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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9 岁的马培江，党龄 56 年。
他是家乡走出的第一位医学本科毕业
生，不仅见证了解放军第 152医院（解
放军第989医院前身）当年的建设和发
展，还参加过医疗援藏和援非。“救死扶
伤的事情做了一辈子。”他庆幸，小时候
的理想成了一生的追求。

6月23日，记者来到市二院家属院，
见到了马培江。“After you！”老人腰板笔
直、声音洪亮，不时调皮地冒出几句英
语。他一口气上至六楼家门口，仍气息
均匀。他说，天天爬楼，可以锻炼身体。

担任过3家医院的医务处主任

马培江1942年出生于革命老区商
丘市睢县，父亲曾是村里的党支部书
记，当过民兵队长，打淮海战役时，组织
几个村的担架队上前线助战。他说：“受
家庭影响，我从小就觉得共产党好。”

因为一个叔叔、一个姐姐和一个妹
妹先后患肺结核去世，马培江小时候就
梦想成为一名医生。1961年，马培江考
入河南医科大学（郑州大学医学院前
身），成为全乡第一个医学本科生，5年
制全科医学专业。在大学里，他成绩优
异，还擅长组织各种社团活动，热心帮
助同学，被学校评为“全好标兵”，曾担

任团总支书
记、学生会
主席等职。
1965 年 5
月，他光荣
加入中国共
产党。“那时
候入党审查
非常严格，
我们那届大
学 生 只 有
我 一 人 入
了 党 。”他
有 些 自 豪
地回忆道。

大 学
毕业后，马培
江先是入伍，后
转业到地方医院，
曾先后在解放军第
152医院、市中医医院、市
二院三家医院担任医务处
主任兼大内科主任。

在解放军第 152 医院时，
他带领团队创出了全市多项第一，
其中全市心脏外科手术的前45例都是
在他组织下开展的。医院的医疗、教
学、科研、计生、护理都归医务处管，他
的办公室里装了三部电话还不够用，索

性把家里
也装了一
部。“半夜
12 点有人
打电话到
家里找马
主 任 ，我
说 他 不
在 ，医 院
的 人 不
信 ，说 他
也不在办
公室。结
果不一会
儿 ，他 就
到 家 了 。
打 电 话

时，他在路上
呢。我说有人

找他，他立马又返
回医院了。”马培江
的老伴王明真说，

当年这样的事儿经常
发生。

援非两年收治310名艾滋病人

马培江家中珍藏着一面藏文和汉
文双语锦旗，上书“医疗援藏，医德高
尚”（上图）。那是1990年西藏自治区贡

嘎县卫生局和贡嘎县医院赠送的。
1989年，他带着平顶山组建的一支

6人医疗队，赴西藏援助一年。其间，
他抢救过在车祸中受伤昏迷的援藏干
部孔繁森，也曾带队前往海拔5500米
的喜马拉雅山脉东麓抢救出现高原反
应的地质队队员。

1991年，河南省组建援非医疗队，马
培江又踊跃报名，当时已经50岁的马培
江还为此在郑州参加了一年的英语培训。

1992年至1994年，河南省医疗队赴
赞比亚共和国开展医疗援助，马培江担
任副队长兼医务专家。在飞赴赞比亚的
飞机上，马培江和两名懂针灸医疗队员，
联合运用中医点穴法，抢救了一位英国
的哮喘病人，并因此受到卫生部表彰。

“当时赞比亚的条件非常艰苦，当地
人都吃不饱。”马培江说，更危险的是，那
里有很多患有艾滋病、梅毒等传染病病
人。“那时没有防护服，检查艾滋病人时，
我们要戴双层口罩，戴好手套，扎好裤
腿。”马培江援助的医院两年间收治了310
名艾滋病住院病人。援非结束后，他在全
国艾滋病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数篇论文。

谈起入党50多年的感受，老人说：
“忠于党忠于人民，这是宗旨。要爱岗
敬业，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2016年建党节，河南省委授予马培
江50年以上党龄荣誉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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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科学/文 李英平/图

这对夫妻很平凡，却又透着一些不
平凡——喜迎建党一百周年，年逾八旬
的黄长林、董桂琴夫妇各自从单位平顶
山日报社获颁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
念章，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6月23日，两人位于平顶山日报社
家属院内的小家朴素整洁。沙发背后的
墙上挂着全家福，三代人笑容灿烂——
这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83岁的黄长林
有61年党龄，82岁的董桂琴有56年党
龄，两人高度自律，一直是儿孙的榜样。

