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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4 月 1 日电(记者刘怀丕)77
岁高龄还每年有一半时间出差讲学交流、为发
扬光大中医药事业奔走呼吁，节假日不休带弟
子出版学术专著 60 多部……河南省邓州市中
医院院长唐祖宣在基层行医 60 年，多年坚持下
乡义诊，致力于发扬光大中医药。

“想发财，别学医”

说起唐祖宣，很多人都提起他说的一句话：
“想发财，别学医。”有病人辗转几十里过来看
病，即使有再重要的事，唐祖宣都会二话不说先
看病。“来找的都是病人，得给看，这是医生的本
分。”

有病人告诉记者一件往事：邓州市一位患
者牛得居 20 多年前患上脱疽，到医院治疗被告
知需要截肢，因为缺钱只好回家硬扛。唐祖宣下
乡义诊时，看到牛得居的一条腿已烂得露着骨
头，立即安排他住院。得知老牛家贫，不但不收
费，还号召为他捐款。

唐祖宣对周围血管疾病的研究造诣颇深，
曾研制新药，几年前还被评为“国医大师”。无论
多忙，这些年，他一直坚持出诊，给老百姓看病。
名医专家挂号费一般很贵，唐祖宣多年来却从
不收挂号费。

这些年，唐祖宣坚持下乡进村义诊。他
说，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的老中医，平时接触
的农民多，要服务好百姓，让中医药更加深入
人心。

“有教无类”

在唐祖宣的弟子中，有 500 多名有一技之
长的民间中医，更有 130 多名博士生导师、主
任医师、医院院长，还有来自美国、瑞典、加拿
大等国家的中医专程前来拜师。

67 岁的宁夏银川中医刘道源，出生于中医
世家，自小喜爱中医典籍。他拜唐祖宣为师后，
经常收到老师寄来的书籍。刘道源对中医古方
多有心得，但因为学历不高，虽有写书念头，一
直却不敢下笔。

“老师经常打电话教我应该在哪方面多学
习，得知我有写书的念头，他就用自己自学出
书的经历鼓励我。”刘道源说。在老师的指导
下，他终于鼓起勇气，写出了一部 100 多万字
的书。

“我收徒弟遵照孔夫子有教无类的原则，不
设教条门槛。”唐祖宣说。

来自西非国家马里的中医学博士迪亚拉
在 2015 年拜唐祖宣为师。他说，跟着唐老师
不仅要学精湛的医术，更要跟着学习高尚的
医德，尤其是唐老师多年来不收挂号费的举
动令人钦佩，理解了学医先学德的道理。

唐祖宣鼓励弟子们把经验教训写出来传于
后世。从 20世纪 80 年代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

《脱疽》以来，唐祖宣带领弟子已出版学术专著
64 部，共计 4200 多万字。

“病房也是民情现场”

从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唐祖宣先后担任

邓州市、南阳市、河南省人大代表，还曾当选
多届全国人大代表，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当代表 30 多年，医院就是我的会客
厅，办公室就是我的接待室，病房就是我了
解民情的现场。”唐祖宣说。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唐祖宣积极

关注中医、中药分家管理和中医药立法进程
等问题，为此建言献策。

“中医药法及各项配套政策正式实施
了，今天，中医药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唐
祖宣说。

有人为他赋诗：国医大师起寒门，仲景

故里育斯人；奋起辉映杏林暖，进取博得满
园春；六十年医潜乡里，五届人大跃国门；仁
术良方济当世，灿烂巨著启后人。

“我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是当中医大
夫，二是做人大代表，都是在为发扬光大中
医药事业努力。”唐祖宣说。

医潜乡里 60 年，仁术良方济当世
“国医大师”唐祖宣：多年坚持下乡义诊，致力于发扬光大中医药

新华社乌鲁木齐 4 月 1 日电(记者关俏俏、
赵戈)3 月底，我国南方草长莺飞，西北边陲的
荒漠戈壁才刚刚褪去冰雪。直到这个时节，守
护在玛依塔斯的巴图散才放心离开。

玛依塔斯位于我国西北边境的新疆塔城
地区额敏县。这里是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暴风
雪灾害区，每年 8 级以上大风天气多达 180
天，最大风速达每秒 40 米，狂风裹挟暴雪，常
常埋堵此地的公路。

算上刚刚过去的冬季，现年 41 岁的巴图
散在这里守护了 10 年。每年入冬后，陷入风雪
的车辆和旅人，靠着巴图散和伙伴开路，才能
安全走出险境。

巴图散是位蒙古族汉子，他所在的玛依塔
斯应急保障基地，有一支多个民族组成的公路
养护班。因为长年清雪护路，救援落难行人，被
人称为“清道夫”。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加上天气恶劣，冬天
的玛依塔斯很少有车辆和行人。直至 2002 年，
连接克拉玛依市和塔城市的省道 201 开通后，
往返车辆多了，为保证通行安全，玛依塔斯防
风雪抢险基地救援队被组建起来。

