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9 日上午，李永和推着窦小伟走进
母校市一中大门，时光荏苒，读书时的情景已

渐渐淡去，定格在记忆中，带不走的是对母校
的情谊。在兄弟俩看来，在母校6年的时光，老

师和同学成为他们今后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
财富，母校是两人逐梦的起点。如今，事业蒸
蒸日上的背上兄弟正在用实际行动回报母校，
将自己曾经得到的温暖与善意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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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校园 延续公益

11月 9日上午9点，在学校医
务室内，窦小伟坐在小轮椅上，李
永和穿着白大褂，他们准备利用自
己的专长开展一次颈肩腰腿疼防
治公益活动。

“我最近左侧肩膀、胳膊有点
麻，偶尔还会感到眩晕，能不能帮
我看看是咋回事？”高三年级主任
曹伟兴长期伏案，工作压力大，颈
部不舒服。“你缓慢转转头，看转到
哪里不舒服。”窦小伟按了按曹老
师的颈部、肩胛骨等部位。经过诊
断，曹老师的颈肩疼痛症状不算太
严重，如果不采取措施，一旦颈椎
变形后压迫神经系统，将严重影响
身体健康。“以后同一种坐姿最好
不要超过一小时，要起身活动一
下。比如做头部划圈运动，头部逆
时针转5圈再顺时针转5圈，做5
至10分钟。还有身体坐直双手抱
头，尽量去拉伸肩部和胸部肌肉。
这两个动作能放松颈肩的肌肉。”
窦小伟边解释，李永和边在曹老师
身上做着示范。“果然舒服多了，这
两招简单易学，还真管用。”曹伟兴
笑着道。

课间操时间，在校园东北角的
一个凉亭里，背上兄弟正在给十多
个学生讲解脊柱知识。

“我认识他俩，曾经上过央视
的焦点访谈栏目。”有几个学生认
出了窦小伟、李永和。当班主任董
朝霞简单介绍了两人的事迹后，孩
子们眼中写满敬佩。

“同学们，你们谁的脖子疼、腰
疼，请举手。”话音未落，近一半学
生齐齐举起手。“脊柱不仅支撑全
身，也是重要的中枢神经。我们一
定要让它保持正常的生理弯曲，不
要让它承受过大压力。”窦小伟提
醒同学们，趴在课桌上午休时可以

垫上几本书，也可以使用睡枕等辅
助工具来减少脊椎弯曲度。一个
讲解一个示范，背上兄弟将一些保
护脊柱的小妙招分享给师生，现场
有笑声有赞叹声。“两位学长的事
迹非常感人，离校几十年还惦记着
母校，这份对学校的感情值得我们
去学习。”高三（1）班学生卫原昊十
分动情。

●最忆芳华 难忘同窗

李永和推着窦小伟漫步在校
园里。“高三时候我俩就在崇德楼
的四楼上课，我们宿舍楼在教学楼
后面，宿舍入口左转就是。”两人重
温起求学时代的点滴，一幅幅画面
浮现在眼前。

1988年，两人进入市一中初中
部（现位于市区联盟路中段的市实
验中学院内）就读。“当时初中部每
个年级两个班，我分到一（1）班、永
和分到一（2）班，后来考虑到我俩
的实际情况，学校把永和调到（1）
班，班主任张秀芝老师还特别给我
俩安排在第三排做同桌，我坐到过
道旁，方便行动。”窦小伟说，进入
初中后，学习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
不便让他倍感压力，老师和同学们
给予的帮助有效缓解了这种情况。

“记得那时去澡堂人多，去晚
了就没有洗澡水了。永和同我一
起去洗澡，不仅要背我，还要给我
搓背、换洗衣物，非常耽误时间。
张老师知道后，每当我俩要去洗
澡，她就让我俩提前二十分钟放
学。”窦小伟回忆说，还有次在初二
的时候，永和突发高烧出麻疹，只
能在家里休息。于是张老师安排
几名男生，每天上下学骑车子接送
他，这一送就是十多天。

“有个叫周军岭的同学，身材
壮实，送我上学途中，左脚着地时
浑身猛一颤，脸憋得通红。当时我
问他咋回事，他也不肯说，后来我
才知道，他的脚面起了一个大包，
一碰就疼。本来自己走路就不方

便，还坚持送我上下学，这家伙硬
是一声没吭忍下来了。”窦小伟说，
从此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至今还
经常联系。

