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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素昧平生，当他们第一次相
见，他在岸上，他在水里。他在夏夜的河
边悠然地散步，享受生活的美好。可他却
不留恋美好的生活，冲动地投入死神的怀
抱。夜幕下的永定河边，四周静悄悄，生
与死只在一念之差，一步之遥。

暑气正盛的2014年八月，都夜里11
点多了，吕长顺还在公路边溜达，路边的
河湾里铺满了大大的荷叶，托举着灯盏一
般亭亭玉立的荷花。他平时爱好钓鱼，顺
便看看河里的鱼，也喜欢观赏夜色里的荷
花。突然，猛听得上游“咕咚”一声，像是
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他以为是条大鱼跃出
水面，连忙跑到发出声响的岸边，瞪大双
眼在水面搜索，这一看却不得了，夜色里
眼前的情景着实让他大吃一惊，只见河里
漂浮着一个人，四肢展开，头却扎在水里
一动不动。吕长顺心想不好，有人寻了短
见！

危急时刻，容不得多想，救人要紧！
吕长顺一个箭步翻过栏杆，来不及脱掉衣
服就“扑通”跃入河中，仗着自己会水，一
个猛子扎到落水者身边，把人架了起来。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能让他的头浸在水

里，否则肺里进水人就没救了。虽然投水时间
不长，可能因为突然呛水，人已经昏迷丧失意
识，吕长顺奋力用胳膊夹住他的上身，尽量把头
托出水面，一只手拼命划水往岸边扑腾。

雨季的永定河水位比平时要高，虽然离岸
边只有四米来远，但在没胸的水中施救十分困
难。拖着丧失意志的人潜行，每前进一步都很
艰难，他渐渐感到呼吸急促，负重让他消耗很
大，他感到体力有些不支，但又不能放弃，几番
坚持，几番努力，好在落水者不会挣扎，加上水
流不是太急，凭着自己一身好水性，他终于把人
拖到岸边。

此时的吕长顺已经气喘吁吁，看着岸边高

高的护墙，他知道凭自己一己之力，说什么也难
把人弄上岸，这么晚了路上早没了行人，再耽搁
下去人会很危险。来不及多想，吕长顺一边护住
落水者，一边开始大声呼救，他想，也许有乘凉晚
归的人，只要有人过来帮一把这人就有希望。

急切的呼救声在静夜里传出很远，很快他
发现有一束亮光向河边移动，心中大喜，知道有
人听到呼救声赶过来，顿时踏实了不少。

匆匆赶来的是两名妇女，其中就有落水者
的母亲，母子俩刚刚发生过争吵，儿子负气出
走，母亲不放心结伴出来寻找，没想到儿子一时
想不开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冲动之下跑到河
边抱起石头投了河。

见儿子投河自尽，母亲吓傻了，一时竟不知
如何是好，吕长顺一面吩咐她们赶紧打电话报
警，呼叫救护车准备抢救，一面指挥两人协助往
上拉，自己在下面连推带扛，此时人仍然没有呼
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吕长顺心里焦急万
分。经过一番周折，三人终于把落水者拖上
岸。等吕长顺爬上岸已经没有一丝力气，衣服
贴在身上不停地淌着水。

人是救上来了，可是毫无生命迹象，情急的
母亲抱着儿子呼天抢地嚎啕大哭。吕长顺知道
不能耽搁，顾不上喘口气，他强挣着爬起来，把人
放平立即施行心肺复苏，平时看电视学的急救知
识这回派上了用场。在他的全力抢救下，落水者
渐渐恢复生命体征，有了自主呼吸。一旁的母亲
千恩万谢，不知说啥好，只是一个劲儿流泪。

当警方到达现场，落水者已脱离险境，人们
这才想起不顾个人安危，深夜下河救人的好心
人。大家再三追问他的姓名，吕长顺始终不肯
透露，只是劝慰开导落水者要珍爱生命，孝敬父
母，再别做这样的傻事，众人把母子俩送上回家
的车，吕长顺也悄然离去。

有人问过吕长顺，“你知道那河水有多深
吗？”

“不知道”
“半夜三更孤身下水救人，你想过

会很危险吗？”
“没想过”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当时啥也没想，也来不及想，谁

遇上这样的事儿也会出手相救的。”
“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素不相

识的人，做了好事连姓名都不留，你这
是图啥呢？”