每年 11 月初到来年 3 月底，由 26 人组成
的班组承担着省道 201 线、318 线等 103 公里
风雪路段的抢险保通任务。

“这一段俗称‘骆驼脖子’，受山谷狭管地形
的影响，风雪顺着廊道形成‘风吹雪’，严重时能
见度几乎为零。”自幼居住在附近，54 岁的海依
拉提·白毛拉的风雪记忆很深刻。

三年前，海依拉提·白毛拉退休了，他见证
了玛依塔斯的三代变迁，也经历了三代人艰辛

护路的岁月。

海依拉提·白毛拉说：“刚工作时，在西
边山脚下有条老公路。后来和新疆其他地
方一样，公路越建越好，有了省道，又有了
高速公路。”

但风雪没有消失。遇上恶劣天气，雪花还
未落到地面就被狂风卷起抛向天空，形成强
劲的风雪流。不到半天时间，垭口处路段的积
雪厚度就能达到 1 . 2 米左右，能见度极低。
“风雪中不到 5 分钟就被寒风吹透了，过去每

年冬季都会发生人畜冻死、冻伤的事故。”巴图
散说。

风力达到 8级的时候，独行艰难，甚至需要
趴在地上才不会被吹跑，只能三五个人拖拽着
前行。

在一次救援中，巴图散和队员们拉着被困
群众将 32 公里的路程走了 7 个小时。

“风速快到令人窒息，必须憋着气走一段再
背过身去换气，深吸一口再转身继续前行。”巴
图散说，“晕雪”更是时常发生，在风雪中待久
了，会产生恶心的感觉。

“你能想象这辆车被塞进 50 个人是什么景
象吗？”巴图散说，救援队特殊配备的一辆 86式
步兵战车曾在风雪中往返 3 次，救下 150 人。
“在生死关头，战车就像‘诺亚方舟’，里面挤得满
满的，每个位置都意味着生的希望。”

15 年间，随着磁传感器和 GPS 导航仪等
新装备的应用，“80 后”“90 后”的李长青、尹艳
涛、玛尔达尼·多力洪等人也加入了救援队。三
代人的队伍由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 5 个民
族组成。

长年驻守在风口，出没于暴风雪中，队员
们除了一身亮眼又厚重的橘红色制服，还有几
乎一致的外貌：粗糙甚至皴裂的双手；不规则
作息熬出的鼓鼓囊囊的眼袋；风雪和紫外线作
用下的紫红脸庞。

“这个工作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风雪就是
命令，随叫随到。”这样的说法背后，是一组惊人
的数据：清除积雪 1 . 44 亿立方米，救助 1 . 2 万
辆车，在狂风暴雪中救助 5 . 6 万人，相当于每
天救援 10 人。

在救援基地的楼道里挂满了锦旗，获救人
员以此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春天来了，积雪消融，路边的土层裸露出
来，45 岁的阿里木江·达吾提驾车巡路，心情格
外轻松。

未来，他和巴图散可能会越来越轻松。当
地正在探索新的技术，开展防风雪试验工程，
以此保障出行安全。变化已经很明显，在气象、
公路、交通等多部门的联合保障下，玛依塔斯
暴风雪困住车辆和行人的事件大大减少。

在世界罕见暴风雪区，活跃着一支多民族救援队

据新华社武汉 4 月 1 日电(记者熊金超、冯国栋)一名
病患在闹市走失，家人万分焦急。50 多位民警、60 多名亲
友和众多热心市民历经三天三夜，终于将病患送到家人身
边，让这座城市更加温情……

40 岁的武汉市民阿强(化名)是一名病患，有暴力倾
向，平时在医院接受治疗。3 月 25 日上午，他的姐姐带他到
武汉市江汉区办事。一不留神，阿强就与家人走散，像是“蒸
发”一样，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身无分文、没有对外沟通能力的阿强意外走失，对这个
家族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在他走失当天，60 多名亲友放下各自工作，紧急外出
寻人，一天过去后，依然没有实质性进展。

无奈之下，心急如焚的家属 26 日晚到武汉市江汉区公
安分局唐家墩派出所，紧急求助民警。

武汉警方连夜出击，一边调集周边派出所、警务站以及
刑侦大队民警，到阿强走失附近的地铁站、商场等处进行搜
寻，一边调阅附近的监控录像，查找其踪迹，第一时间发布
寻人信息。

当日深夜，在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合成作战中心，
武汉警方抽调的 50 多名警力分头调取相关区域的监控，寻
找蛛丝马迹。

经过民警认真查找，终于在 25 日上午 9时左右的一段
视频中，出现了阿强在武汉市发展大道的踪影。但这处道路
正在施工，有的探头不全，追踪一时陷入了困境……

“视频侦察并不简单，考验民警的眼力、脑力和脚力。”
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现场负责视频侦察的民警告诉记者：“视频侦察不能像
看电影一样快进，因为要找寻的目标，可能就是一帧中的某
个一闪而过的模糊身影。一个小时的视频记录，需要民警目
不转睛盯着屏幕看 3-4 个小时。”

民警连续作战，先后调阅发展大道周边主要交通要道
的路口监控录像，扩大范围查找。在汉口火车站广场的监控
中，民警发现了阿强的身影。但不久后，这个身影又消失在
海量视频记录中。

