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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母亲每天背子求学，只因她相信一句话……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夏军)2 月 27 日，广西东兰县高中又到
了开学第一天。上课铃响，一个瘦弱的母亲正背着戴眼镜的男孩
爬上楼梯，来到高一某班的教室。学生们都认识这对母子———
50 岁的母亲黄乜鲜和她 17 岁的儿子黄必华。

多年前，黄必华因病下肢瘫痪，家境贫寒。尽管有低保，但日
子依然困难。黄乜鲜坚持让孩子上学读书，每天背着他一路求
学，她说：“上学才是他唯一的出路，我不知道能背多久，能背一
天我就坚持一天。”

走出消沉，“读书才是出路”

每天，黄乜鲜将黄必华用轮椅推到教学楼下，蹲下身，将儿
子双手搭在肩上，躬身背起他，爬楼梯到二楼教室，将儿子放在
座位上，再转身离开。

背着儿子去教室、又背回来；再背去、又背回来……这对黄
乜鲜而言已轻车熟路。在这所大山深处的高中，黄乜鲜每天跑 6
个来回，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黄必华说，读小学二年级时，他感觉腿部沉重，抬不起来，后
来两条腿失去知觉。当时，父亲带着他去了好多家医院，医生摇
着头告诉他下肢瘫痪难以康复。那时，黄必华感觉整个世界都黯
淡了，他整天躺在床上，不跟任何人说话。

而家境清贫、丈夫身体差，也让黄乜鲜夫妇暗地里抹眼
泪。他们担心自己老了以后，双腿残疾的儿子没办法活下去。
黄必华说，当时父亲鼓励他回学校读书，“时间久了，对现实也
认清了，觉得自己没有别的出路，还是要去读书。”

2011 年，离开学校 3 年后的黄必华回到拉板小学。为方
便背儿子上学，父母来到学校旁的砖厂打零工，砖厂老板为他
们腾出一间工棚居住。夫妻俩每天早晨背着儿子去学校，放学
再接回来。“一块水泥砖 50 斤重，制成后堆放好，才算完成，能
赚 1 块 2 毛钱，非常辛苦，一天只能挣 20 至 30 元钱。为了背

我读书，他们坚持留在砖厂。”黄必华流着眼泪回忆，那时父亲
因为肝硬化，经常捂着胸口难受得说不出话来。

渐渐长大，“能背一天算一天”

2012 年，黄必华的姐姐考上大学，家里的日子更加艰
难。

2014 年，黄必华考入东兰镇中学，但学校没法为他提供
单间宿舍。为了继续背儿子读书，夫妻俩在中学旁租下一间面

积很小的房子。无法干重活的丈夫每天背儿子上下学，黄乜鲜
则到临近县区林场打零工。然而，黄必华刚读初三时，肝癌晚
期的父亲离开了人世。

黄必华父亲离世后，黄乜鲜悲痛欲绝，这位瘦弱却很坚强
的女人，每天按时背着儿子上 5 楼教室，早中晚几个来回。

丈夫治病、女儿读书，让家里欠下不少债务。每天要背儿
子读书的黄乜鲜没法找工作，一家人靠低保和借钱度日。为增
加收入，黄乜鲜常捡些矿泉水瓶，有时还能捡些日用品。“妈妈
有时会捡回一些洗衣粉、旧衣服或者球鞋。”黄必华说，他脚上
仍穿着母亲捡回的一双黑色运动鞋。

黄乜鲜曾对黄必华的老师说，儿子渐渐长大了，她不知道
自己能背多久，但只要能背一天就算一天。

人间有温暖，“再苦也不怕”

2017 年，黄必华中考结束，以他的成绩他本可到全市最
好的高中读书。但因离家太远、行动不便、成本高等原因，黄必
华决定在东兰县高中读书。

东兰县高中副校长黄灵平说，了解到黄必华家里的实际
情况后，学校在一楼提供了单间宿舍免费给他居住，还给了黄
必华 5000 元助学金；从深圳来学校支教的教师王圣平在朋友
圈发动爱心捐款扶助黄必华；学校小卖部的老板也给黄乜鲜
提供了打零工的工作。

同学们对行动不便的黄必华充满关爱，有人背着黄必华
下楼梯去厕所，有人课间背着他下楼到篮球场。如此种种都被
他的母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母亲的坚强鼓舞着黄必华。黄必华的初中语文老师说，在
父亲去世后，母亲最悲伤的那段时间，黄必华每天安慰母亲，

从来轻易不表露自己的悲伤。

黄必华语文成绩很好，他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秋天的怀
念》，讲述一个青年瘫痪后，母亲给他无限的爱，让他变得无比
坚强的故事。而文章的作者史铁生与他有着相似的境遇。他
说，自己正努力学习照顾自己。“我要努力做自己能做到的
事。”黄必华说。他的高一班主任则说，几乎没见到黄必华情绪
低落或失望过。

