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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弘毅

　　这是一场跨越 50 年的“大爱”
接力。
　　 50 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
让他们险些成为“没妈的孩子”。在福
建省龙岩地区第一医院医护人员的大
爱之下，母亲痊愈，医疗费减免，他们
感念于心；
　　 50 年后，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
他们带着 10 万元找到当时的医院

“报恩”，让在场的医护人员动容不已，
也让网民感慨“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
温暖”；
　　如今，这笔钱有了更大的价值：捐
赠给慈善机构，用于帮扶家庭条件困
难的医学生，让这段医患大爱故事继
续传递下去……

50 年前的“种子”

　　“50 年前，我们的妈妈被你们救
回了一条命。今天，我们是替已经去世
的妈妈来感谢当年恩人的。”
　　今年正月初七的早上，福建龙岩
市第一医院总会计师钟云峰的办公室
里，来了两位五六十岁的客人——— 卢
先生和他的二哥。
　　只见卢先生打开了一个随身带来
的袋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现金，
一共有 10 万元，在场的医院工作人
员都吓了一跳，赶忙摆手表示婉拒。
　　这时，卢先生娓娓道出一段尘封
50 年的往事。
　　上世纪 70 年代初，卢先生 40
来岁的母亲在永定（现为龙岩市永
定区）老家劳动时，不小心被一根生
锈的铁钉扎破了脚底。本以为没多
大事，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严重的
破伤风反应。当时医疗条件不如现
在，普通的破伤风都可能致命。卢先
生的父亲赶忙把母亲送到乡镇卫生
院，被告知情况危重，有生命危险，
需要立即转院到龙岩地区医院（现
在的龙岩市第一医院）抢救。
　　当时，卢先生一家只有父亲一个

“顶梁柱”，3 个哥哥姐姐刚成年，卢先
生才七八岁，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家
境十分贫寒。母亲入院后，龙岩地区第
一医院给予了精心治疗，一段时间后，
母亲转危为安。

　　然而，当看到 400 多元的医疗费
用账单时，一家人的喜悦又被犯愁取
代了。当时，全家八口人仅靠父亲一人
微薄的工分收入，根本无力负担这笔
医疗费。卢先生的父亲借遍了亲戚，也
只筹集了 200 元。
　　这时，医院了解到卢先生一家
的情况，让他的父亲找生产队开了
一张家庭条件困难的证明，就把剩
下的医疗费都减免了，并在出院的
时候用救护车将卢先生的母亲送回
了家。
　　对此，卢先生的两个哥哥实在过
意不去，主动提出自己正好学过木工，
可以到医院帮忙修理坏了的木质病床
和家具，折算成工钱来偿还欠医院的
钱。“两个哥哥在医院做了 1 个月左
右的木工，抵了几十元，还欠医院 100
来元。”卢先生回忆道。

　　后来，医院的外科护士长吴少华
找到兄弟俩说：“你们家里还有弟弟妹
妹需要照顾，别再做了，赶紧回家给父
母分担些事情吧。”
　　卢先生动情地说：“医院的恩情，
我们一家人记了大半辈子。30 多年
来，母亲一直叮咛我们，她的命是医院
给的。2003 年，70 多岁的母亲离开
人世，是医院让我们多享受了 30 年
与妈妈在一起的幸福日子。”

“报恩”心愿终于实现

　　卢先生的心里早就种下了“报恩”
的念头。
　　母亲住院的时候，卢先生尚年幼，
当时的记忆早已模糊，但自打那时起，
母亲就反复跟孩子们念叨这件事。
　　很快，兄弟姐妹陆续长大成家，为

