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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4100 多米的青藏铁路格拉段玉珠峰站工地简易板房宿舍，中铁二十一局
电务电化公司女子信号工班“四姐妹”在炉火旁休息（ 2017 年 10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侯德强摄

她年龄不大为何受患者爱戴？秘密找到了

▲魏海燕在为患者动手术（ 3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15

新华社上海 3 月 6 日电(记者孙丽
萍)她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首演者，
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园丁”，更是一位
勇敢无畏的奋斗者。

78 岁的小提琴演奏大师、上海音乐
学院中小提琴教育室主任俞丽拿，今年
荣膺“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是俞丽拿的
“初心”，也是她 66 载的坚持，成为始终
相伴的生命旋律。

“为中国人而创作，以中

国自己的文化创作”

1959 年 5 月，俞丽拿登台首演小
提琴协奏曲《梁祝》，获得巨大成
功。从俞丽拿琴弦上流淌出来的这首
协奏曲，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版本，
也是中国传递世界的一张闪亮名片。
迄今，《梁祝》在全球灌制的唱片发
行量已逾 300 万张。

1952 年，12 岁的俞丽拿被组织分
配学习小提琴，当时她的反应是“我不愿
意呀，可不愿意了……”当时的中国观众
并不“待见”西洋乐器小提琴，极少喝彩。

一次，俞丽拿问前来看演出的周恩
来总理：“我们的小提琴，老百姓好像不
喜欢，怎么办？”周总理回答：“你们年轻
人要敢想敢做，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俞丽拿
明确了自己艺术发展的方向。她参与
发起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学派
实验小组”。

在俞丽拿看来，让小提琴说中国话，意
味着“为中国人而创作，以中国自己的文化
创作”。她表示：“《梁祝》的成功，是因为它有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作基础。人人知晓梁祝浪漫的爱情故事，又有越剧《梁祝》珠玉在
前。只有贴近人民，才能创造出最优秀的、最有生命力的艺术。”

生病也授课，病房变成“琴房”

半个世纪以来，在俞丽拿音乐教育基地——— 上海音乐学
院教学楼那间普通的教室，走出了众多优秀小提琴演奏者，
包括黄蒙拉、王之炅等闪耀国际乐坛的人物。

每天早晨 8 点，俞丽拿风雨无阻，提前来到教室里等待
学生，“学生知道我在等，都不敢迟到。”

学生们习惯了这样的场景：推开教室门，俞老师躺在沙
发上，然后开始上课，因为腰椎间盘疼痛。她生病住院，学
生们会被叫进病房授课，病房响起悠悠琴声。还有一次，因
声带小结开刀而不能说话，她干脆自制了一套教学纸板，提
示、纠正学生演奏上的问题……

在学生面前，俞丽拿是“严师”，更是“慈母”。逢年过节、学
生生日，或者学生摘得荣誉，学生们都习惯到她家聚餐，分享
蛋糕，其乐融融，“就像一个大家庭”。

黄蒙拉摘取小提琴演奏“桂冠”——— 帕格尼尼小提琴大
赛金奖那天，俞丽拿正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梁祝》。
学生的越洋报喜电话打来，俞丽拿的第一反应是：“蒙拉，
你是不是连换洗衣服都没有了？”电话那头的黄蒙拉回应：
“老师，您怎么可以这样料事如神……”

50 多年来，俞丽拿坚持不收学生上课费、补课费。她并不
富有，至今仍与老伴居住在 20 年前购买的位于上海近郊的房
子里。对于名利，她很淡泊。

“现在是商品经济社会，有人向学生收很高的学费。我的理
想是让小提琴在中国发展，让中国的小提琴在世界上享有更高
地位。这是我的热爱，我不能在学生身上赚钱。我只是从自己做
起，传承上海音乐学院的优良教育传统。”

“只要一直拼搏向前，终会成长、收获”

