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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3月29日，本报以《洛阳亲兄弟交接
维和钢枪》为题，报道了偃师市王笑平、
王一虎兄弟俩在南苏丹交接执行维和任
务之事。近日，王笑平休假回到偃师市
高龙镇家中，向记者讲述了维和背后的
故事。

弟弟接过哥哥手中枪
当地时间3月24日零时整，中国赴

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进行防卫交
接，作为两批维和官兵代表，弟弟王一虎
接过了哥哥王笑平手中的枪。

“那天交接完，我陪弟弟站了首班
岗。”13日晚，王笑平告诉记者，他事先知
道弟弟要来，但不知道是第几批，更不知
道能不能见上面。王一虎到达南苏丹驻
地后四处打听，兄弟俩才见了面，但因任
务在身，两人只是简单问候了一下。

他们第二次见面是在防卫交接演练
时。兄弟俩所在的维和工程兵大队各出
4 名士兵进行防卫交接，演练时他俩的
位置并不对应。后来，双方的大队长知
道他俩是亲兄弟，刻意让弟弟调换了位
置，才有了维和战场上亲兄弟交接钢枪
的一幕。

交接后不到 6 个小时，王笑平就要

随部队开拔。他躺在床上睡不着，索
性起 身陪弟弟站岗。两人道别时，王
笑平送给弟弟 4 句话：听从指挥；安全
第一；带好自己的兵；有机会多跟家里
联系。

维和军人展示国家形象
兄弟俩赴南苏丹维和的主要任务

都是驻地警卫，同时执行其他任务。
“走出国门才真正体会到一名军人

的军容军貌是何等重要，它不仅展示
着个人形象，也展示着一个国家的形
象。”王笑平说，在南苏丹，中国军人的
作风被奉为佳话。比如叠“方块被”，
这对中国军人而言是基本功，但在其
他国家军人眼中，他们想不明白被子

怎么就被叠成这样了，加上军被上统
一规范放置的军帽、腰带，这成为维
和战区的标杆，曾多次接受他国军人
的参观。

“临走时，当地一个村的村长代表
村 民 给 我 们 送 了一小筐西红柿等物
品，这些东西在当地算是奢侈品。”王
笑平说，通过翻译，他得知村长此举是
专门感谢中国维和官兵在南苏丹期
间给他们提供的帮助，这是最令他感
动的事。

借休假多陪陪家人
“即便不出国执行任务，每年1个月

的假期也很难照顾家里，心里有愧。”王
笑平说，父亲最大的爱好是看电视，而家
里的电视机还是他当兵前买的，父母平
时省吃俭用舍不得换，买个电视机孝敬
父母是兄弟俩最大的心愿，另外还想带
父母出去转转。

“一虎到年底才能回来。”王笑平的
舅舅段镇锋笑着说，孩子们能回来陪陪
父母当然好，但他们一个比一个忙，有机
会要去拍张全家福，那样也能了却他们
父母多年来的心愿。

本报记者 马毓鋆 通讯员 王雷

洛阳亲兄弟交接维和钢枪，哥哥回家休假讲述维和背后故事——

在南苏丹，哥哥陪弟弟站岗

本报讯（记者 高峰）日前，我市下发《二级医院对口
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市级
医院、县级医院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对口支援乡镇卫
生院，每年为受援乡镇卫生院解决一项医疗急需、突破一
个薄弱环节、带出一支技术团队、新增一个服务项目，逐
步建立起多层次、全覆盖、科学合理的城乡医院对口支援
格局，满足农村居民看病就医需求。

按照《方案》，市、县二级对口支援医院以派驻支援团
队为主，以设备和资金支持为辅。支援人员即日起进驻
受援卫生院。

《方案》要求，支援人员要充分发挥特长，在承担当地
常见病、多发病诊疗任务的同时，培育至少 3 项适宜技
术，帮助受援中心乡镇卫生院重点建设1至2个特色专
科；通过开展临床带教、病例讨论、专题讲座等形式帮助
受援乡镇卫生院提高服务能力；指导医务人员正确使用
配备的医疗设备；指导受援乡镇卫生院规范开展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方案》还规定，县级医院青年医师在晋升中级职称
前，要到乡镇卫生院累计服务满1年；城市二级医院医师
在晋升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前，要到乡镇中心卫生院服
务不少于1年。