“我啥也不图，只要人活着就好！”
很简单，对生命心存敬畏，自有一

身的胆气。在无私无畏的勇者面前，
死神也会望而却步。人间正气彰显人
性之光，平凡与伟大也只在一念之差，
一步之遥。

故事线索：区民政局
故事采写：吕秀玉

对雁翅镇雁翅村的张久良来说，他这辈子只干了
一件事，那就是防病治病，守护相邻的健康。年近古
稀的他从18岁背起药箱，在乡村医生这个岗位一干就
是50年，至今没停下乡间行走的脚步。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深山区普遍缺医少药，群众有病
得不到及时救治，特别是传染病爆发更是束手无策，只能
依赖民间偏方，小病扛大病拿命挨，村民死亡率很高，光乙
型脑炎村里就出现了十多例。张久良目睹乡亲受疾病困
扰，内心十分焦虑。正好村里要培养乡村医生，大家一致
推举张久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接下了这副担子。

当务之急是尽快掌握医卫知识和技能，半医半农
的他白天和乡亲一块下地劳动，晚上刻苦钻研古今医
学书籍，从不放过卫生部门举办的各类技能培训。

山里人防病意识淡薄，医疗保健常识更是盲区，
不少人轻防重治。如何提高村民的防病意识，做到防
治并举防重于治让张久良煞费苦心。他主动争取村
领导的支持，加大防疫工作的宣传力度，还时常上门
宣传、拦路宣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身边的事例唤
起人们对防疫的关注和重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山区疟疾病流行。为控制和预
防疟疾，他把抗疟药送到病人手中，看着病人服下才走。
交不起注射费的困难户，张久良自己掏钱垫付。九十年
代，每年进行逐门逐户的结核病普查排查，他在每个农户
的大门外都做上记号，有无结核病例一目了然。张久良
抓防疫工作常年不懈，村民身体素质大大提高，在他的努
力下，各种疾病传染病逐渐减少，有的已多年绝迹。直到
现在他仍然坚持义务普及防病治病知识，到社区讲课，为
村民建健康档案，给老人上门体检。

乡村医生的最大特点就是随叫随到上门服务，不
管是寒冬酷暑，白天夜晚，有时刚端上饭碗就被病人
叫去。张久良有时一晚能出诊数次，就是大年初一，
也是有求必应。

2011年冬天的夜晚，天上飘着大雪，村民杜伟华
突然肚子疼，看看表都快11点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给张医生打了电话，功夫不大，一个“大雪人”推门而

入，脚上的鞋子全湿透了，经认真检查确诊是脾破裂，
不及时手术会有生命危险。立即帮家属把病人送到
了区医院，家属要给他出诊费，张久良拒绝了。

乡村医生收入微薄，2008年他被河南台村聘为社
区医生，工资也只有几百元。可几十年来他从没收过
村民的出诊费和挂号费。推拿、针灸、拔罐治好了无
数病人，没有收过一分钱。进药也全都是经国家质监
部门检验的合格药品，严格执行统一售价，从不卖高
价药、伪劣药。他说医德是医者的底线，治病救人的
人不能坑人害人，一生行医的他从没出过药品安全事
故,也赢得了百姓的信赖和尊重。

张久良一生勤奋好学，简陋的家里到处是医书，河
边钓鱼都拿上书，边看边记。他还坚持回访病人积累
经验，常年的学习积累使他的业务水平不断提升，加上
耐心热情的服务，周边群众有病都愿找他诊治。根据
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只要他能治绝不往外推，遇到重
大疾病而病人自己不重视，他还要说服病人及时上大
医院治疗，他的认真负责精神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为加强理论知识，五十多岁的他考取了北京市卫
生学校的中专，200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2011年北
京市乡村医生十项技能大考核，六十多岁的张久良在
几百名参赛者中荣获第一名。

张久良每天坚持步行10公里，清淡素食为主，他
说锻炼好身体才能为乡亲们服务。家人早就劝他：

“年纪大了，整天东跑西颠劳神费心，别干了。”张久良
却说：“乡亲们信任我才来找我，不干我这一辈子所学
不是白费了吗？能动就得干，每次解除了病人的痛
苦，心里不光有一种成就感，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能为大家做点事儿，我感到生活很充实！”

每天，在雁翅和河南台的大街小巷，人们常会看
到一个精神矍铄身板硬朗的老人，不知疲倦地为村民
的健康奔走忙碌着。“但愿人间无疾病，哪怕架上药生
尘”是乡村医生张久良一生的追求。

故事线索：雁翅镇
故事采写：吕秀玉

左手京西灵山
右手新疆和田

人有两只手，用来劳动和生活，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也创造着各种各样的奇迹。援疆干部高同雨的两只手，
出自门头沟，却玩转了和田玉，能点石成金，也可能让沙
漠变成绿洲。千里迢迢，天山脚下，他就是一个传奇。

高同雨1977年生人，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
师，现任门头沟区科技开发实验基地、区国家生态修
复科技综合示范基地主任、区青联委员。先后被授
予北京市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第7批省市优秀援疆干
部人才等多项荣誉称号。