工作不辞劳苦

黄长林是浙江人，董桂琴是河北唐
山人，聚到一起是种缘分。“我们是1962
年2月3日结的婚。”采访中，董桂琴脱口
而出。“明年就结婚60年了。”黄长林紧
接着补充，一波恩爱秀得人猝不及防。

“他特别能干，善良、忠厚、孝顺，人
品好。”董桂琴被黄长林这些特质打
动。黄长林自幼失怙，寡母养育他和姐
姐长大，家境贫寒。他19岁来平，1958
年招工至平顶山矿务局四矿。

“从农民成为国家工人是一个飞
跃，所以我有种报恩的想法。”黄长林经
培训，成为一名采煤工。他有股拼劲
儿，一度连续20多个小时不升井，年终
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第二年上半年，他
成了四矿水采区的工会主席，年底调到
四矿机关从事文字工作，成为预备党员。

1960年初，黄长林调到四矿党委办
公室，并正式入党。他开启疯狂学习的

海绵模式，在单位办公室铺张床，白天
办公，晚上休息，没有假期。“有时候成宿
成宿地写，晚上不睡觉，连夜赶材料。”

四矿一名副矿长与黄长林办公室
离得不远，把小伙子的吃苦耐劳、踏实
肯干看在眼里，有心介绍给自己的女
儿。经矿领导撮合，在焦作工作的董桂
琴赶回来，两人匆忙见了一面，此后保
持通信。“她的字非常漂亮，字如其人。
我们就定下来了。”黄长林说，董桂琴调
回家乡后两人结婚，相濡以沫至今。

夫妻共同拼搏

1966年，黄长林从四矿机关调到采

煤队任党支部副书记，和工人一起下
井，一干6年。这时，董桂琴也已入党，
两人工作都很勤奋。

“那时提倡‘三同’，和工人同吃、同
住、同劳动。他平时很少回家，就住在
采煤队。”董桂琴说，家里买煤、买粮食、
接送3个儿子上下学都靠自己，“就是在
机关，晚上12点前也几乎没回过家。”

董桂琴在车间时经常写板报、加
班，后来到组干科更忙，5岁的小儿子
在矿托儿所一直待到夜里。

1975年因生产需要，机关干部下井
参加劳动，回收采面上的铁柱。有一
次，几名女同志用矿车运送铁柱和铁

梁，董桂琴等3人在前面用绳子拉。到
下坡地段，矿车溜下去了，董桂琴没躲
过，被矿车压在底下。“光矿车就有上千
斤重，好多人都以为我不行了。”所幸没
压到脊背，董桂琴从车下出来，大家才
松了一口气。至今，她腿上还有车轱辘
碾的疙瘩，身上也有伤疤。当时大家都
后怕得不行，董桂琴却没当回事，休息
两天又继续上班了，连工伤也没报。

1982年，黄长林调到平顶山日报社做
记者，后担任办公室主任。建房子、搞基
建时整理材料，对施工现场进行管理、检
查……天天泡在工地。后来烧锅炉通
暖气，出问题哪怕是半夜也要赶到现
场。几年后，董桂琴也调入平顶山日报
社发行部，加班统计数据是常事，她和同
事点着蜡烛核对数据，经常忙到深夜。

传承良好家风

“父亲分管后勤，困难时期家里不
够吃，托人买高价粮；晚上再饿也不上
食堂，自己弄点盐水喝。”这样的家风对
董桂琴和她的兄弟姐妹影响很大。黄
长林常常忙于工作难以顾家，她十分理
解并默默支持。

董桂琴说，她患糖尿病20多年，如
今腿也不太好，上下楼费劲，都是黄长
林出去买菜，回来做饭、做家务，“他说
过去他干得少，现在该他干了”。

两人依然感到幸福。“党没忘了我
们，可高兴。我们这一代人体会很深，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的好生活。我们给
国家做不了贡献了，就把身体照顾好，让
孩子们能踏踏实实工作，继续作贡献。”

黄长林、董桂琴

勤恳工作 踏实做人

▲黄长林、董桂琴展示“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马培江

援藏援非 救死扶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