如今，这个家庭有了新希望。黄乜鲜的女儿大学毕业后，
在一家医院当护士，一家人的生活正在好起来。

看着坐在轮椅上的儿子，黄乜鲜说：“如果他能考上大学，
我还是要背他去，再苦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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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东兰县隘洞镇板康村，黄乜鲜背着儿子黄必华上三轮车(2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记者陈国洲、王研、马剑)春节
是喜庆团圆的日子。为了守护千家万户的祥和与安宁，执勤
一线的三位公安民警无惧牺牲，用忠诚与生命书写赤子情
怀。

三位民警在春节安保岗位上书写壮烈

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初三，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交巡警
大队副大队长杨雪峰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年仅 41 岁。

这一天，节日的欢愉让重庆市渝北区石船镇 319 国道车流
量剧增。为了让群众节日出行顺畅，一大早，杨雪峰便带领同事
赶往石船镇渝长东街十字路口疏导交通。

11时许，石船镇人张某驾摩托车违法搭载两人经过，杨雪
峰上前纠违，并责令其改正。张某心怀不满，回家取了尖刀，尾随
杨雪峰，趁其不备朝他腹部、颈部连刺数刀。杨雪峰当即血流如
注，现场视频清晰地显示，为不伤及周围群众，他拼尽最后一丝
力气与凶徒奋力搏斗，双手死死攥住对方。

凶徒被赶来的战友制服，杨雪峰却倒在了血泊之中。当日
11时 38 分，杨雪峰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同一天，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90 后”民警
赵鑫在抓捕持枪犯罪嫌疑人时从楼上摔下，身负重伤。

当天凌晨，盐津县椒子村冒水孔社的熊某奎酒后持刀将哥
哥一家三口砍伤，并持自制火药枪和刀与民警对峙。危急时刻，
赵鑫和战友们勇敢迎上。不料楼顶护栏因承重过度突然倒塌，赵
鑫从 8 米多高的楼上重重摔下。所幸因抢救及时，重伤的赵鑫目
前刚脱离生命危险。

2 月 17 日，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新城大队事故处
理中队中队长张旭辉在值班期间突发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经
抢救无效因公殉职，年仅 38 岁。倒下的时候，他手里还紧紧攥着
对讲机。

一片丹心诠释忠诚和担当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造就了无惧牺
牲的英雄。

妻子黄雅莉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杨雪峰在外加班的春
节，但她记得，这已经不是丈夫第一次面对危险。

2016 年除夕夜，杨雪峰带领民警巡逻期间，发现一小
汽车引擎盖突然冒出浓烟，引发群众恐慌。关键时刻，杨雪
峰冒着可能爆炸的危险冲上去，排除险情、疏散群众。“关
键时刻还是警察靠得住！”围观群众向杨警官竖起了大拇
指。

在杨雪峰的追悼会上，一名身着警服的小伙子格外显
眼，他在灵柩前深深鞠躬，又跪下来连磕三个响头。“杨叔叔，
如今我成了你，却再也见不到你！”说到这儿，小伙子恸哭失
声。

这位年轻的民警是 20 年前杨雪峰帮助过的一名走失儿
童汪泽民。那年，年仅 3 岁的汪泽民随父亲逛重庆沙坪坝百货
公司时走失，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杨雪峰把他送回了父亲身
边。从懂事起，汪泽民便立志当一名人民警察。2017 年，这个
心愿终于实现，警校毕业后，他成为重庆市公安局轨道交通总
队的一名民警。

身高 1 . 81 米的赵鑫对警察工作无比热爱，工作起来总
有一股冲劲和韧劲。侦破贩毒案时，他曾经乔装成买家与毒贩
周旋，无惧危险；抓捕嫌疑人时，他曾在严冬冰冷的雨中跋涉
两小时，因天黑路滑摔下山坡，直至抓到了嫌疑人才发现腿
上、手上都在流血……

“法律比我大，死者比我大，事实比我大，我有什么权力胡
乱判定？”——— 这是张旭辉的职业信条。从警生涯中，张旭辉累
计处理道路交通事故 1 . 2 万余起，带头侦破或参与侦破道路

交通肇事案件 150 余起，但这么多案子中他始终坚持“公”字
当头，秉公执法，深受群众信赖。

为大家舍小家义无反顾

因为大家，往往就要舍了小家，这是人民警察的无奈和担
当。

很多同事不知道，杨雪峰的老父亲患有骨癌，母亲患有严
重的眼疾，他虽然是单位、医院两头跑，但不仅没有耽误一天
工作，还长期加班加点，几乎没有陪家人度过一个完整的节
日。杨雪峰的 2017 年是这样过的：元旦，在加班；端午，在加
班；国庆，在加班；春节，还是在加班。