多年来，每次出现在舞台上、教室里，俞丽拿都是神采飞扬、
青春焕发，让人看不出真实年龄，更感受不到她的身体状况。

“其实，我身体的毛病多得很：‘三高’、腰椎、颈椎、骨关节、声
带小结、白内障……甚至连得个感冒都会引发危险。但我每天
依然该做什么做什么，‘无知者无畏’了。”俞丽拿对记者笑言，跟
学生在一起，就是治病的良药、青春的秘方。

俞丽拿有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轶事：40 多岁开始学习英
语，中年后做到出国演出不用别人翻译；59 岁时开始学习开车，
如今 78 岁高龄独自开车上下班，不让学校特殊照顾……

上舞台演出前，她自己动手整出漂亮发型；回到家化身“保
姆”照顾患轻度老年痴呆症的老伴；为了更好地陪着老伴，她学
会了网购，成为娴熟掌握网络购物的时髦奶奶……

“人生中大概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你吧？”面对记者的
问题，俞丽拿作答：“人生不必害怕失败，也不要太在意结
果，只要一直拼搏向前，你终会成长、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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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宁 3 月 7 日电(记者黄凯莹)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前夕，全国妇联
决定授予 10 位杰出女性全国三八红旗手标
兵荣誉称号，广西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艾滋
病科护士长杜丽群是当中的一位。在抗艾一
线坚守了十多年，护理艾滋病患者超过万
名，她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

“我是共产党员，要起带头作用，我不来
其他护士更不敢来。”2005 年，得知医院要成
立广西首个艾滋病科的时候，不少人对这一
“生命禁区”望而生畏，但杜丽群却这样说。

杜丽群向医院主动请缨，担任艾滋病科
的护士长。在筹备成立科室之初，接受艾滋
病护理专门培训、制定新科室规范、划分病
区区域、新募、培训人员，她一肩扛起。

13 年来，这个艾滋病护理团队从成立之
初的 8人增加到 60多人。重症患者创面清理、
吸毒患者毒瘾发作、绝望病人试图轻生，面对
这些时常遇到的难题，杜丽群带着她的团队用
过硬的专业水平和医者的仁心去克服。

患者小陈的难题一直牵动着杜丽群的
心。她第一次见到小陈是在 2014 年，当时二
十出头的小陈查出患有艾滋病。“刚开始她到
门诊拿药，每次男朋友都陪着。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她都自己来了，人也变得憔悴，一问果然
是跟男朋友分手了。”杜丽群回忆道，她对小
陈很是心疼，碰面时都会多嘘寒问暖几句。

后来，小陈又恋爱了，还来到杜丽群
的科室发喜糖。小陈的丈夫身患艾滋病已
有十几年，所幸他一直坚持抗病毒治疗，
检查结果显示那时夫妻俩体内的病毒已经
很少。

“我想当妈妈了。”小陈对杜丽群透露
心声。杜丽群非常能理解小陈的心情。虽然

有母婴阻断技术，但过程中还存在着风
险，杜丽群耐心地向小陈解释：“要用抗
病毒药，定期检测，艾滋病病毒载量检测
不到了再考虑要小孩子。怀孕后定期来
检测检查，生产时要到专科医院，孩子出
生后要做快速检测，服用抗病毒药 42 天，
到 1 岁半再检测……”

在杜丽群和其他医护人员的帮助下，
小陈在 2015 年顺利产子。孩子在一岁半
时检测证明没有被感染艾滋病毒。 2017
年，小陈的二胎又出生了。

杜丽群及其团队至今已经帮助 100 多
位艾滋病母亲通过母婴阻断技术生育了健
康的孩子。“每个女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孩
子，也希望孩子健康。”杜丽群说。

作为母亲，杜丽群能对像小陈一样的
患者“感同身受”；作为女性，她有着能
触到患者心灵的细腻。科室的护士蒙春深
有体会，她说：“杜护士长对我们工作的
要求细致到语言上。”