各自的生活奔忙。随着年龄和阅历的
增加，卢先生心中“报恩”的意愿越发
强烈。
　　今年春节，卢先生的二哥回到家
乡，两家人团聚一堂，其乐融融。在浓
浓的过年氛围里，兄弟俩谈到过去的
苦日子和如今儿孙满堂、越来越幸福
的生活，不禁感慨万分。这时候，卢先
生提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更不
能忘记 50 年前救了妈妈的龙岩市第
一医院。
　　“虽然医院在当时已经给我们减
免了费用，但我们一直欠医院一个当
面表达的谢意。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
都想找到当年参与救治并对我们十分
照顾的吴少华护士长，当面表达感
激。”卢先生说。
　　兄弟俩商量之后，认为他们欠医
院的 100 多元，在当年相当于一个普

通人一年的收入，如今大家生活好了，
多拿些钱是应该的。于是，兄弟俩决定
拿出 10 万元钱，捐给医院。
　　听完卢先生的讲述，龙岩市第
一医院党委书记陈开红感动之余，
明确提出：“当时，医院已经减免你
们母亲的医疗费了。这对医院来说，
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们兄
弟俩把这件事惦记了 50 年，作为医
院和医务人员，我们已经非常感动
和感激了。你们的情谊，医院全体医
务人员收下了，这 10 万元，我们坚
决不能收。”
　　卢先生和二哥反复表示，这笔钱
是代表一家人，特别是已经去世的母
亲来“还愿”的，无论如何一定要捐出
来，他们一家人才会心安。
　　最后，陈开红提出，龙岩市第一医
院从这 10 万元中，象征性地收取
999.99 元，寓意患者家属和医院的情
谊“天长地久”。剩下的钱，由医院协助
卢先生和当地慈善机构对接，捐给更
多有需要的人。
　　兄弟俩一听，高兴地答应了。经现
场讨论，卢先生决定，将剩下的 9 万
多元捐献给龙岩市慈善总会，用定向
捐赠的方式，资助在龙岩第一医院实
习的家庭条件困难的医学生。卢先生
还表示，今后如果自己还有能力，会继
续往这个慈善项目中捐赠。
　　为了完成卢先生一家人的另一个
愿望——— 当面感谢吴少华护士长，龙
岩市第一医院立即多方联系。由于年
代久远，几经辗转了解到，吴少华在上
世纪 90 年代已申请调回老家福建漳
浦县医院工作。于是，卢先生在元宵节
前又专程前往漳浦县，见到了当年的

“恩人”。
　　“当年护士长才 30 多岁，如今她
已经 88 岁了，卧床多年，记忆力衰退
严重，已经记不得当年的事情了。”回
忆起和吴少华护士长见面的场景时，
卢先生的眼眶湿润了：“我紧紧地握着
她的手，一遍遍地喊她，‘护士长，当年
的患者家属来感谢您了’，还在她的耳
边告诉她，她的一个善举，成就了我们
这些年的幸福生活。”
　　“虽然吴护士长年事已高，但我们
终于实现了 50 年来的一个心愿，这
件事总算没有变成一个遗憾。”卢先生
很欣慰。

让大爱继续传递

　　钟云峰说，当医院工作人员提
出，要和卢先生兄弟俩合影纪念时，
他连连摆手：“不要做宣传，也不要
公开我的信息，我们这么做，绝对不
是为了任何名利和噱头，我们只是
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而已。”
　　联系采访时，卢先生一开始也
婉拒了。“之所以报道您的善举，不
是为了宣传您，而是为了让更多人
受到感染，从而能够善待周围的
人。”记者解释来意后，卢先生才接
受了采访。
　 　 这 段 跨 越 5 0 年 的“报 恩 故
事”，经过医院公众号等渠道公开
后，不少网民感动之余，纷纷留言：
　　“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
　　“患者一家一定是善良的、懂得
感恩的，并且有着良好的家风传承。
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恩和信任尤其珍
贵。医院早已经免去了他们母亲的
医疗费，他们还将这件事一直挂在
心上 50 年，这是多么淳朴真挚的
情感啊！”
　　“当下，医疗资源发展还不均
衡、不充分，医患之间还不能够做到
时时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我们更需
要这样的故事来涤荡人心。”
　　……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龙岩市第
一医院一直延续当年的做法，对一些
经济确实特别困难的患者，通过各种
方式为他们申请减免医疗费。“来了
医院，对医护人员而言，都是一视同
仁的病人，只有病情的严重与否，没
有家庭条件的好坏。”陈开红说。
　　“这件事在医院职工中引起了
很大反响。不少医护人员说，自己的
职业自豪感被激发出来了。这样的
故事，激励我们继续保持对患者的
大爱精神。”陈开红告诉记者。
　　目前，卢先生已经和慈善机构
对接好，即将正式定向捐赠善款，用
于资助家庭条件困难的医学生。
　　“未来颁发每一笔捐助时，我们
希望都能将这段延续 50 年的感人
故事讲给受助者听。50 年前，医院救
死扶伤，种下了一颗种子。50 年后，
这颗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陈开红说。

