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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乱了每个城市的节奏，
从“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号
召，到武汉封城时医护人员的
逆向而行，再到各地一级应急
状态下的万人空巷，无数共产
党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
讲条件、不计得失、不论安危。

我所在的单位汝州市疾
控中心首当其冲、责无旁贷，
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下
设专家组、流调组、疫情监测
组、消杀组、采样组、宣教信息
组、后勤保障组、疫情汇报组、
沾染病毒处置组和督战组 10
个工作组，要求人员24小时应
急值班，吃住在单位。大家放
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奔赴
抗疫一线。

那段难忘的时光里，我看
到了一个个闪闪发光的普通
人。

疫情开始时，流调科科长
魏亚辉的孩子刚刚出生，由于
脑部缺氧，在新生儿 ICU 住了
十几天。近一个月时间，他没
有看望一眼孩子，而是投入紧
张忙碌的工作中，不论是确诊
病例，还是各类密切接触者，
他将自己置身于病毒暴露危
险的最前沿，以熟练的专业技
能，为汝州市防控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撑。

检验科科长万运涛和妻
子史妍睿都是医务工作者，他
们的女儿在念初中。夫妻俩
共赴战场，一直工作在抗疫第
一线，只能将孩子放到亲戚
家。

职工李蓓利患了丹毒，每
天全身疼痛难忍，仍然坚持上
班。疫情发生后，她被抽到宣
教信息组，中心各个组每天海
量的信息都要汇总到这里，宣
教信息组往往最早进入战斗
状态，最晚撤离战斗岗位。疫
情暴发后，连续紧张的工作让
一直没时间去医院治疗的李
蓓利病情又一次发作，在领导
的一再催促下她去了医院，检
查发现是胰腺占位性病变，需
要做大手术。医生吃惊地问
道：“这种病疼起来很厉害，你
是怎么坚持这么长时间才来

看的？”
消杀人员在冬夜近零下

10摄氏度的环境中展开消杀，
为了不浪费防护服等紧缺医
疗物资，他们从穿上隔离衣、
戴上口罩和护目镜进入消杀
区域开始，就坚持不喝水、不
上厕所，身背沉重的喷雾机，
忍着消毒水刺鼻的味道，厚重
的防护服下满身大汗，脑袋也
是闷疼闷疼的。因消毒水腐
蚀皮肤，双手都粗糙得像干枯
的树皮，有的甚至开裂出血，
但所有人毫无怨言。

……………
有一串数字深深地刻在

我的脑海里。前段时间，市委
党校第50期中青班先进典型
讲堂开讲，大家让我讲讲抗疫
经历，我顺口说出了这串数
字：汝州市出动流调人员1800
余次，其中有公安系统配合调
查 200 余次，筛选信息 1 万余
条，完成确诊病例李某流调报
告1份，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汝州市人民医院住院隔离留
观患者流调报告7份；协查疑
似病例，确诊病例密切接触
者、无症状感染者、同航班密
接人员、高危地区来汝返汝人
员等 1800余人；专业消杀 500
余人次，消杀面积10万余平方
米；采集和运送样品共1100份
（包括公安系统、患者及有关
密接人员），制作印发防治新
冠肺炎宣传彩页20000余份，
设置宣传展板30块……

这是我平凡的同事曾经
做过的烦琐的工作。在这场
防疫战中，他们坚守岗位，为
汝州人民的健康默默奉献。

在我们身边，还有无数普
通人做着普通的事，菜农为大
家送菜，厨师给人们做饭，工
人去建造医院，志愿者宣传防
控……他们的故事很简单，他
们的能力很有限，他们做的事
从来不惊天动地，但这些平凡
人平凡事加在一起，就会产生
不凡的力量。

这力量让我们战胜了疫
情，这力量推动了社会向前发
展。

他们，值得我们记住。

普通人的力量
◎王国杰（河南汝州）

“光秃尖山坡，山高石头多，栽树刨
个坑，一掘一冒火”，这是50年前尖山坡
最真实的写照。谁也没想到，这座杂草
丛生、满眼荒芜的石头坡，会变成现代
林业蓬勃发展、满目苍翠的“花果山”。