杜丽群为护士们定了一个不成文的
“规矩”：要学会讲南宁白话，鼓励学习
壮语、桂柳话等在广西较多地区使用的少
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一些知识水平比较
低的患者、或者是一些来自较偏远的少数
民族地区的患者，他们往往不会讲普通
话，只会说当地的方言，需要我们关心得
更加多一些。”杜丽群说，语言沟通不畅
在客观上会造成这些患者就医不便，如果
能用他们熟悉的方言去交流，不仅有利于
沟通病情，还能拉近与他们心灵的距离。

就这样，杜丽群日复一日地在抗艾一
线坚守着。“既然选择了，就要一直走下
去。”这是杜丽群无悔的巾帼豪情。

洗回澡要跑千里，“四姐妹”知苦不怕苦
青藏线女子信号工班 4 名女工用青春“点亮”信号灯

新华社西宁 3 月 7 日电(记者马千里、赵
雅芳)海拔 4160 米，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
的玉珠峰车站孤独地站在莽莽昆仑雪山脚下。
尽管阳光明媚，呼啸的寒风仍然刺痛脸颊。

玉珠峰车站是青藏铁路线上的一个无人
车站，高寒缺氧、环境艰苦。对中铁二十一局
电务电化公司女子信号工班的郑艳、王姗、李
芳和张菲菲“四姐妹”来说，她们早已适应了
比这更苦的环境。

走进玉珠峰车站的信号室里，女子信号
工班正在施工，理线、配线、绑扎、焊接……
25 架组合柜排列而立，已经接入了密密麻麻
的各色线缆。

她们四人平均年龄只有 32 岁，平均工龄
近 10 年。郑艳说，这些年她们接过的线缆长
度能绕地球好几圈。

2016 年 3 月，女子信号工班跟随青藏铁
路格拉段扩能改造工程项目部来到青藏高
原，负责各站点信号室内的施工。目前，清水
桥站、可可西里站、沱沱河站等 9 个站点已经
顺利开通。

玉珠峰车站是她们参与信号施工的第 11
站。王姗说，相比之前海拔 4765米的昆仑山站、
4707米的风火山站，这个站点的条件还算不错。

初次到高原作业，低温缺氧、天气多变等
都让这几个年轻姑娘吃不消。“连续几天头疼
睡不好、脸和眼睛都是肿的”，但她们仍然坚

持工作。
由于工程全线属于无人区，施工点都

在雪山下、戈壁滩上，吃水、用水，洗澡、上
厕所更是不便，这让几个姑娘很是头疼。

郑艳说，由于害怕在野外碰见狼，她们
都是结伴去找地方上厕所。而想要洗一次
澡，只能坐车去四五百公里外的格尔木市
区，一个月左右才能洗一次澡。

在曲吾站施工期间，她们遭遇了数次
大暴雨。扎在戈壁滩上的帐篷灌进了雨水，
地上的鞋和脸盆都飘起来了。在风火山站，
她们临时在一间牛棚里过夜，大风呼号，牛
棚的一角被刮得垮塌，第二天起来，姑娘们
自己修补牛棚……这一切，都成了她们日
常的趣闻笑谈。

“吃点苦很正常，铁路走到哪儿，我们

就要跟到哪儿，能克服的困难还是要克
服。”这是她们的回答。

在一架组合柜前，张菲菲正在梳理线
缆，将各色线缆一根根捋顺后，按照线径、
色谱分开，再快速用扎带绑扎。一旁的李芳
正拿着图纸比划，研究下一步的配线方案。

“手要快、准、稳，也要巧，这是对信号
工的基本要求。”李芳说，尤其焊线施工是
精细作业，用 340 度高温的烙铁在仅有
0 . 23 平方毫米的接口上焊接，戴手套操作
不便，烫伤手是常有的事儿。“焊锡丝溶液
掉到皮肤上钻心地疼”，她的手上还能看到
一块粉红色的疤痕。