医院免去 100 多元，50 年后他们带来 10 万元“报恩”

　　（上接 1版）投资结构决定未来的
产业结构。山东省把工业经济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突出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集群化，持续深化新旧动能转
换，加力提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 2 月 14 日举行的山东省高质
量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上，
1000 个年度计划投资 1 亿元以上项
目集中开工，年度计划投资 4006 亿
元。今年，山东省将聚焦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重点领域，谋划实施 15000 个
左右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王栋
说，山东将全面落实“要素跟着项目
走”要求，强化土地、能耗、资金等重点
要素对接，以投资项目的有效落地实
现稳增长、促转型。

产销两旺生机勃勃

　　春季农药用药高峰期即将到来，
在山东恒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正在加班加点进行。
　　“现在形势很好，我们的马拉硫磷
等主要产品，订单都排到了一个月之
后。”公司总经理孙在臣说，市场大环
境持续好转，产品出口和内销都超过
往年，预计公司全年销售收入将比去
年增长 20%。
　　“抢市场、赶订单”是记者在企业
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词。
　　“春节刚过，我们的营销人员就一
直在外边奔波，既要抢订单，也要了解
客户需求，以便及时调整产品结构。”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办公室副主任刘海
军介绍，化工行业正处于修复过程中，
近期部分产品价格略有波动。集团对
内积极挖潜降耗，对外通过产销联动、
多元联产快速适应市场变化，保持了

“满产满销”的良好态势。
　　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一些企
业从开年就鼓足劲，首月经营指标表
现良好。
　　“1 月份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315 亿
元，同比增长 10%。”山东重工集团董
事长谭旭光说，今年集团将力争实现
营业收入 5000 亿元，同比增长 25%；

利润总额 200 亿元，同比翻番。
　　高速公路通行量、工业用电量
高位运行，港口货物吞吐量明显增
长……部分先行指标也印证着山东
经济的热度。记者从山东港口集团
了解到，今年 1 月份，山东港口货
物吞吐量完成 14296.5 万吨、同比
增长 5.3%，集装箱完成 332.8 万标
准箱、同比增长 10.2% ，实现首月

“开门红”。

绿色低碳动力充沛

　　转炉终点的碳、温双命中率提
高至 88% ，冶炼时间缩短约 10% ，
碳排放减少 1.2% ……在山东九羊
集团有限公司炼钢厂，浪潮云洲工
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的落地，加速了
炼钢系统的智能化进程。
　　九羊集团有限公司炼钢厂厂长
崔洪权说，他们将持续通过数字孪
生、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驱动成
本和质量持续改善。
　　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主攻
方向，山东省提出，深入实施先进制
造业强省行动计划，加快促进制造
业高端化提升、智能化改造、绿色化
转型、服务化延伸、生态化集聚，坚
决把高耗能、高排放、能耗大户的产
品能耗水平降下来。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
视员孙京军介绍，今年山东将启动
实施企业技术改造提级三年行动，
聚焦化工、冶金、机械、轻工、纺织、
建材等重点产业，纵深推进“万项技
改、万企转型”，全年滚动实施 500
万元以上技改项目 1 万个以上，大
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产业结构向“新”而行，能源结
构向“绿”转变。
　　山东省能源局近日印发的通知
提出，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年
能源重大项目投资 1100 亿元以
上。到年底，电力总装机达到 2 亿
千瓦左右。其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达到 8000 万千瓦以
上，占比达到 40% 以上。

