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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作平、董小红、刘坤

一句问候、一张笑脸、一本记账簿，一个
微信群，一条电话线，一套扶贫方案，一条增
收路子，这些是她在扶贫中的标志。

而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45岁，定格
在了扶贫路上。

参加工作 28 年来，余芬始终立足岗位扶
贫，怀着对党无限的忠诚，视贫困群众为自己
的亲人，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虽然离开了，但她的故事还在群众中流
传。

“扶贫英雄余芬一路走好！”

赤水河畔再现鱼水深情

去年 12 月 20日，四川泸州古蔺县广电
局共产党员余芬在扶贫日记中写道：“周光
文、胡克勋新房建成，原有电视机都有故障，
需准备两台送去。”

12 月 24日，余芬拆下自家电视机，又上
街买了一台新电视机。临近下午五点，等在县
中医院的丈夫陈开政忙完手术，他们马上驱
车前往走马村送电视机。

走马村监委会主任周林在电话中说：“天
快黑了，路途又远，最好明天再来。”余芬坚持
要去，说第二天就是周光文的母亲吴仁芬老
人 73岁的生日，她想让老人在生日当天能看
上电视。

余芬开车送到走马村村口时，天色已晚。
她把电视机抬下车送给吴仁芬，正想上车离
开，给几公里外的另一户送电视机。回头正好
看见，白发苍苍的吴仁芬背着电视机，走路颤
颤巍巍。“天黑了，前面还有一公里陡坡，万一
摔倒了怎么办？”余芬不放心，执意要开车把
大娘送回家。

在陡坡上一个急转弯处，由于路基垮塌，
汽车不慎掉下悬崖。余芬因伤势过重，经抢救
无效牺牲，享年 45岁；丈夫陈开政全身 15 处
骨折，经抢救脱险；吴仁芬受轻伤。

走马村党支部书记罗应强含泪告诉记
者：“吴仁芬第二天就满 74岁，她想让老人过
一个快乐的生日。关心群众疾苦的本色，决定

了余芬必须要做到最好。”
余芬牺牲的消息传出不到半小时，几百

人前往殡仪馆吊唁。不到一小时，网上的跟帖
达到 15000 条。一天之内，表示哀悼的网友发
出信息 21万多条！

来自余芬老家农村一名 70 多岁孤寡老
人，自己问路来到殡仪馆，为余芬守灵三天三
夜，嘴里一直念叨着一句话：“她是个好人！”

古蔺县的幼儿教师、入党积极分子高雁
写道：“余芬牺牲在扶贫路上，深深触动了我
的心灵。我在认真思考新时代下信仰重塑的
意义，我已经感受到党的温暖和正气了。”

“扶贫英雄余芬一路走好！”“您不认识
我，我却记住了您。”12 月 28日，古蔺县城数
千名干部群众挥泪送别，有的群众在街头举
起这样的黑白横幅。上年纪的老人说，这是古
蔺县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最感人的送别场
面。

她把贫困户当亲戚，心细如

发，关怀备至

余芬的扶贫故事很多，但她的方法却很
独特。

“贫困户就像家里的亲戚一样，长时间不
走动就生疏了。”在同事彭玲心中，余芬这句
话道出了真谛：视贫困户为亲戚，为群众服务
全心全意。

余芬到贫困户周国良家走访，端来的板
凳上沾满灰尘。余芬没有丝毫犹豫，拉过凳子
就坐，端起水碗就喝。“为啥不擦干净再坐？”
“不要讲究那么多，重要的是不让我们与群众
的感情生疏了。”余芬常对村干部周林说。

周国良的儿子周应华常年在广东打工，
村干部劝周应华回去利用扶贫政策把房子修
了，打电话不下 20 次都没成功。余芬一出马，
不仅做通了思想，还帮他建好了新房。

“特别是她还能把群众的每一件琐碎小
事都记清楚，都当成天大的事办好，这是我们
所不及的。”走马村村主任李正刚告诉记者。

贫困户周应海的老婆赵绪端因嫌家穷，
抛夫弃子离家出走 5 年。余芬知道后，便到处
托人打听赵绪端的下落，联系上后又天天打
电话、发微信做思想工作，用孩子的亲情、做
人的责任感化她。经过一个多月软磨硬泡，硬
是把她从广东惠州劝了回来，让这个家庭破
镜重圆。

