亲曾讲给自己的故
事，又讲给了儿子李磊。

李磊记得清楚：“小时候，
父亲常把‘参军入伍，报效祖
国’挂在嘴边。”

“爷爷为保家卫国浴血奋
战，父亲接过接力棒，成为一
名海军。所以我从小也有一个
当兵的梦。”在李磊看来，祖
父和父亲的努力并不是自己炫
耀的资本，而是一种沉甸甸的
使命。

耳濡目染下，他从小立志参
军入伍。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国
防生，从战士、班长、排长直
至上尉参谋，多次受到部队嘉
奖和奖励。10 年军旅生涯，他
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 2019
年部队实行改革，他积极服
从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
也践行了爷爷和父亲“一切行
动听指挥，矢志不渝跟党走”
的要求。

尽管如此，但忠诚履职、
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忘
记，他始终以一名军人的标准
要求自己。

时光如梭，初心如故。李
家祖孙三代先后穿起军装，投
身国防，退役后又服务地方。
从艰苦奋斗的岁月到现在的和
平盛世，一颗赤胆忠心，在祖孙
三代跨越 70 多年的接力中传承
着。

2021 年 ， 李 兆 新 家 获 得
“军人世家”称号。这是红色基
因的赓续，更是信仰的传承。

泊头曹福常勇救两名落水青年泊头曹福常勇救两名落水青年泊头曹福常勇救两名落水青年
寇洪莹 王欢

行医授徒57载

在肖保平的生活中，没有上班下班
的概念，不管晚上几点，也不管患者身
居何处，总是随叫随到。

因此，他也练就了一项特殊的本
领——坐着也能睡觉。大家都知道，那
是为病人、为生命，倾尽了全力。

50 多年来，肖保平凭借精湛的
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赞誉无数，
许多仰慕者纷纷拜入门下。

但真正来到卫生所后才知道，肖
保平并不轻易授徒。

“到我这学医，得先学做人。读
懂了‘医德六则’，明白了医生的职
责，才能学医。”他说。

“医德六则”，即：医心慈、医表
端、医风正、医志坚、医术精、医纪
严。这是他行医50余载定下的规矩。

2015 年，是肖保平行医 50 周
年，他的学生们将一幅“师恩如山”
的牌匾送给了他，以表达对肖保平的
感恩。他找书法家写了一幅“医德六
则”回赠大家，要求他们牢记一生，
将其作为永久不变的行医准则。

“师父德医双馨，仁心仁术，给
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今后，我们
也一定会像他一样，厚德行医，造福
一方。”学生路海申说。

从 1983 年至 2014 年，肖保平先

后培养了近 30 名乡村医生，有本乡
镇的，也有外地的。让他欣慰的是，
学生们都很优秀，兢兢业业、立足岗
位，践行着医者的初心。

不仅如此，在肖保平家，他的两
个儿子、两儿媳和孙子、孙媳也都工
作在医疗卫生战线上，一家三代、七
人从医，也成为一段美谈。

“只要身体允许，能干到老就干
到老。”肖保平笑着说。

19741974年年，，李兆新李兆新（（前排左二前排左二））与战友合影与战友合影

凌晨河中救人后，悄然离开。被
救青年家长在泊头市鼓楼街道民警
的帮助下，经过多日寻找，终于找
到了他，并为他送来一幅印有“真情
相助 市民楷模”的锦旗，再三感谢
他的大义之举。他就是泊头市民曹福
常。

9 月 9 日凌晨 2 点左右，夜深人
静。曹福常有事外出，路过大运河东
堤顶路时，忽然听见河中发出巨大的

“扑通”声。他本能地跑到河岸护栏
处观察，由于天太黑，水里情况不
明。只听有人在喊“救命！”，不好，
有人落水了！想都没想，曹福常越过
护栏，把手机随手一扔，毫不犹豫地
跳进水中，向着呼救声方向游去。

黑暗里，他隐约发现桥墩附近有
一人影，大声喊道：“抱住柱子别

动，我来救你了！”曹福常继续往前
游，游到河中央位置时，猛然碰上水
中的“东西”，瞬间吓得一激灵。游
近一看，原来还有另外一人漂在水面
上。此时，这名落水人员只露着脚尖
和脸在水面，没有一丝动静，情况十
分危急。曹福常试着喊了几句，这名
落水人员虚弱地回复了一声。见还有
气息，他赶紧拉住对方，拼尽全力，
往岸边游去。

这时，闻声赶来的几名群众报了
警，鼓楼派出所民警也及时赶到了现
场。在民警和周围群众的帮助下，曹
福常把这名落水人员推上了岸。此
时，他已气喘吁吁，浑身湿漉漉，体
力也有些不支。“当时脑海里只有一
个念头——救人，全部都要救上
来！”曹福常赶紧又返回水中，游向