在高原作业，还要不断遇到和解决新
的施工难题。张菲菲介绍，刚到高原时，发
现扎带受冷容易断裂，影响绑扎质量，增加
了作业难度。后来，她们想出了用热水煮扎
带的办法，方法简单，效果十分显著。

作为普通铁路人，女子信号工班常年跟
着项目跑，一年有 8 个多月不能回家。谈起
工作上的考验和生活上的困难，“四姐妹”付
之一笑：“我们是女汉子，不怕。”提起家人、
孩子，她们都回归于最柔软的角色、真实的
本我。工作间歇，王姗喜欢拿出手机，和姐妹
们分享 5 岁儿子的照片和视频，边看边笑，
笑着笑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她们说，想家的时候也想过放弃，但
是，青藏线总要有人坚守，有人奉献。

“信号灯好比是火车的‘眼睛’，信号工
肩负着列车安全运行的责任。”郑艳说，“如
果我们的坚守，能把更多人安全送到家，让
更多牵挂的人安心，就是值得。”

有人畏艾如虎，她主动扛起护理重任
全国三八红旗手、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杜丽群 13 年护理病患超万名

▲杜丽群(2017 年 9 月 18 日摄于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新华社武汉 3 月 7 日电(张汨汨、蒋龙)大地呜咽，天空垂
泪。 7日上午，空降兵李道洲烈士追悼会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
区殡仪馆进行。

告别大厅里哀乐低回，白菊束束。“我们来送别英雄！”
数十位群众在英雄灵前深深鞠躬，他们是来自武汉市洪山区东
湖花园小区 2 期的业主们。 3日下午，小区一户居民家中突发
大火，就在附近的李道洲闻讯迅速参加抢救，两次冲进火场与
他人成功救出一对年迈夫妇，但当第三次冲进火场继续救人
时，由于火势凶猛、浓烟滚滚，李道洲同志不幸罹难。牺牲
时，他还背着一名群众。

“元宵月明万家欢，火燃东园暗地天，壮士捐躯催泪雨，英雄
挽曲颂千年。”67 岁的雷自成专门写了挽联，并带着花圈来到现
场。“我是含着泪写完的啊……我当时就在起火建筑里，九死一
生之后，更加懂得英雄的可敬！”雷自成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

“我是代表空降兵直升机团的战友们来送道洲一程的。”
李道洲生前战友武现朋说：“道洲既是班长又是党员，每逢重
大任务他都冲在前面。他平时话不多，但他会为班里每位战士
着想，新兵下班他都会手把手去带教。”

李道洲来自空降兵部队。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这支
部队的前身浴血奋战 43 天，涌现出“上甘岭特功八连”以及特级
英雄黄继光、一级英雄邱少云等一批英雄模范。李道洲烈士生前
所在连队指导员刘勇飞说，今后每天连队晚点名，呼点李道洲的
名字，全连官兵答到，以深切缅怀烈士。 3 月 5日，空降兵部队
批准李道洲同志为烈士，并号召全体官兵向李道洲同志学习，
共青团武汉市委追授他“武汉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

逝者往已，英名长存。火化仪式后，英雄的骨灰将送回老
家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安葬。

三 进 火 场 牺 牲 时

他还背着一名群众
空降兵李道洲烈士追悼会举行

新华社杭州 3 月 7 日电(记者俞菀)学霸、
海归、科室负责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乳腺疾病诊治中心 40岁的副主任医师
魏海燕主动援疆、下基层，在这个繁花似锦的
时代，身材娇小的魏海燕迸发出了巨大能量。
同事佩服她“3 个月干成了别人 3 年都没干成
的事儿”，患者亲切地称她为“苔花仙子”，
感恩其仁心与医术。