在贫困户周国民家攀谈中，心细如发的
余芬发现他家中不只有五口人，还有一个儿
媳徐芳艳，而且已经有了身孕，却什么手续都
没有办。在周国民的儿子周树文满 22岁的第
二天，余芬就亲自带他们去民政局办理了结
婚登记。大家都诧异她是怎么记住这个日子
的，她说：“我不放心，这对小夫妻很多东西都
不懂，更不能让他们非婚生育，走上违法道
路。”此后还带他们办了户口、准生证，还督促
他家儿媳妇定期进行产检。

“她把对工作的负责和细心，发挥到了极
致。”县广电局机关党委书记蒋维克告诉记者。

第一次走访贫困户袁图先时，见他 36岁
的光棍儿子王新应把衣服拴在腰间，赤裸上
身游荡。余芬拉过王新应，叫“兄弟，我们合个
影。”随后又给他穿好衣服，扣好扣子，再用手
机合一张影。然后问他：“兄弟，哪张好看？”
“哥，拿出精神来，我帮你联系活儿干，再帮你
说个媳妇。”以此激发王新应立志脱贫。

初次造访吴仁芬一家，风烛残年的老人、
智障的儿子、艰苦的生活条件，让余芬格外上
心。再次来她家时，余芬带来一个作业本和圆
珠笔，手把手地教吴仁芬识字。没过多久，古
稀老人和她的儿子周光文，都首次学会了写
自己的名字。

20 多年来，她帮助过很多困难群众，其
中直接帮扶的 26户贫困家庭已经实现脱贫。

古蔺县太平镇副书记冷剑锋告诉记者：
“余芬的工作方法很独特，一句问候、一张笑
脸、一本日记本，一个微信群，一条电话线，一
套扶贫方案，一条增收路子……这非常值得
我们帮扶干部学习。”

她是红军精神的传人，崇拜先

烈、家风良好，是新时代的好党员

“二姐从小就崇拜革命先烈，热爱红军，
从小在她身上就有红色气质。”余芬的妹妹余
小梅说，每年清明节，余芬不是带着家人回老
家祭拜地下党革命烈士纪念碑，就是前往太
平镇瞻仰红军四渡赤水纪念碑。

余芬曾在作文里写道：“尊敬的烈士们，
你们是我们家乡的骄傲！你们为我们的幸福
生活牺牲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每年清
明，我都会来看你们！”

这么多年，余芬的确做到了！
泸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斌告诉记

者：“几十年自发组织家人学先烈、学红军，跟
党走，令人动容。这是她用心服务群众，严肃
良好家风，自觉守护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根
源。”

余芬从小就懂得感恩和回报。中师毕业
在丹桂镇岩湾小学教书时，她就从每月 68 元
的工资中拿出大部分，来垫付贫困生学费、生
活费，先后帮助本已打算辍学的 15 个穷孩子
继续上学，其中 11人考上大学。

在丹桂镇文化站工作时，她先后联系过
普安、正丰、彭云、白良 4 个贫困村。在县文旅
局工作期间，余芬帮扶过龙爪、锅厂和走马等
贫困村。早在 2006 年，她的扶贫事迹就已写
入了单位扶贫工作总结。

余芬不仅长期心系扶贫大业，还动员家
人扶贫。

“我是医生，余芬每次下乡，都叫我一起
去，就是为了义务给村里人看病。每次去，一
叠处方一会儿就开完了，老百姓需求量很
大。”陈开政告诉记者。

陈开政是古蔺县中医院骨科主任，是县
里“骨科一把刀”。几年下来，陈开政已义诊贫
困户 583人次，减免医疗费 25万多元。

余芬的良好家风也在古蔺县传为美谈。
几年前儿子陈喆考入北大时，县城流行

办升学宴，但余芬却坚持不办。她曾解释说：
“我和丈夫都是共产党员，要带头响应党的号
召，移风易俗，包括自己亲人我们都不宴请，
请理解支持！”