本报记者韩振

　　“聂花匠”今年 67 岁，但花已经
种了 50 多年。13 岁起，他就跟着父
亲种花，从不足一分地的“巴掌田”，到
建立 3000 亩地的“植物王国”，跟花
打了一辈子交道，很多人见面都喊他

“聂花匠”，却忘记了他本名叫聂廷江。

从无处施展到“新舞台”

　　“聂花匠”老家在重庆市北碚区静
观镇，镇里几百年来一直有花木种植
的历史。“聂花匠”的父亲也是一名“花
匠”，对花木种植技术了如指掌。“聂花
匠”从小跟着父亲往山上跑，学会了各
种花木的移栽技术。初中没有读完，他
就回到村里当起“花匠”，倒腾家里不
足一分的自留地来。
　　他在自留地里种上月季花、山茶
花、牡丹花，种出的花相虽好，但面积
毕竟只有巴掌大，只能换些米吃，根本
卖不上钱，“聂花匠”空有一身本事，却
无用武之“地”。
　　改革开放后，静观镇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聂花匠”一下子分到
5 亩地。犹如鱼儿遇到了水，他把 5 亩
地全部种上了花，每天在花田里转来
转去，把花当成自己的孩子养。一分付
出，就有一分收获，年底花卖完，“聂花
匠”一算账，竟然挣了上万元！
　　“聂花匠”成了万元户，第一件事
就是带领村民致富。他把种花的经验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村民，一开始只有
十几户种，后来家家户户都跟着种，

“聂花匠”不但在技术上给予指导，还
帮助花农们销售。几年下来，静观镇就
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卉之乡”。
　　“聂花匠”的腰包越来越鼓，5 亩地
的花田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2000 年，他在重庆市渝北区又承包了
100 亩地，除了种观赏花，还开始种景观
树。随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聂花匠”种
出的花木还没上市，就被订购一空。
　　“聂花匠”的“胃口”更大了，正在
他整天琢磨到哪找更大发展空间时，

沙坪坝区政府主动找上了门，向他推
荐了中梁镇新发村。新发村地处中梁
山北部的一个环形山坳，这里自然风
光秀美，但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长期空
虚，大量土地撂荒。村民守着好风景，
过着穷日子。
　　当地政府一直发愁怎么让群众脱
贫致富，他们从“聂花匠”身上看到了
希望：能否引进“聂花匠”建一座植物
园，依托相对优越的区位条件，打造集
康养、休闲、观光、科普等功能于一体
的近郊乡村游，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双方一拍即合。2005 年，“聂花匠”
在新发村有了 3000 亩地的“新舞台”。

“新舞台”并不新，相反还是由杂草丛生
的荒山、撂荒多年的土地组成。但“聂花
匠”来了不久，就让这里变了样：荒山坡
种上了罗汉松、桂花、香樟、红枫等名贵
树种；撂荒地开出了郁金香、洋水仙、芙
蓉花、绣球花等万紫千红的花朵。

授徒从来不留“绝活”

　　“聂花匠”还在荒山上修了路，铺
设了灌溉水管，又请了七八十个 60
岁以上的村民来地里务工，手把手教
他们花木种植技术。村民刘启久种了
一辈子地，60 岁时拜师“聂花匠”，他
压根不敢想自己能种好娇贵的花木，