今年春节，已是癌症晚期的父亲，被医生宣布生命进入了
倒计时。一边是重病的父亲，一边是繁重的节日安保任务，杨
雪峰还是坚持两头跑，没有请一天假。老父亲抚摸着儿子的警
服，含泪回忆道：“儿子说，单位人少事多，如果自己不多承担
一点，其他同志就要多做一点，他们还小呢，家里也有老人孩
子……”

在同事眼中，赵鑫是一个铮铮硬汉；但在群众面前，这个
虎背熊腰的男人却满怀柔情：他曾在抢险救灾中转移群众 30
余人，双脚因长时间浸泡在污水中感染溃烂。对于家人，赵鑫
曾不止一次表达愧疚，为了办理一起突然发生的命案，他半途
终止蜜月之旅，从千里之外赶回单位……

因为忙于工作，张旭辉和父母一个月也见不了几面，女
儿经常托父母帮带。但他所在的中队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定，每次打完“硬仗”后，所有人都要带上家属到张队家里聚
一聚。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当我们又度过了一个平安和谐欢乐
的春节，背后恰是有千万个杨雪峰、赵鑫、张旭辉的默默守护，
他们用无私奉献诠释着人民警察的使命与担当。

我们的平安欢乐，他们用生命守护
记春节期间坚守岗位无惧牺牲的三位公安民警

近日，3 岁女童邓紫暄在广西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到了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广西
管理中心送去的由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转赠的部分善款。小紫暄来自
广西贺州，养父母和社会的关爱给
了身患重度地中海贫血症的她第
二次生命。

“她很聪明的，你别看她小，已
经能认识很多个字了，唱歌跳舞也
都会。”吴秋红对前来看望小紫暄
的记者说。谁能想到，三年前刚出
生不久的小紫暄曾几度命悬一线。

2015 年 5 月的一天，邓贤群、
吴秋红夫妇在家门口发现了只有 7
个月大的小紫暄。当时的小紫暄还
发着高烧，夫妻两人立刻抱着她赶
往医院。

“孩子特别干瘦，显得脑袋很
大，到医院抽血都很难抽出来，医
生都流眼泪了。”吴秋红说，她至今
也忘不了在医院的这一幕，检查发
现小紫暄患有重度地中海贫血症。

经抢救后小紫暄转危为安。吴
秋红夫妻俩到派出所报案，却找不
到她的家人，只能又把她抱到福利
院。

“到福利院我一看，里面一个
阿姨要照顾二十多个孩子。她又一
直趴在我怀里，拉着我的衣服不放
手。”吴秋红说，眼前的这一切让她
更舍不下小紫暄，夫妻俩也正好还
没有自己的孩子。她与丈夫商量
后，办理了领养手续，收养了小紫
暄。

“我好不容易救回孩子一命，

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了，绝对不会
再抛下她。”吴秋红说。看到妻子这
样坚持，邓贤群也选择支持。

就这样，夫妻俩带着小紫暄，
踏上了漫长的求医路。这些年为了
给孩子治病 ，他们不仅花光了积
蓄，还背了十几万元的债。

小紫暄的病要想根治，唯一的
办法是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幸运的是，2016 年 10 月，他们在中华骨髓库中为小紫
暄找到了合适的造血干细胞配型者，但高昂的移植费用让
这个已经负债累累的家庭无法承受。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小
紫暄得到了社会上许多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的帮助，陆续
筹集到了约 60 万元善款。不仅如此，为小紫暄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志愿者许小良得知小紫暄的情况后，立即捐出了
11666 . 66 元。

“这数字比较吉利，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只希望她能
早日康复。”许小良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2018 年 1 月 23 日晚上，小紫暄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移
植手术，目前情况良好，已经从移植仓转到普通病房。

在缴纳完小紫暄的手术费之后，吴秋红把所剩的 10
万元善款又捐了出去。“还有很多像小紫暄一样的小朋友，
都希望得到帮助。”吴秋红说，她与丈夫也报名采样加入了
中华骨髓库，成为捐献志愿者，希望能为更多的“小紫暄”

们带来希望。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广西管理中心副主任
刘丹莉介绍，广西目前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重型地
贫患者保守估计在 5000 人左右，广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资料库的志愿者虽然已经有几万人，但是能匹配并移植成
功的几率微乎其微。

“我们在很多公共场所，都有做宣传，也希望广大市
民朋友们积极踊跃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刘丹莉
说。