为了贫困户能过上好日子，她自己宁愿
过苦日子。说起余芬的生活节俭，余小梅泣不
成声：“家人为她收拾遗物时看到，床上铺的
棉絮是用旧衣服打碎做成的，床单是她一个
亲戚多年前给的，沙发上的抱枕是用旧羽绒
服做的……”

“余芬早就和我约定，必须廉洁从医，她
说她是党员，要监督我。”陈开政说，拒收红
包，早就成了两口子默契的约定，哪怕是家庭
最困难的时期。

生前，余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离开后，
泸州市委追授她为“泸州市优秀共产党员”，
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向她学习。

立足岗位扶贫的她，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
追忆四川泸州优秀共产党员余芬

倒在操场上的师者，遗言是“孩子们加油”

“家人为她收拾遗物时

看到，床上铺的棉絮是用旧衣

服打碎做成的，床单是她一个

亲戚多年前给的，沙发上的抱

枕是用旧羽绒服做的……”

“几十年自发组织家人学

先烈、学红军，跟党走，令人动

容。这是她用心服务群众，严

肃良好家风，自觉守护共产党

人精神家园的根源”

西北，巴丹吉林沙漠深处。
今秋的胡杨一如往昔，簇簇金

黄点缀于碧空大漠间。未能如同过
去的 31 年一样在营区欣赏美景，杨
选春的骨灰撒在了大漠之上，与胡
杨一同守望着驻守在这里的战友。

9 月 3 日，与癌症抗争了 18
年的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某部原
高级工程师杨选春，走完了 55 岁
的人生旅程。

2000年 6月，奉命参加空军某新
型战法研练任务的杨选春，因长期超
负荷工作导致身体不适，晕倒在工作
岗位上。

“老杨被诊断出罹患胰腺胰岛
瘤。”妻子郑华蓉忆及当时，始终无
法相信这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与杨选春大学同班、毕业入伍
在同一个研究所的冷青峰说：“医生
告诉我们，这种癌症发病率低、治
愈难，一旦患上基本就等于被判了
‘死刑’。”

两次大型手术，腹部创伤长达
近 30 厘米、缝合逾 30 针……长期
化疗使杨选春的皮肤起泡溃烂，头
发几乎掉光，体重降到 38公斤，甚
至一度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

“杨选春与病魔抗争的精神，不
仅感动了官兵，也打动了医护人
员。”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某部政委
胡斌说。在得到杨选春本人和家属、
部队领导同意后，医院为他使用了
一种新药，并在北京进行了手术。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杨选春病
情奇迹般出现转机，恢复饮食并能
下床走动，身体也逐渐好了起来。

“第二次生命来之不易，我不能
让时光虚度。”杨选春说服家人和领
导，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科研一线。

2002 年 7 月，某型地空导弹
射击超低空目标再次失利。如果不能尽快攻克难关，这型导
弹不能定型，极有可能导致武器研制“夭折”，国家前期投入的
大量研制经费、科研人员 10 余年的心血都将付之东流。

临危受命的杨选春，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奔波在厂房、
阵地、办公室之间，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分析计算，进行实
验室半实物仿真和全数字仿真计算。

无数辛劳终得回报。杨选春关于某型地空导弹射击超低
空目标失利的分析，被厂方设计部门采纳，解决了长期存在
的镜像干扰问题。

2003 年 12 月 6日，这型导弹成功击落靶机，顺利完成定
型试验，成为我国防空武器主战装备之一。杨选春荣立一等功。

“靶机试验的成功，不仅大大缩短了武器系统研制周期，
更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胡斌说，作为癌症患者，杨选
春用钢铁般的意志攻克了“导弹癌症”。