但“聂花匠”不信这个邪，硬是把他教
成了熟练掌握移栽、嫁接等全套技术
的全能“花匠”。现在，他长年在“聂花
匠”的 植 物 园 里 当 园 艺 师 ，每 月 领
3000 多元工资。
　　“聂花匠”授徒，从来不留“绝活”。
凭借 50 多年的种花经验，“聂花匠”
发明了一种“合体树”：他把多根小树
苗局部去皮，然后紧紧捆绑，时间一久
这些小树苗就聚合在一起，最终成为
一株大树。小树变大树，价格能翻好几
倍：几十元一株的紫薇花小树苗，五六
根聚合在一起长成大树后，能卖好几
千元。这个“独门绝技”，“聂花匠”也一
股脑儿教给了徒弟们。
　　为植物“塑形”也是“聂花匠”的一
门“绝活”。他的植物园里，两万余株罗
汉松长满山坡。为了让罗汉松有个好造
型、卖出好价钱，他带着徒弟一株一株
构思、设计、剪裁，为每一株罗汉松注入

“灵魂”，最终漫山的罗汉松个个独树一
帜、妙趣横生。徒弟们也在一次次学习
中，不断提高审美水平和业务技能。
　　徒弟们水平高了，工资自然水涨
船高，有的徒弟每月可以挣到八九千
元。“聂花匠”的植物园，每年光工资就
支出两三百万元。头几年，植物园“只
出不进”，“聂花匠”的积蓄很快花个精
光，眼看着就要撑不下去，重庆市农业

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
保，帮他贷到了 2000 万元的低息贷
款，这才缓过劲儿。
　　党的十八大以后，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相继实施，“聂花匠”享受到的扶持
政策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他又获得两
批共计 1750 万元的长期、低息政策性
贷款，政府还给予其 300 万元的农业
设施补贴。有了“活水”的“聂花匠”，一
心一意将心思放在苗木培育上，近
200 个品种的花木陆续被引入植物
园，让这里俨然成了一个“植物王国”。

“植物王国”终于“开门迎客”

　　植物园里的奇花异木，和“聂花
匠”一起等来了“开门迎客”的时刻。7
年前，“聂花匠”打造了首届郁金香节。
百万株郁金香争相怒放，红梅、洋水仙
等花朵点缀其间，加上一些娱乐项目，
植物园日接待游客最高达万人。
　　在植物园的带动下，村里的农家
乐如雨后春笋，几年内开了一二十家，
生意好的一年收入几十万元。“聂花
匠”还在植物园入口处设立了一个微
型“农贸市场”。每天早上，几十个村民
背着蔬菜、鸡蛋等农产品来市场售卖。
81 岁的魏代芳老人也隔三岔五过来
卖菜，一次百八十块钱的收入，让她乐
得合不上嘴。
　　人气越来越旺，道路越来越堵。几
年前，从镇上通往植物园的路是一条
4.5 米宽的水泥路，开车到新发村的游
客，一度堵了好几公里，堵得“聂花匠”
一脸愁容。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后，决定
帮新发村解决燃眉之急。2020 年，一
条 13 公里长的七彩旅游路，从镇上一
直通到植物园门口，路比过去足足宽
了一倍，水泥路也变成了柏油路。
　　交通“瓶颈”解除了，“聂花匠”的
路也越走越宽了。眼下，又一届郁金香
节开幕在即。“聂花匠”说，以前从国外
引进的郁金香次年总是不开花，他经
过精心研究、培育，成功攻克了这一难
题，今年将有 10 万株自己繁育的郁
金香精彩亮相。

“ 聂 花 匠 ”和 他 的“ 植 物 王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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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而 行  向“绿”转 变

  50 年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第一医院医护人员救治了他

们的母亲，减免了医疗费；50 年后，他们带着 10 万元找到当

时的医院“报恩”；如今，他们把钱捐赠给慈善机构，用于帮扶

家庭条件困难的医学生，让这份大爱继续传递下去……

▲龙岩市第一医院病房旧照。          龙岩市第一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