身为人父不久的高同雨远离妻儿老小，踏上援
疆之路。虽然他是最后一个报的名，但首先被点兵
上榜，在70个志愿者中，他的技术专业对口，农学硕
士，专攻核桃。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也！

核桃当地没种过，但和田玉闻名天下，民间素有
玩玉的传统，对文玩核桃自然也能接受。有位老汉
看到高同雨带来的一对“狮子头”，抄起板砖就要砸
开了吃，可听说那是把玩之物，很快就爱不释手，学
着玩起来。这让高同雨信心倍增，开局申请80亩沙
地，计划建两个核桃实验园区，除了引进文玩核桃，
还种植食用薄皮核桃，包括门头沟的山货和来自全
国各地的65个优良品种。

他落脚的洛浦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穷到花2000
元都要报请县委财经领导小组批准。资金迟迟不到
位尽在意料之中，可农时不等人，过了节气，这一年
就白搭了。高同雨忽悠出一位民营企业家，先期垫
付了80万元。实验园位于沙漠边缘，租的是村里的
地。双方以14万元一年的价格成交，皆大欢喜。此
后历时3载，文玩核桃头一年挂果5个，第二年30多
个，第三年1000多个。食用核桃收成也不错，作为
玛仁糖也就是新疆切糕的主要原材料，面向国内外
两个市场，前景可观。

内地阴天，那是要下雨。但在新疆和田，天阴下
来却是要下土。俗话说：和田一天一斤土，白天不够晚

上补。头回去北京援和前线指挥部开会，高同雨发现
前后左右几乎全是秃子，还以为坐进了少林寺。后来
才知道，天上掉土，洗头太麻烦。水也是问题，碱性大
伤头发，所以人人剃光头。还有个怪现象也让他揪心。
这里家家养羊，也好吃羊肉，但羊却没的可吃，饲料供应
不足，市场上的羊都是从青海贩运过来的。他在门头
沟研究过美国四翅滨藜，这种植物耐旱、抗盐碱，防风
固沙、能改造盐碱地，也能改良牧场，植物本身提取药
物成份后，剩下的残渣就是优良饲草，对和田地区的
生态环境治理极具针对性。

说干就干，高同雨花1600元从宁夏买回种子先
行试种，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所有指标都正常，唯
独羊不爱吃。他亲口尝了尝，味道又苦又涩。这回
是县农业局书记冲他发了火：“羊不吃，谁吃呀？一
盆水一盆水的浇，却浇灌出一堆废物，瞎了工夫，也
可惜了这块地啊！”高同雨无话可说，但他相信科学，
美国人选育25年，在印度引种效果很好，到了咱家怎
么就不行呢？后来，宁夏大学教授徐秀梅告诉他，问
题出在盐碱地上，但这也正是四翅滨藜“生物脱盐
器”的功效使然，改良土壤的同时，其植物特性也在
改变，先苦后甜，再过两三年就会成为最好的牧草。
尽管那将是高同雨结束任务打道回府以后的事了，
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写出了专题调研报告。县委常委
会据此决定拨款20万，北京援和指挥部配套20万，
将四翅滨藜种植范围扩大到200亩。一年后初见成
效，再次获批援疆项目资金700万元，推广至墨玉、和
田、洛浦3个县域，种植面积达2000亩。“有了四翅滨
藜，羊不愁吃，长势就好，羊肉烧烤串，羊毛织地毯，
老百姓的日子也就有盼头了。”高同雨笑着说。

援疆3年，他引进植物新品种106个，给和田洛
浦培育出一片片希望的绿野。2014年，高同雨载誉
归来时，儿子已经快5岁了，他带回一份特殊生日礼
物，适合门头沟区域环境的18个植物新品种分别被
引种在灵山脚下和妙峰山上。其中有一款名叫雪
菊，采昆仑之灵气，集天地之精华，耐酷寒之磨砺，经
冰雪之纯化，富含微量元素，海拔越高，气温越低，药
性越强。沸水冲泡后红润剔透，故又称之为“昆仑血
菊”。灵山是北京最高峰，四季如冬，常年积雪，经过
精心培育，很快便引种成功。“灵山雪菊”除微量元素
含量略低于野生雪菊，其它各项指标均达到药用标
准。信息敏感的商家追着当地农户洽谈合作意向，
部分产品已先期包装上市。

高同雨马不停蹄，仅一年时间就把门头沟里里
外外跑了个遍。查清了废旧厂矿土地资源底数和煤
改电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还参与制订了灵山生
态修复规划，并促其成为全区重点关注的调研课
题。人接地气，水借山高，任重而道远，只有走的踏
实，才能活得精彩。他说这是西出玉门游历边关取
到的真经，乃此生一大收获。如今，面对西部生态涵
养区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新的挑战。