三年的初中生活，窦小伟在老
师、同学们的照顾下，越来越自信，
学习成绩十分优秀。1991年，窦小
伟被市一中高中部录取，而李永和
则考取一所职业学校。

“我的两个哥哥远在外地。父
母年龄也大，只能安排亲戚接送我
上下学。上高一时有段时间，虽然
永和学习不忙的时候也能来接我，
可毕竟没有初中我俩朝夕相处时
方便。”窦小伟说，令他没想到的
是，市一中校领导得知他的情况
后，经过研究，决定将李永和转入
该校，将两人分在同一个班，仍然
做同桌，住同一间寝室。“如果没有
学校的这份关怀，就没有背上兄弟
延续37年的情谊，更别提今后的
人生了！”

●时间易逝 感念师恩

上午 10 点半左右，李永和推
着窦小伟走到市一中博雅楼前，迎
面遇到一个中年人，瘦高个，头发
花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走路
带风。“井老师，您还认识我吗？”虽
然多年不见，窦小伟仍然一眼认出
了自己的政治老师，现在已是市一
中副校长的井献志也认出了兄弟
二人，立刻上前热情地给两人一个
大大的拥抱。“井老师讲课特别有
趣，同学们像听评书一样过瘾，上
他的课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窦
小伟说，他遇到过很多好老师，而
这些老师教给他严谨、认真的态
度，至今仍十分受用。

语文老师曹丙友，和善又严
格。他特别重视抓基础知识，哪怕
写一个拼音音调、一个标点符号都
要求学生不能有丝毫马虎，后来很
多同学都说，自己语文基础扎实多
亏有曹老师。此外，一周写两篇课
堂作文，两篇周记。“当时每个年级

8个班，我们班的语文成绩不是排
第一就是排第二。”

英语老师蔡平，她教的班成绩
是最好的。“永和的英语基础差，她
就给永和开小灶补课，上课经常提
问我俩，鼓励我俩要上进，好好学。”

数学老师张衡衡是全国名师，
教学严谨，课堂上激情四溢，瘦小
的身体蕴含着神奇的力量，总是能
四两拨千斤地解决问题。

班主任万军非常负责，和学生
打成一片，个人修养很高，是同学
们心中的偶像……

“这么多年下来，市一中这群
老师教会我们太多，为人正直、诚
实、乐观，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和永
和的现在。”窦小伟感慨地说。

●捐资助学 回报社会

窦小伟和李永和坐诊之余忙
于医术钻研，慢慢地他们的医术被
患者认可，来看病的人多了，名气
越来越大，收益也越来越好。他俩
还为残障和生活困难患者减免治
疗费用。

有感于自己从上学到创业，一
直依靠社会各界的关爱，兄弟俩商
量，他们要尽己所能回报社会。他
们走社区、下乡村、进深山，开展义
诊活动100多场，免费送出了价值
5万余元的药品。两人还将目光
放到了母校市一中，2018年、2019
年，他们资助了6名珍珠班的贫困
生。今年 11月 5日，“背上兄弟爱
心公益组织”回到母校资助7名贫
困生。窦小伟说，一个人的力量有
限，他希望以后能将更多有爱心的
人组织起来，为母校、为社会做些
公益活动。

市一中党委书记、校长孙洪涛
表示，窦小伟、李永和自立自强，创
业有成，不忘感恩母校回报社会，
经常一起捐资助学，帮扶困难群
体。目前学校组织校团委向全体
学生宣传背上兄弟的感人事迹，传
递正能量，让学生懂得感恩。

市一中培养教育了我们，是我们逐梦的起点

背上兄弟回报母校传递爱与善

□本报记者 傅纪元/文 禹舸/图

窦小伟从小罹患先天
性营养不良症，5 岁才能
扶 着 墙 走 路 ，8 岁 上 小
学。上学第一天，他认识
了热心肠的李永和，背着
他进出教室、到操场、上厕
所。这一背，就是 37年。
从小学到大学，两人都是
同班同学，无论在生活还
是学习中，只要窦小伟需
要帮助，李永和总是第一
时间出现在他面前，两人
被称为“最铁的背上兄
弟”。2000 年，他们开办
了伟和疼痛门诊，“伟和”
取自两人的名字。他们共
同研制的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的中药，治愈了数千名
患者。近年来，两人的感
人事迹先后被中央电视台
等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
起强烈反响。李永和先后
获得“全国助残先进个
人”、“2017感动中原年度
人物”、河南省第七届道德
模范提名奖、河南省扶残
助残标兵、平顶山市第四
届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窦小伟也先后获评“2017
感动中原年度人物”、“河
南省优秀乡村（基层）医
生”、平顶山市第四届道德
模范、鹰城向上向善新青
年十佳标兵、平顶山市优
秀创业能手、平顶山市自
强残疾人等荣誉称号。

背上兄弟档案：

▲背上兄弟为
学生讲解如何预防

颈椎病和腰椎病

◀背上兄弟为老师治疗颈椎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