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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环绕，溪水潺潺。这里是汝阳县十八盘乡木庄村的大黑沟组，300多
头藏香猪在天然的乐园里悠然自得。

清晨，张国打开圈门，将藏香猪赶上山坡，猪吃野草、饮山泉；傍晚，张国的
哨声响起，山坡上四处游荡的藏香猪立马乖乖聚集在他身边，等待主人喂食。

今年47岁的张国，早年在洛阳工作，4年前和妻子回县城做生意，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

去年6月，张国在大黑沟流转1000余亩山地，创办藏源农牧合作社。“俺老
家在这儿，自己生活好了还不行，想回来干点事，就成立了合作社，目前有4个
贫困户入股。”他说。

由于没有养殖经验，张国先后到江西、湖南、山东等地考察，通过1年多的
摸索，如今他的藏香猪已经发展到300余头。张国说，藏香猪肉以瘦肉为主，
低脂肪、低胆固醇，售价40元一斤，销量大。

“我在山上种有玉米、花生，还种植了十几亩黑皮梨、核桃、柿树等，发展林
果采摘，既然干事就得干好，不能让大家失望。”带领乡亲致富，张国满怀信心。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丁霄毅 李正华 摄

“本子里记的啥，咋这么下劲儿？”
“这本子可是‘宝贝’，藏着致富经哩！”
这几天，汝阳县城关镇井沟村移民柴会景每天都会

抱着一个笔记本钻研，本子上记着刚刚学到的烹饪知
识。她还时不时跟家人到厨房操作一番。

“村里正在谋划发展乡村旅游，俺准备带头办家庭宾
馆，学好厨艺就不作难了。”柴会景说，能学到致富本领，
要感谢县里给俺们举办的技术培训。

井沟村是该县黄龙潭水库影响村，一些移民早些年
搬迁至该村，为确保实现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可致富”，8 月 14 日至 16 日，汝阳县移民办在该村举办
2018年地方水库移民专业技能培训班。培训班通过理
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传授村民厨师烹饪专
业知识，重点讲解特色家常菜制作的要领方法。

14 日，早饭后，100 余名井沟村移民早早来到村小
学听课。

从食材的辨别到选购，从配菜、刀工到火候的掌
握……讲台上，授课老师耐心细致讲解；讲台下，柴会景
和邻居们认真听讲、记录，生怕错过一项技术要领。

理论课后，授课老师还现场进行炒菜教学，详细讲解
实际烹调中的注意事项，帮助学员们更好地掌握所学的
理论知识。（下图）

“做了几十年饭，今天才知道做饭也是门大学问。”3天
时间一晃而过，学员们既感到受益匪浅，又觉得意犹未尽。

培训期间，柴会景身体不适，为了不耽误学习，她坚
持输着液到教室听课，刻苦精神非同一般。

“这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虽然当时生病很难熬，但
很值！”柴会景笑着说，自己要勤加练习争取早日出师，不
能在致富路上掉队！

本报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康红军 史永乾 文/图

学 厨

关于公开征集“中共洛阳组”
诞生地纪念馆实物资料的启事

“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位于郑州铁路局洛阳机
务段内，始建于2001年7月，是我省第一个党组织诞生
地、我市首批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之一。为使该纪念馆更
好地发挥党史教育基地的作用，我市计划对其进行提升
改造，现恳请社会各界热心人士，把你们珍藏的相关资料
捐献给“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特启事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与“中共洛阳组”诞生背景、发展及中国共产党发展

壮大相关的文献、实物、资料等。
（一）文献资料。包括重要文件，有关文件的摘抄件

或复印件影印件、领导讲话、学习资料、照片、图表、音像
资料等。

（二）书、报刊资料。包括回忆录、纪念文集、纪念册
宣传品、记载某一重大事件的报刊、内部资料等。

（三）工作资料。包括笔记、日记、书信、手稿、发言提
纲、讲话记录、调查报告、文件初稿等。

（四）实物资料。党旗、党徽、党章、奖章、勋章、证书、
工作证件、代表证件，以及反映革命战争过程中特别是二
七大罢工等重大事件的实物、票据（各时期使用的代币
券、粮票、购物券等）、契约、生活用品等各种实物资料。

二、征集时间与地点
时间：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9月30日
集中征集地点：洛阳市瀍河区铁北东路洛阳机务段

办公室
三、征集方式
资料征集以无偿捐赠为主，价值较高的实物资料经

党史和文物部门鉴定评估后，由相关部门向市财政申请
资金，按照实际价值给予一定的补偿。

联 系 人：赵翔
联系电话：13937979783

“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资料征集小组
2018年8月20日

18日，2018年男科学术年会在我市东方医院召开，
大会邀请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加拿大及省内的多
位专家前来讲学、授课。专家们为与会人员带来了前沿
的专业知识，并从独特的角度解读了男科健康、疾病问题
等。来自国内外生殖与男科领域的医生、科研工作者，仔
细聆听、认真记录，分别围绕男科疾病、不孕不育、孕育二
胎等热点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与会代表们纷纷表示非
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专家们的精彩分享，既
开阔了视野，又学到了更多该领域的诊疗经验。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洛阳东方医院，是一家有
着60余年发展历史，集医疗、预防、康复、科研、教学、社
区卫生为一体的三级综合性医院。本着“科教兴院、人才
强院”的发展战略，近年，该院举办国家、省、市级各类学
术会议100余场。该院负责人表示，此次年会的召开，旨
在推动我市及中原西部地区男科学术水平的进一步发
展，提升该领域医疗和护理的整体水平，推广与普及新理
念、新方法。 （孙静芳）