高同雨与众不同，他左手京西灵山，右手新疆和
田，牵动了看似遥不可及的两个地理坐标，延续着先
人留给我们的那条丝绸之路。

故事线索：区总工会
故事采写：武 约、张国庆

今年52岁的胡凤才，是1997年当选的妙峰山
镇水峪嘴村的党支部书记。提起他在村里二次创
业的故事，当村知根知底的老乡亲，无不竖起拇指
称赞：“老胡，真行！”

胡凤才怎么个行法呢？事情还得从他在村里第
一次创业说起。老胡最初是位个体经营者，卡车运输
跑遍了大江南北。当时不能说他日进斗金，可每年至
少能收入个十四五万，自家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995年，是水峪嘴村集体经济滑坡最严重的一
年，村里连电费也交不起，群众怨声载道。在这种
形势下，老胡不搞运输了，他放弃了自家的好日子，
挑起了集体的穷日子。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胡凤才当上了水峪嘴村经济联合社的主任。

当干部就要为群众干实事。胡凤才一上任，马
上开始了水峪嘴村的第一次创业——恢复采石
场。当时，村里欠了一屁股债，财务账上一分钱没
有。老胡动员了一个叫傅宏春的村民，两个人凑了
24000元，为采石场添置了开工用的必要设备和工
具。采石场运转
到 2006 年，实现
了自产、自销、自
运，年产值 1000
多万元，年纯利润
将近百万。采石
场的建设发展，不
但解决了70多人
就业，还清了村集
体早年的欠债，而
且还使水峪嘴村
的固定资产增加
了3000多万元。

到 了 2007
年，为了还北京一
片碧水蓝天，确保
2008年第29届夏
季奥运会在北京
胜利召开，胡凤才毅然关闭了采石场，开始了水峪
嘴村的第二次创业。结合市、区有关政策和本村的
实际情况，他提出了水峪嘴村的四大发展目标：一、
发展旅游业兴村；二、开发新产业富村；三、实行民
主管理治村；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强村。

不久，创立京西古道风景区的建设，在水峪嘴
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开始，多数村民都不了
解古道的历史，包括它涵盖的历史文化、地理文化、
建筑文化、信仰文化、民俗文化及旅游休闲健身文
化。针对这种情况，胡凤才邀请区政协，区民俗协
会的有关专家来村授课。古道开发缺乏资金，水峪
嘴村便采用了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争取政府
政策扶植，一方面利用集资入股的形式，筹措资金
700万元，投入了古道建设。

开弓没有回头箭。古道建设一上马，胡凤才就
成了跑前跑后的大忙人。工地上，他既是指挥员，

又是战斗员；既付出了汗水，又付出
了鲜血。让村民不能忘记的是这样
一件事情：

那年5月，有一天在古道茶棚地
段，施工人员往山上运输水泥构件。
由于道路陡，坡度大，卡车拉不动。
胡凤才便开来一辆铲车，挂上钢丝
绳，牵引载货卡车前进。古道坎坷曲
折，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水
泥构件成功地运上了山。可是，空车
下山时，铲车发生了故障，拐弯儿的
时候刹车突然失灵。老胡一惊，额头
立刻涌出了冷汗。也就是分秒之间，
轰地一声巨响，侧翻的铲车，掉下了
七八米深的山沟。

“胡书记！胡书记！”一个个干活
的村民呼喊着跑下山，救起胡凤才，
立刻送往医院。这次事故，老胡摔得

不轻，除了右腿肌肉损伤外，头部还缝了8针。可他
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伤口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出
院了。因为心里时刻挂念着热火朝天的工地，因为
他不愿丢下工地上挥汗如雨地奋战着的乡亲们。

有付出，就有收获。如今，京西古道风景区已
经面貌一新。老胡他们为景区建了山门、茶棚、修
复了牛角岭关城、老爷庙、铁匠铺；结合历史，在11
处景点搞了栩栩如生的雕塑，创建了古道博物馆、
修筑了4公里的环山路、建设了4000多平方米的文
化墙等。由于水峪嘴村开发了古道文化，旅游收入
逐年递增，2014年，已经达到176万元。如今的水
峪嘴村，三季有花，四季有景。街道整洁，人心欢
畅。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富足，绝大多数村民都
住上了二层小楼。2015年5月，胡凤才光荣地当选
为全国劳动模范。

故事线索：区总工会
故事采写：张 孚

山
村
老
支
书

创
业
急
先
锋

只
要
人
活
着
就
好

一辈子 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