另一名落水人员，用最后的力气将他
托举上岸。昏暗的灯光下，看着两名
青年慢慢脱离了生命危险，曹福常这
才放下心来，悄悄地离开了现场。

今年50岁的曹福常是泊头市新世
纪社区的一位居民，他所居住的小区
位于运河附近。事后，落水青年的家
长和民警通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他。
在打听过程中，听周围邻居说，曹福
常平时就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有时
在小区里捡到钥匙、银行卡、手机等
物品，他都会第一时间通过小区微信
群寻找失主，并及时送还。民警和青
年家长感谢他时，曹福常有些不好意
思地说：“救人这事儿正好是被我碰
上了，换谁也会去救的。”淳朴的话
语、见义勇为的精神感动着每一个
人。

不到一个小时，诊室外已
排起了长队，患者有本村的，
也有邻村的。屋内靠窗一侧，
摆着一张桌子，肖保平正专注
地为患者把脉问诊。墙上挂满
了患者送来的锦旗。

问诊之后，患者可以抽血
化验、拿药、输液……卫生所
里一应俱全。可是，50 多年
前，这里却不是这个样子。

肖保平生长在南召村，初
中毕业后，正当对未来迷茫
时，村委会来了通知——安排
他去学习医学。

南召村位于束城镇北部，
位置偏僻，当时，村里连卫生
室都没有，更别说是专业的大

夫了。乡亲们若生病，需想办法到 30 多
公里外的县医院看病。因看病不方便，村
民们遇到头疼脑热的小病就扛着，实在扛
不住，才去医院。村医，对于整个村子的
意义不言而喻。

目睹了这一切的肖保平，暗下决心：
一定要努力学医，为乡亲们解除病痛。

1965 年，从河间卫生学校毕业后，
他留在乡卫生院工作了 18 年。其间，他
跟着老大夫学习中医，又到保定市中医院
进修。就当大家都以为中西医融会贯通的
肖保平，会走向更高的平台时，1983
年，他又回到了南召村，担任卫生所所
长。从此，再也没离开过。

笃定了要当一名好医生，他就把心思
都扑在了钻研医学上。他博览《本草纲
目》《金匮要略》等古今医学著作以及大
量文献，撰写了30多万字的笔记和心得。
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一篇还在“全国中
医药学术研讨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经
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肖保平不仅能得心应
手地处理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还在中
医、儿科、内科等领域都有了一定建树。

曾经，一位 50 多岁的女患者长期食
欲不振、恶心、失眠，久治不愈后找到了
肖保平。经过仔细问诊才知，她是精神
压力大导致的慢性胃炎。肖保平对症下
药，为其缓解情绪并配合中药治疗，不
仅失眠渐渐康复，慢性胃炎也有了明显
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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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保平的脑子里，有一张清晰的
地图——南召村 3000 多人口，各家
各户住在哪儿、谁得过什么病、哪些
老人身体不便需要上门，他都一清二
楚。一身白大褂，背挎一只药箱，50
多年来，这就是南召村和四里八乡村
民最熟悉的身影。

“那时候缺医少药，出门看病只
有一个木头箱子，几瓶红药水、碘
酒等，中药材只能去县城买，每周
要跑好几次。”肖保平说，不仅如
此，他每天还要背着药箱走村串
户，上门为村民防病治病。“常常出
门的时候天还亮着，回来就已经黑
透了。”

记得那是 30 多年前的一个冬
夜，他接到一位患者的求救电话，电
话那头，情况危急。外面雪花纷
飞、寒风刺骨，吹得人站都站不
住。顾不了那么多，肖保平背起药
箱就向外奔去。病人转危为安后，
他一直守护到凌晨 3 点。回家的路
上，雪更大了，天更黑了，一不留
神掉进了一个深坑。他拼力自救，
最后抓着一棵老树根才爬上来。等
回到家，人都冻僵了。但第二天，
又背着药箱出现了乡陌村巷。家里

人劝他再休息休息，他却说：“病人
还等着我呢。”

肖保平为村民看病有个规矩：先
看病，后收钱；没有钱，就不收。对
于困难群众、孤寡老人等，他不仅上

门去为他们看病，还一律免费。他常
说：“有钱没钱，不能耽误看病。”有
人问他，这么做图的是什么，他答：

“凭一个人的良心、一名医生的职业
道德。”

甘当健康“守门人”

2015年，学生们赠给肖保平一幅“师恩如山”的牌匾，他请人撰写
了“医德六则”回赠给学生们。

曹福常曹福常（（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