两本导弹技术专著静静地躺在邓丹办公桌上，每每看到封
面作者名字外那个黑框，这位空军女上校无法抑制泪水。

“这是杨高工一生的心血。”与专著作者杨选春共事 20 余
年的邓丹说，亦师亦友的杨高工与癌症抗争了 18 年，却没能
在生前见到饱含自己心血的结晶。

2018 年 6 月，由于治疗癌症时胃部大面积切除留下后
遗症，加之长期高强度工作，杨选春的病情再次恶化。

临终，妻女与官兵陪伴在旁，杨选春用尽最后的气力，留
下了遗嘱——— 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遗体火化；第三，骨灰
撒在戈壁滩；第四，捐献眼角膜。

在杨选春的办公桌上，有一张戈壁胡杨林的照片。
“爸爸希望自己能像胡杨一般，顽强不屈，坚韧不拔。”在

官兵的陪伴下，女儿杨音灿将父亲的骨灰撒向大漠戈壁———
“与胡杨一起，默默地、忠诚地守护着这片他倾注一生所有

的土地，至死不悔”。
(张玉清、于晓泉、李燕京)新华社兰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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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杨知润、梁文雅、缪异星

他个头不高，身材微胖，走起路来风风火
火；他有激情、有活力，像一台激情澎湃的“发
动机”；他仁爱、敬业，是孩子们心中的一轮
“太阳”……提起生命定格在 39岁的教师闫
斌，身边人这样回忆他。

兢兢业业 16 载

2018 年 10 月 15日，5点 45 分，深秋的
黎明已带着寒意。

河北邯郸武安一中高三 6 班班长胡悦来
到操场时，班主任闫斌已在等候学生们到来。
“稍息、立正、跑步走。”闫斌喊着嘹亮的口号，
带着学生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6点 5 分，早操结束，闫斌却突然晕倒在
操场上了。

7点 53 分，因心梗抢救无效，闫斌永远
地离开了他深爱的学生们。

他生前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孩子们，加
油！”

从教 16 年，他几乎每天 5：50 准时站在
操场上，带学生跑操；备课、批改作业、检查宿
舍，……一天工作完成，往往已是晚上 11点
多。

“给学生一桶水，自己心中必须有一片
海！”这是闫斌对自己的要求。

参加工作以来，闫斌一直担任语文老
师。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他作为武安一中
语文学科领头人和备课组组长，创新不断，
荣誉不断。仅 2018 年，他就获得了武安市
“年度普通中高考语文学科一等奖”，并被评
为“优秀老师”“优秀备课组长”。他还勤于理
论探索，结合工作实际撰写了《优秀班级的
管理》《优秀班主任的德育观》《论培养学生
的精气神》等业务文章，积极摸索实践，把所
带班级建成了促进全校教学改革创新的“试
验田”。

严管厚爱皆成回忆

在班里，闫斌记得每一位学生的生日。
他从学校食堂买回的一根火腿肠、两个

鸡蛋，再配上一首由他领唱的生日歌，成为很
多学生难忘的记忆。

在家里，他和妻子聊得最多的是学生；给
女儿讲故事，讲得最多的也是学生。在手机相
册里，他拍得最多的还是学生。

学校办公楼的 11 号办公桌上，放着厚厚
的 65 封信件，那是今年国庆放假前夕，闫斌
给全班 65 位同学“布置的任务”，让他们说说
自己的困惑，倾诉一下自己的烦恼。他说，要
看完每一封信，用自己的人生经验给每一位

同学回信。
闫斌崇尚“亮剑精神”，他生前所带的高

三 6 班被他命名为“独立六团”，班内设 11 个
组分别为“尖刀连”“战狼连”“猛虎连”等，以
激发学生的精气神，在团结中比拼、在比拼中
互助、在互助中提高。

在拓展训练中，他与同学们面对面一起
吼《少年中国说》《满江红》。在学校一侧的孔
子雕像前，他为同学们讲“恕道”、讲忠孝、讲
为人处世……

“你是什么，祖国就是什么，你站立的地
方就是祖国！”“把自身的命运融入国运，好好
学习，就是最大的爱国。”

点点教诲，已成为学子们铭记在心、不懈
前行的动力。

一颗忠心、一颗爱心、一股精神

“16 载相识相知，15 载同舟共济，整 9
载舐犊情深，17 天阴阳两隔！怕你黄泉路上
走得崎岖，怕见双亲满头白发，怕女儿问
我……”闫斌的妻子田素维这样写道。