东方医院举办
2018年男科学术年会

山高路险浑不怕，羊肠小道孤身行。栾川县狮子庙镇
王府沟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高延昌——

行走在悬崖上的“最美医生”
他徒步走过崎岖山路10万公里，他是行走在悬崖

上的“接种人”……17日晚，在郑州市举行的首届“河
南最美医生”颁奖典礼上，评委会对栾川县狮子庙镇王
府沟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高延昌给出了这样的评语。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位49岁的乡村医生甘冒危
险、不辞辛苦地奔走于深山之中？

近日，记者一行驱车从栾川县城向大山深处进发，
颠簸近两小时后，终于看到栾川县狮子庙镇王府沟村
卫生室的牌子。

一个身穿白大褂、面容和善的中年汉子站在卫生
室门口，他就是高延昌。这座建在山脚下的卫生室，
有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公共卫生室和值
班室……

从卫生室向四周眺望，除了大山还是大山。“四河
三山两道川，九山半水半分田，陡峭山崖有王府，羊肠
小道路漫漫！”这句民谣说的正是王府沟村。

从卫生室前往村民家中，只能靠双脚沿着60度的
山坡往上爬。从医30年，高延昌一个人走过的山路大
约10万公里。

作为全村唯一的卫生室，王府沟村卫生室承担了
全村 1000 多人的医疗健康重担。不管白天黑夜、刮
风下雨，也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险，只要病人有需要，
高延昌就义无反顾地出诊。

高延昌的小名是“骡子”，形容其“性格执拗、不会
回头”。这两天，他的“骡子精神”和孙建成孩子的疫苗
接种较上劲儿了。

在村里，孙建成家距卫生室较远，来回一趟得3个
小时。因心疼孩子扎针，孙建成没有让孩子按时接种
疫苗。

近日，高延昌又一次来到孙建成家。
“你咋又来了？”孙建成说。
“孩子没有接种疫苗，我就得来！”第四次来到孙建

成家的高延昌语气坚定。
听出孙建成虽不情愿，可口气已经有所松动。高

延昌赶紧耐心劝说：“预防接种是控制传染病、保护孩
子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如果孩子得了传染病，不光
自己受罪，还传染别人。”

这一次，孙建成终于同意带着孩子去村卫生室接
种疫苗。

王府沟村有预防接种适龄儿童200多名，高延昌
为每个孩子建卡、办证、登记、归档。有的村民防疫意
识不强，记不住自家孩子接种疫苗的具体日期，高延昌
就通过电话一一提醒。为熟悉每个孩子的情况，他每
月至少进行一次走访调查。在他的努力下，王府沟村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在99%以上，多年来，全村未
发现小儿麻痹、麻疹、流脑、乙脑等病例。

“每个娃都是爹妈的宝，不用心，不中！”高延昌说。

高延昌还有个别称：王府沟村的“活地图”。
王府沟村村民大多分散居住在高山深谷之中。目

前，该村仍有4个居民组散落分布在深山中，外人很难
摸清哪道沟、哪个坳里住着村民。但对高延昌来说，一
切都是那样清楚明了。

这些年，他早已将全村人的身体健康信息在心中汇
成一本档案，将各家各户的具体位置在脑子里画出一幅
地图，对于经常生病的村民，他更是了如指掌。无论严
寒酷暑，只要接到村民的电话，高延昌就会背起药箱，第

一时间赶到患者家中。
一年冬天，深夜，村里一名孩子突然发高烧，情况危

急。刚睡下的高延昌接到电话，立即起身前往，任凭寒
风刺骨、天黑路陡。

到患者家后，他为孩子诊断、输液，一直守在床
边观察病情，待孩子病情稳定已是次日凌晨 4 时。
交代好孩子父母相关注意事项后，他又匆匆赶回家，
没眯多大一会儿，就又前往村卫生室开始了一天的
忙碌……

高延昌出诊了，到村卫生室看病的村民该咋办？没
事儿，有人。

王府沟村还有一位白发银须、精神矍铄的老医生，
当高延昌不在卫生室时“补空子”。这位老医生是高延
昌的父亲、今年77岁的老中医高进禄。

自1973年至今，高进禄一直为村民看病。高延昌
子承父业，自中学毕业后，就跟父亲学抓药，随后取得了
乡村医生证书。刚行医时，高进禄就叮嘱高延昌：“行
医，要对得起每一位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父子俩携手为全村人服务，他们对经济困难的村民
减免医药费 10%；一时带钱不足的患者可以先取药治
病，下次就诊时再还欠款；对于特困群众免费治疗，每年
减免费用就有3000元。

“对困难的病人收个成本价，特别困难的就不要
了。”高延昌说。

多年的辛勤付出，高延昌赢得了乡亲们的口碑。“高
大夫心肠好，哪家都欠着他人情呢。”“选高大夫当模范，
全村人都说中。”大家都这样评价他。

多年来，高延昌先后被授予“栾川县优秀乡村医生”
“乡镇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2016年7月，高延昌当选
全国“最美接种医生”。

面对荣誉加身，高延昌依然忙碌如初，心平气和：
“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比不上父辈，也比不上很多
同行。我选择了行医，这就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村民的
健康是我最大的幸福！”

本报记者 高峰 通讯员 柴玎玎

30年坚守，一个人的“长征”

疫苗接种，一个孩子都不能少

随叫随到，他是村里的“活地图”

子承父业，守护全村人健康

高延昌（左）在首届“河南最美医生”颁奖典礼上 （资料图片）

深山里的藏香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