建立城乡医院对口支援格局

市、县医师开始
进驻乡镇卫生院

13日，陕西省老年书画学会的周易、沈长波、何季栀
等8 名书画家，来到市儿童福利院看望孤残儿童，并现
场挥毫泼墨，将创作的 50 多幅书画作品捐赠给市儿童
福利院。 记者 梅占国 摄

亲人卧床、失去工作、丈夫早逝……
今年 43 岁的吕向军曾屡屡遭受命运的
严峻考验。然而，面对接踵而来的苦难，
她直面人生，自强、自立，不仅走出阴霾，
而且活出精彩，实现了人生价值。

苦难，接踵而至
1992年，吕向军大学毕业后成为中

石化洛阳分公司的一名工人。1999年，
她与大学同学结婚。不久，可爱的儿子
出生，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人
生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003年，吕向军的母亲不慎摔断髋
骨，生活不能自理。面对卧床的母亲和
刚刚两岁的儿子，同时为了支持丈夫的
事业，吕向军毅然放弃了工作，回家当起
家庭主妇。

然而，厄运并没有终止。2006年的

一天，吕向军的爱人突感胸口憋闷。去
医院一查：肺癌晚期！

为了给丈夫治病，吕向军拿出家里
的全部积蓄，郑州、北京不知跑了多少
趟，却最终未能挽留住丈夫年仅36岁的
生命。

“你放心去吧！我一定把孩子抚养
成人。”在丈夫的葬礼上，吕向军语气坚
定地说。

强者，创造价值
“我已身处人生的谷底，接下来无论

向何处走都会是向上的。”在领导、同事的
关心下，吕向军逐渐走出了生活的阴影。

2010年，吉利区和洛阳石化联合成
立了“社会法庭”，专门协助法院化解基
层社区的民事矛盾。由于是全省第一家
企业“社会法庭”，洛阳石化对此高度重

视。在配备工作人员时，吕向军凭借过
硬的综合素质成为“社会法庭”的一名常
驻“法官”。

难以扯清的鸡毛蒜皮之事，对于非
专业出身的吕向军来说可是块“硬骨
头”。她凭借坚强毅力，不断学习法律
知识，奔波于涉案对象之间，苦口婆心加
上专业分析，使一件件令人头疼的案件
得到圆满解决。

如今，在洛阳石化，“吕大法官”已小
有名气。“找吕法官说说去”，成为不少职
工家属解决问题的首选。

知性，活出精彩
在温暖别人的同时，吕向军也收获

了多彩的生活。
作为洛阳石化离退办的编外人员，

吕向军还负责公司的图书管理工作。她

将上万册图书分门别类上架并登记录
入，方便老同志查阅。繁忙工作之余，她
还勤于笔耕。她的诗歌、散文等作品经
常见诸报端，并多次在征文比赛中获
奖。在社区的舞池中，也常常能见到她
翩翩的倩影。

“苦难就是苦难。只有战胜它，才会
变成财富。做我自己的明星，才能成就
梦想。”吕向军说，这么多年，是内心对美
好生活的强烈渴求，促使她一步步战胜
苦难，一步步走向幸福。

（李迎春 乔彬）

吕向军：战胜苦难 活出精彩

玄奘故里——偃师市缑氏镇缑氏村竟“藏”着两
条垃圾沟。

78岁的韩老汉住在其中一条沟附近，他向记者
诉苦：“这些垃圾可有些年头了，一直没人管。最让
人担忧的是，每逢雨天，雨水就堵在这儿。”

在韩老汉的指引下，记者在村里又找到一条垃
圾沟，其脏乱程度与前者不相上下。（本报记者）

13837999844

“霸道”的建筑材料

昨日，记者在偃师市缑氏镇采访时看到，该镇政
府大门口的道路被板砖和水泥板占去半幅左右，并
且在附近没看到施工警示标志。附近一开店的女士
抱怨说：“真是不像话，这样不光容易堵车，还容易出
危险。” （本报记者）