(林凡诗、黄凯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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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3 月 1 日电(记者于力、龙雷)“这条路，对我而
言，如一条时光隧道。在这隧道的两端，一端是都市，一端是山
村；一端是家人，一端是学生；一端是妻儿对我早日归来的期盼，
一端是我对祖国美好明天的追寻……”这是 2 月 28 日开学前，
退役中校邱玉君去往山村支教的路上给自己写的一段话。

50 岁的邱玉君是空军某部的一名退役中校，2009 年转业
到鞍山民航部门工作，2011 年 10 月，邱玉君选择辞职，告别妻
女，只身来到辽西贫困山区义务支教，在葫芦岛市建昌县老大
杖子乡几所偏远小学辗转教书，如今已经有 7 个年头。

从鞍山市到建昌县老大杖子乡的学校，全程 500 多公里。
7 年来，邱玉君往返两地已经奔波了 1 万 4 千多公里。28 日，
记者全程记录了邱玉君离开鞍山返回支教学校的过程。

今年 3 月 1 日是邱玉君的第 14 个开学日，像以往每个学期
开学前一样，邱玉君的手提箱都塞满了带给学生的新衣服和各
种文具。28 日早，邱玉君一遍一遍检查给学生的礼物，生怕漏掉
什么。在厨房为他做早饭的妻子一再叮嘱，别忘了多带点衣服和
药。邱玉君的身体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硬朗了，关节炎、肩周炎等
一些慢性病逐渐找上身来。

8 点 10 分，邱玉君登上了去往建昌的大客车。在支教前，他
对这个贫困县还仅仅停留在概念上，如今就连这个县最远乡的
山山水水他都已经很熟悉了。

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雨雪敲打着车窗，望着逐渐远去
的城市，邱玉君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敲下了 8 个字“风里雨
里，回到山里”。

他要坐 6 个小时的大客车到建昌县城，从县城到乡里
还要 2 个多小时，再步行几公里到学校。支教伊始，他用
转业费买了一台小车，开学前拉上满满一车书本文具和
新衣服送给学生。2012 年 2 月末，新学期开学前，邱玉君
开车途经冰雪尚未融化的山道出了车祸，两根肋骨骨折，

必须住院，他却坚持要回校上课，在宿舍一边侧躺着，一
边给孩子们上课。看到老师疼得直冒汗，孩子们都心疼得
掉眼泪。

“后来我就不再开车了，我觉得把花在路上的油钱省出
来，可以给孩子们买更多学习用品。”此后，手提一个蓝灰色的
箱包和一大袋糖果，身背一个肩包成了他每次开学前的“经典
形象”。

山里的太阳落得早，下午 4 点多，天已渐黑，当邱玉君出
现在村口时，在外面玩耍的几个孩子一看到他的身影就围了
上来，有的帮忙背包，有的拉着老师的手直说“我想你，老师”。
随着孩子们的欢呼声，一些村民也加入到了欢迎的队伍，有人
手提着白菜和土豆要送给他，有人把在家里捂热乎的被褥抱
了过来，有人甚至要直接拉他回家吃饭。

7 年的辛苦付出，乡亲们看在眼里，他们早已经把邱玉君
当作自己的家人。邱玉君一进屋，62 岁的李凤兰就把刚炸好
的丸子送了过来，“他为了我们的孩子，一个人从城里跑到这
来，过得这么苦，我们真是不忍心啊！”

一年级学生刘玉梦和她的父母也来看望邱老师，她拿出
给老师画的画和一封大年初三写的信，信上说：“老师新年好，
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作业都写完了，你快点回来
吧！”

送走了学生和家长，邱玉君赶紧带上文具，骑着摩托车去
家访。每年开学前一天，他都要走访几户贫困人家，有的是送
去资助学费，有的是送去文具和新衣。

齐怡是邱玉君曾经教过的学生，她从小没有母亲，今年过
年期间父亲又过世。上初二的她和弟弟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抚
养。邱玉君一直资助姐弟二人学费，将学费交到姐弟俩手上
后，邱玉君鼓励他们再苦再难也要把学上完。

家访结束已经 9 点多了，邱玉君回到家里，才发现还没烧
炕。一个假期没人住，屋里格外冰冷，穿着棉袄戴着帽子还是
冻得直哆嗦。“晚上睡觉，我身上裹着电褥子，头上戴着帽子，”

邱玉君笑着说，“7 年啦，已经习惯了。”
3 月 1 日早晨，随着太阳升起，邱玉君肩背挎包，精神抖

擞地骑着摩托车向学校奔去。又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

7 年前告别妻女，只身来到辽西贫困山区义务支教，已往返奔波 1 万 4 千多公里

戴着帽子睡觉，“退役中校”万里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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