尖山坡位于宝丰县观音堂林站赵
沟村。4月13日，我和市委党校第50期
中青班学员一起来到尖山坡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实地感受尖山坡翻天覆地的
变化，深入了解李禄、李海水兄弟在尖
山坡艰苦奋斗40余年，绿化荒山植树
造林2000多亩的事迹。

1961年春天，李禄、李海水兄弟为
改变家乡面貌，积极响应“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带上行
李，扛上锄头，在满目荒凉、目及之处
皆是顽石的尖山坡上“安营扎寨”。从
此，他们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
和艰难险阻，开始坚定不移地开荒造
林。

在尖山坡上栽树很难，石头多土
少，且表土非常薄，常常需要把表土收
集在一边，把石头挖出来，然后从其他
地方再补土，要有足够的土量才能保
证树苗成活。这里的石头比较大，李
禄、李海水兄弟常常因徒手扒石头而
满手创伤，指尖被磨得血流不止，有时
候一镢头下去，火星四溅，土层下的石
头把镢头弹得老高，虎口常常被震得
裂着大口子，血流不止。每到这时，他
们就会抓一把土往伤口上一按，止住
血，继续干活儿，往往旧伤未愈，又添
新伤。

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异常艰苦——
在半山腰的石崖下，搭个简易棚就是
住房；放上三块石头，支一口锅，就是
厨房；烧点开水，吃两个馒头，就两口
咸菜，就是一顿饭。冬天寒风凛冽，
常常在半夜被冻醒；夏日山上闷热，
蚊虫较多，常常被蚊子咬一身包；有
时候半夜突然起大风，简易棚被卷得

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在冰冷的岩
石下挨到天亮。

没有树种，他们就翻山越岭到处
采，没有树苗，就自己育。“一步一叩
首，一苗一鞠躬”，每天面朝荒山，辛
苦劳作。他们不记得磨破了多少
双鞋子，用坏了多少个锄头，更不
知道丈量了多少山路。每找到一
棵树苗，他们就带着悲壮又神圣
的心情，将它小心翼翼埋进石头
缝隙里。“我们不怕苦，也不怕累，
最怕栽种的树苗活不了。”李海水

老人曾这样说。栽种一棵树苗要用
两桶水，每桶水40斤，为了种活树苗，

他们要到五里外的山沟里挑水，肩膀磨
出的厚茧化作树苗的盔甲，呵护着它们

茁壮成长。
苍天不负有心人，光秃秃的山

上终于出现了点点绿色，李禄、李海
水兄弟高兴得像个孩子，围着小树苗

转了又转，看了又看，那情景，比晚年得
子的父亲还要激动。此后，树苗一棵一
棵地增加，荒山一点一点地变绿，而他
们的头发却在一根一根地变白，腰一点
一点地变弯。

夏顶烈日、冬迎风雪，遇豺狼冻雨、
斗毒蛇虫蚁，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
体力劳动，使他们的身上常常长满脓
疮，但他们以特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
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向荒山秃岭挑
战。几十年如一日，挖坑、垒堰、挑水、
栽树，虎口震裂了一次又一次，镢头磨
秃了一把又一把，李家兄弟硬是植树
200多万棵，垒堰 200多道，把 2000多
亩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青山。

他们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支持，他们的
模范事迹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
可。1970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对李家兄弟艰苦创业、绿化祖国的事
迹进行报道；1975年，李禄当选为第四
届全国人大代表，受到毛主席、周总理
的亲切接见。李禄、李海水兄弟还分别
被评为全国林业劳模和省级林业劳模，
并先后荣获全国绿化奖章。

为了让劳模精神永励后代，2001年
10月，市委宣传部等四家单位联合命名
尖山坡为全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2007年升格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如今的尖山坡，满目葱茏，绿树成
荫，尤其是夏季，硕果累累，满山飘香。
李家兄弟用四十年坚守、四十年辛苦付
出，谱写了一幅绿色篇章，唱响了一曲
令人动容的生态文明之歌。他们用耐
心、苦心和坚持心，为当地的生态文明
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们是荒山变青山的奋斗者，他们
身上的攻坚克难、务必求胜的时代品
格，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和传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让
我们铭记劳模精神，紧随劳模足迹，坚
持绿色发展，坚持久久为功，共建美好
明天。

尖山坡上植绿人
◎李鸿昌（河南宝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