时间每流逝一秒，找回的希望就少一分。有的家属已经
在心里默默做了“最坏”的准备。

民警没有放弃。

除了视频追踪，派出所的警力也发动起来。民警积极开
展走访查访工作。在阿强曾经出现的街面，民警、辅警细致
查问，收集群众提供的线索。

同时，更多的网友和群众被家属这种“不离不弃”的亲
情感动，积极向家属提供线索。

很快，有新消息传来。
27 日下午 2时许，一名热心群众称，26 号下午 4时曾

看到一名疑似阿强的男子出现在一个快餐店附近。
获悉线索后，民警立即顺线追踪。在一处水果批发市

场，民警又在视频中找到了阿强的身影。他们立即调取相关
监控，安排更多警力在沿线不停寻找。

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连续互动，最终传来好消息：27 日
晚，一名民警在路面寻找时发现一名男子，经仔细辨认，确
认正是走失的阿强。

50 多位民警，60 余小时视频侦察，不间断的拉网式搜
索，在与家人走散三天后，阿强终于被安全找回。

看到阿强安然无恙，激动的家属抱成一团，喜极而泣。
不少网友为民警点赞。网民“东湖夜樱”说：“科技再发

达，技术再先进，也离不开民警的执着和敬业。”

新华社沈阳 4 月 1 日电
(记者于力、洪可润)近日，5 名
“00 后”少年冲进火场临危救
人的事迹传遍了辽宁丹东人的
朋友圈。他们不仅成功疏散楼
内居民，还抱出一名小女孩。排
除险情后，他们却悄悄离开了
现场。

4 月 1 日，丹东东港市职
业教育中心体育场内正举行升
旗仪式，在鲜红的国旗下，计算
机网络一年级 1 班的这 5 名同
学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学雷锋
标兵”荣誉证书。

这五位少年，名字分别叫
作刘玉林、牛庆、潘泓宇、于馨
志和赵泽宇。他们全部都是
“00 后”的大男孩，年龄最大的
才刚满 17 周岁。

3 月 23 日 13 时 40 分左
右，东港市银丰小区一户居民
家里突发火情。当天正值周末，
很多居民在家中休息。

“当时我们就在小区对面
的健身房健身，看见小区楼里
有烟冒出来，我们就赶紧跑了
过去。”潘泓宇回忆起了当天的
经过。

于馨志第一时间拨通了报
警电话，按照在校习得的消防
知识，他们在确定可以确保自
身安全的前提下，冲进了楼洞
内。

他们冷静判断，迅速分工，于馨志守在门口，确保出口
畅通。而其他 4 名同学则跑进楼内，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居民
赶紧离开火场。

“当时我都吓坏了，火从三楼着起来，黑烟一直往外冒，
那天还有风，直接就把火往楼上刮。”在银丰小区经营超市
的王女士说。

走到五楼的时候，牛庆和潘泓宇看到一户家中有一对
母女。小女孩的母亲动作缓慢，牛庆在征得小女孩母亲同意
后，抱起小女孩就向楼下冲去。

“跑到 3 楼的时候，浓烟已经冲到了房顶。我觉得嗓子
像被烟堵住了一样。”潘泓宇说。看到小女孩穿着一件薄薄
的单衣，潘泓宇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小女孩身上。

“等我们冲下楼时，整个楼洞已经浓烟滚滚，什么也看
不清了。”牛庆说。

整个单元 12 户人家，他们挨家敲门通知，有的居民面
对浓烟慌不择路，他们提供指引，带领大家冲出楼口。据牛
庆回忆，从他们冲进楼内，到帮助大家出楼，只有十多分钟。

伴随着警笛的轰鸣声，消防车赶到，这 5 名同学累得在
旁边大口喘粗气。等到火情得到控制，他们悄悄离开了现场。

面对蔓延的火势，这 5 名同学展现出来的不仅是“热
血”，更有科学救援的理智与冷静。

他们的班主任姜丽娜说：“这 5 名同学现在身体状态良
好，我真心为他们感到骄傲。”

很多人在朋友圈为他们的善举点赞，表达对这几位少
年的敬意。“孩子们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勇敢和大爱”，“真
是一群好少年”，“让我们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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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病患“闹市蒸发”

警民三天三夜接力找回
▲ 3 月 29 日，唐祖宣(左二)在医院接诊。

▲抛雪车在玛依塔斯风区扫雪(1 月 15 日摄)。 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赵戈摄

▲抛雪机在玛依塔斯风区清雪(1 月 15 日摄)。 ▲尹艳涛驾驶抛雪机工作(1 月 16 日摄)。

玛依塔斯是中国乃至世界罕

见的暴风雪灾害区，这里每年 8

级以上大风天气多达 180 天，最

大风速达每秒 40 米，狂风裹挟暴

雪，常常埋堵公路

▲ 3 月 29 日，唐祖宣在工作室工作。

▲ 3 月 29 日，唐祖宣(右)在医院病房参加会诊。 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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