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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张瑜嘉/文
记者 孙自豪/图

“身家千万段新宽，不当老板当
村官。”平地一声雷，震动了栾川县三
川镇三川村的沟沟岔岔。

三川村地处豫西深山，是中原地
区海拔最高的村落。和大多数山里
娃一样，青年时代的段新宽是外出务
工大军的一员。凭着一副宽肩膀、好
心肠，他很快从小工，干到了工头，掘
得了人生第一桶金。

后来，段新宽回乡开了矿，到
2000年，已拥有千万资产。当时的三
川村还依然是“三穷村”——人穷、地
穷、日子穷，而且村集体负债累累。

从穷苦里走出来，段新宽深知山
里人生活不易，2001年，爽快地接受
了老支书和乡亲们的邀请，回村带着

大伙儿一起干。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第一年，段

新宽捐出10多万元，堵上了村集体欠
下的债务窟窿，而后又出资数十万
元，把村委会办公楼的“半拉子工程”
进行整体修缮。接下来的几年，他又
自掏腰包为村里建起了卫生所，铺设
了水泥路，通上了自来水，改造了农
贸市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山里人穷，村民刘秀莲家的情况更
特殊，她的丈夫早逝，儿子意外病故，儿
媳改嫁，只留奶孙俩相依为命。“婶子，
我帮你一起把孩子养到18岁！”段新
宽出资帮助刘秀莲建起新房，而且每
个月都送来生活费。在三川村，所有
的困难家庭都得到过段新宽的帮助。

段新宽心里始终清楚：脱贫致

富，只靠个人难以持续，脱贫必须有
项目、有产业。这些年，他斥巨资开
发抱犊寨红色旅游景区，把商铺免费
租给贫困群众，还提供创业基金，帮
助他们起步。如今，在抱犊寨的带动
下，景区方圆两公里，家家有宾馆，户
户有饭店，人人有事干，打工村民纷
纷回流，原本沉寂的乡村活起来了。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8年来，段新
宽没领过一次工资，没报销过一个条
子，没接受过一次吃请，人送外号“三
不书记”——不领工资、不报条子、不
受吃请，村“两委”整个班子也都风清
气正。这些年，段新宽先后荣获全国
劳模、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河南省
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最美村官等荣
誉称号。

□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张珂 文/图

花山村，位于宜阳县花果山乡，
是该县较偏远的行政村之一。花山
小学，仅剩1名学生，孔文卿仍然默默
耕耘，甘当三尺讲台“守望者”。

今年，是他在这所小学教书的第
38个年头。他说，“哪怕仅剩一个孩
子也要坚守下去”。

每天清晨，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铃
声，熊耳山腹地的花山村，回荡着读书
声。“我很爱这所学校，和孩子们在一
起很快乐，也很满足。”课间，孔文卿看
着学生奔跑嬉戏，脸上满是笑容。

孔文卿是土生土长的花山村人，
也曾是花山小学的学生。1978年，他
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

生。1982 年，花山小学遭遇“教师
荒”。孔文卿临危受命，成为一名民

办教师。自2001年起，孔文卿成了
这所小学的校长，他对这座深山沟里
的小学负起了更大责任。

曾经，花山小学也十分热闹，鼎
盛时期的2008年在校学生有120多
名。不论学生多少，对孔文卿而言，
校便是家。学校师资不足，他想方设
法向上级申请，邀请教师到村里任
教；学校设施简陋，他不厌其烦地从
外地添购教学设备，尽量使孩子们能
享受到与山下孩子一样的教育条件。

2018年，花山村一下子出了8个
大学生，而且这几个孩子都曾是他的
学生。“这是我们村有史以来考上大
学人数最多的一年。”孔文卿说，他最
高兴的就是看到孩子们能读书识字，
走出大山，实现他们的理想。

近10年，花山村没有一个孩子因
贫辍学，还有18人考上了大学，10人
已经参加了工作，5人师范院校毕业
后重返校园从事教学工作。

最近这几年，不少村民搬出了深
山，一些学生也随家长到镇上或县城
读书。孔文卿不舍花山小学凋敝，毅
然坚持办学。孔文卿深知教育对山
区孩子的特殊意义，“掌握知识是他
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我很想把这所学校办好、传承
好，虽然仅剩一个孩子，我仍会坚守
下去。”孔文卿说，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能有志愿者或特岗教师来花山小
学接班。在这之前，只要学校需要，
他就退而不休，继续干，干到干不动
为止。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美娟

将一生都奉献给医疗事业，曾先
后荣获“省优秀共产党员”“省优秀医
师”“省三八红旗手”“市优秀专家”

“市优秀名医”等荣誉称号的市中心
医院医生王晓阳，至今仍被人们所怀
念着。王晓阳去世两年多了，她当初
一手创立的微信群里还在延续着医
患之间的暖心交流。

1989年，王晓阳从中山医科大学
医学系毕业，来到市中心医院工作。
在27年从医生涯里，她始终以高超的
医术和无微不至的服务，使一个个濒
临死亡的患者重获新生，创造着一个
又一个医学奇迹。

2000年，王晓阳承担起组建心脏
重症监护病房的重任并担任主任。
当时，急性心肌梗死的溶栓治疗在洛

阳刚刚起步，心脏起搏器还不能安
置，重症患者的死亡率很高。为尽快
提高心脏重症的治疗水平，王晓阳多
次外出学习，引进并开展了多项新技
术、新业务，使市中心医院危重患者
的抢救成功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王晓阳身边的同事提到她常说：
“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打电话，她随叫
随到。”外出候车的她，遇到原先有过
交集的患者家属有问题，不顾赶不赶
得上车，硬是要去患者家里看看……

2015年9月，王晓阳被查出患恶
性肿瘤。在患病期间，只要病情稍有
好转，她就到医院上班，到病房询问
病人情况。因患病及治疗瘦了50斤
的她，已经不能再为病人做手术，王
晓阳就要求在办公室进行业务协调，

解答年轻医务人员和病患的问题。
2016年9月，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的王晓阳，开始托同学联系角膜捐献
的事。当年10月2日上午，王晓阳走
完她51岁的生命历程。当天下午，王
晓阳的角膜被顺利摘取，分别被成功
移植给两位患者。

生前，王晓阳拥有主任、党支部
书记、专家等各种头衔，但她最喜欢
的，还是“大夫”两个字。与病人交
流，她从不主动表露自己的荣誉和
头衔，只是说：“我姓王，是这里的大
夫，你有啥事就跟我说。”王晓阳20
多年在“让患者不留遗憾”的路上拼
命地奔忙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
生命的遗憾，成就了无数患者的“不
留遗憾”。

孔文卿：三尺讲台“守望者”

段新宽：富而思源 造福桑梓

王晓阳：用一生谱写医者大爱

孔
文
卿

段
新
宽

王
晓
阳

（
资
料
图
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