“嚣张”的垃圾沟

讣告
吾妻张武善，原洛阳半导体二厂

离休干部，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4

月 14 日凌晨不幸去世，享年 87 岁。

定于4月16日9时在洛阳殡仪馆永安

厅举行告别仪式。

夫：陈 坦 携

子：陈昌华 媳：丁友群

陈昌同 葛海涛

陈昌胜 徐 泳

陈昌跃 陈素敏

女：陈昌辉 婿：王 勇

及孙辈、重孙辈

哀告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杨其昌和妻子在翻阅《华山家报》

兄弟俩在南苏丹相见（图片由当事人提供）

老人坚持办家庭报纸，联络亲情，宣扬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思想——

21年85期家报传递家族正能量
如今，写信、寄照片等联络方

式已不多见，打电话成了与异地
亲人联络感情的主要方式。然
而，在西工区健康东路 4 号院 83
岁的居民杨其昌看来，这远远不
够。21年来，他坚持与家人合办
一份《华山家报》，用文字和图片
记录生活、凝聚亲情、传播正能
量，至今已经出了85期。

“我祖籍陕西华阴，本姓王。从小生活
在偃师的养父母家中，因此我随养父姓
杨。”杨其昌说，直到自己大学毕业，才与亲
生父母及3位亲兄弟相认。之后，家中兄
弟相继结婚、生子，家族成员不断增多，不
过，大家因为工作、生活的原因分散在山
东、陕西、辽宁等多个地方。

1993 年，杨其昌的大哥去世，他成了
家族兄弟中的“领头人”。在一次家庭聚会
时，杨其昌提出，大家分散在各地联络不
易，而整个家族中这么多人，谁身边发生了
什么幸福、难忘的事，也无法与其他人分
享，不如办一份家庭报纸，以方便大家更好
地联络感情。

杨其昌的提议得到家人一致认可，由
于其老家是在华山脚下的一处小村庄，于
是，这份家报被命名为《华山家报》，杨其昌
任“主编”。

1993 年4月15日，《华山家报》“创刊
号”出炉，其中列出了当时家族中35位成员
的姓名、联系方式等内容。杨其昌撰写了
创刊词，并暂定每逢双月15日出报。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 21 年，家族
成员也增加至52人。”杨其昌说，《华山
家报》已出了 85 期，为了办好这份报
纸，自己没少花心思。

杨其昌拿着几份多年前的家报说，
最早时，大家从全国各地把自己在生活、
工作中拍摄的照片以及记录生活中发生
的故事的文章寄到洛阳，然后他把需要
用的文字内容和照片贴到一张 A4 纸
上，再拿去复印，就制成了一期家报。后

来，家里有了电脑，家族成员发来的文
字、照片全部是电子文档，杨其昌也改用
电脑制作。

家和万事兴。在各期《华山家报》
中，都体现了这个主题。

在第 50 期家报中，杨其昌讲述了
女儿和小外孙女之间发生矛盾的故事，
并提议大家共同探讨关于家族中第三
代成员的教育问题。在之后一期的家
报中，家里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分别发

表了自己的见解，使得大家更加注重对
下一代人教育的方式、方法。此事还让
杨其昌养成了定期给子孙开家庭会议，
谈理想、解困惑的习惯。

2011年7月，杨其昌的老伴白兰菊
不慎摔伤，住院期间，儿子、儿媳、女儿、
女婿以及孙子、孙女不怕脏，不怕累，细
心照顾老人。其中的点点滴滴，都被杨
其昌以照片、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以

《孝顺课堂》为题发在第78期家报上。

“我的大家庭很幸福，这份幸福应
该传递给更多人。”杨其昌的儿子杨卫东
说，自己从2013年起开始参加各种志愿
者活动，大姐杨润华和女儿朱喜歌等也
一直坚持为贫困山区的孩子筹募捐款。

第 82 期家报上的重点内容，就是

家庭成员参加志愿者义卖募捐活动的
照片和文章。杨其昌说，家庭需要正能
量，社会更需要正能量，既然家中有这
样一个平台，就应该不断向家族成员宣
扬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思想。

“一家有难，大家帮忙，小到一个家

庭，大到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道理。”
杨其昌说，如今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华
山家报》会在家族第四代人中继续传
递，让他们更懂得感恩和奉献，更珍惜
现在的生活。

本报记者 王蕾 通讯员 杨瑞 文/图

创办家报 联络亲情

宣扬爱心 回报社会

坚持21年 主题专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