“行走中”的职业情怀

“别紧张，这只是一个小手术……”娴熟
的操作、柔和的声音和微笑的眉眼， 15分钟
后，这台乳腺肿块微创手术顺利结束。“之前
我真的很害怕，但魏医生一直安抚我，她的声
音好像有魔力，她的动作特别干净利落。”这
位 30岁的女性患者说。

在浙大一院，慕名而来找魏海燕看病的患
者很多。为何一位青年外科医生会赢得好口
碑？除了名校博士、资深海归这些“光环”
外，更重要的是她坚守的职业情怀——— 始终行
走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

2016年 4月，魏海燕跟随援疆医疗团队
来到新疆阿克苏。除了有效带动当地医院的管
理水平、学科建设外，她多次出访义诊，不断
穿行在戈壁沙漠中。

“记得有一次，坐了 9个小时的车去给一
位 80多岁的病人看病。她知道自己得了乳腺
癌，拒绝治疗甚至拒绝吃饭。但通过诊断，我
觉得她的病情并没有严重到只能等死的地
步。”魏海燕说。

“治病先要解开心锁。”做通了思想工作，魏
海燕为她制定了一整套治疗方案。如今，这位病

人病情控制得很好，还能自己做饭……
“我喜欢到处走走，只有到外面看过，

才知道技术、理念的差别，才知道我们国
家临床医疗到底是什么情况。”魏海燕
说，这是她对做好一名外科医生的理解。

“有些医生，可能觉得进了大医院
好比背靠大树，不用太动脑筋、冒太大
风险就可以平步青云。但魏海燕不同，
她愿意去闯，去医疗资源最贫乏的地方
历练，这可能是很多年轻医生想都没想
过的。”浙大一院乳腺疾病诊治中心主
任医师傅佩芬说。

填补区域专科技术空白

入职之初，魏海燕目睹了浙大一院乳腺病诊
治中心走上专科化道路后的突飞猛进。 2015年，
浙大一院全面托管嵊州市人民医院，魏海燕主动
请缨，跟随专家团队来到嵊州。

“其实当时科室很缺人，她又是重点培养
对象。但她去基层的愿望那么强烈，我们也都
支持她，为她的开创性工作提供后备技术支
持。”傅佩芬说。

嵊州地处浙江中东部，长期以来，当地医

疗机构缺乏乳腺疾病诊治的优质平台。
在嵊州的工作中，魏海燕与当地同事通

力合作，建立“静脉输液港”，开展“乳房
重建术”，填补了当地多项专科技术的空
白。嵊州市人民医院建立甲乳外科后，魏海
燕担任科室主任。短短 4个月，带领团队共
计开展各类手术 372台次。

温暖助力“重生”

我国普外科鼻祖裘法祖院士曾说：“德不近
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魏海燕
始终以这样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温暖病人。

她操刀的“乳房皮下单纯切除联合即
刻背阔肌乳房重建手术”，让不少女性患
者摆脱病魔的同时提升了生活质量。“真
的没有想到可以恢复得那么好，说是重生
也不为过。”乳腺癌患者高女士说。

在魏海燕的办公室抽屉里，整整齐齐地叠
着几十封患者写来的感谢信，她说这些都是
自己珍藏的“勋章”。一位嵊州玠溪村的患
者在信中写道：“来复诊没约上你的号，后
来才知道你去我老家义诊了。真的很感激，
这么冷的天，大老远地为乡亲们奔波……”

魏海燕有一个特殊的黄豆枕头，那是一位
50多岁的患者送给她治疗颈椎病的。里面的黄
豆一粒粒精心挑选、清洗、晾晒、炒好后装入布
套，枕布的内外套又经过反复多次的清洗。

“虽然像苔花一样平凡，却努力地将人
生中内敛的坚韧、明亮的善意、仁爱的温暖
和积极向上的美德传递给周边的人。”有网
民在看到魏海燕的行医故事后写道，“这个
时代需要这样从医为民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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