田素维回忆，闫斌很孝顺。奶奶行动不
便，闫斌一有空就将老人背到车上，带老人到
公园、景点去散心；退了休的母亲一向节俭，
经常捡丢弃的饮料瓶换点零钱，闫斌平时看
到路边有丢弃的瓶子，总会捡起来，攒多了给
母亲送去。

10 月 14日中午，闫斌亲手为女儿做了
最爱吃的炖排骨，谁知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向
妻女表达自己的爱意。

10 月 14日晚上，闫斌怕第二天早起影
响妻子与女儿，便在旁边的书房睡下。

10 月 15日早上 5点，书房的门轻轻地
开了，田素维知道丈夫起床了。

同样身为教师的田素维已经习惯了闫斌
多年来急匆匆的背影。“早上他总走得急，每
次都不往鞋架上放在家穿的拖鞋，我总是唠
叨他，替他放上去。可这次我放上去，他却再
也没有穿起来……”她泪如泉涌。

“他爱这个家，但牵挂更多的是他的学
生。”田素维说，“闫斌脾气很倔，但到了孩子
面前就没脾气了，因为他太热爱教育事业
了。”

家里的书柜里，还摆着数本崭新的《现代
汉语词典》，那是闫斌刚买的准备奖励给班内
同学的奖品，还没来得及发放。

武安一中校长李建平这样评价闫斌：“他
有一颗忠心，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无限热爱
自己所从事的教书育人工作；有一颗爱心，对
学生真诚地爱，无私地爱，严中有爱；有一股
精神，永远对工作充满热情，散发出阳刚之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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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一中教师闫斌生前与学生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余芬（右一）在走马村与村民合影。受访者供图

(上接 1 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 . 5%，居全省第一。

及时纠偏重振产业雄风

在聚焦实业的路上，无锡一度跑偏。作为东部地区，无锡
较早遇到传统增长动力减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区域发展不
够协调等问题，2014 年之前 GDP 增速连年下滑，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连续 6 年在省内垫底。

多位企业家提到，无锡产业一度出现“脱实向虚”的苗头，
直到 2015 年 8 月喊出“产业强市”的口号，才逐步回到正
轨——— 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
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发展体系。

增活力、降成本、优环境是无锡的“组合拳”。“十三五”期
间安排不低于 200 亿元的现代产业发展资金，支持龙头骨干
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和小微企业，截至目前已兑现 131 亿元。
此外，出台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 32 条政策举措，每年降
低成本逾 200 亿元。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金吕感慨道，大家感
到“做实业不吃亏”，自然能调整心态，继续专注科技创新。透
平叶片用了 40 年时间，研制核电叶片、燃气轮机与航空发动
机叶片等高端动力部件，大叶片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60%。

华云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入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
业”和“中国大数据企业 50 强”。相关负责人说，无锡建成国家
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省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一批重大
创新载体，让科技型企业可以安心在此发展。

厚待人才形成不竭动力

无锡主要负责人认为，无锡土地资源接近极限、环境容量
逼近红线、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单靠大投入、大引进、大模仿的
增长路径难以为继，必须依靠科技人才，瞄准“专、精、尖”，加
快发展特色新兴产业。

出于这样的发展理念，无锡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人才方
面的一系列举措：实施“太湖人才计划”、建立重点新兴产业发
展基金、设立科技创新重大专项、打造科技园区平台、完善孵
化成长平台……

据无锡市科技局局长孙海东介绍，无锡拥有人才总量达
160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突破 11万人，包括 245 个“千人计
划”专家。去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 . 83%，其中 90% 来自企业。

2017 年无锡被评为全国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
显市，对此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周海江评价说，作为
老牌工业城市，无锡一直以实业为本，在创新方面孜孜以求，
这样的氛围勉励企业家在商业模式、技术产品等方面不断创
新。

相关人士提出，经过多年努力，无锡已初步走出一条以智
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为核心的产业强市道路。一座以
实体经济起家的城市，终将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新华社南京 11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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