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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午饭时间到了，我们

走吧。”中午 12 点，伴随着杨少成

的吆喝声，3名学生紧跟着他的脚

步来到距离学校 50米远的一家古

朴干净的农舍，这里便是杨少成的

家。刚一进门，杨少成的妻子康林

珍便招呼着孩子们赶紧上桌吃饭。

饭桌上，一份大葱炒猪肉、一份烧

土豆、一份青菜汤、五碗米饭正冒

着热气。杨少成告诉记者，受疫情

影响，复课后，为保证学生的身体

健康，让孩子们每天中午能吃上新

鲜的饭菜，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由

她在家里做饭，下课后，他带着学

生一起回家吃饭，吃完饭，再带着

学生回学校上课。

40年来，杨少成之所以能一直

坚守在群英小学，为青山岩村的教

育事业发展默默奉献，与家人的理

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康林珍和杨少成同龄，平时杨

少成去学校上课，她就一个人在家

干农活，在农活不多的时候，她还

会赶到学校帮忙打扫卫生。读书不

多的康林珍深知知识对于山里孩

子的重要性，她对记者说：“他当老

师，我们支持他，这里的孩子们需

要他，多读点书才能走出大山。”

“40 年来，我最应该感谢的便

是我的妻子，不管生活如何，她总是

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为了让我

教好学生，她承揽了家里大部分的

农活。”杨少成当了40年教师，其中

28年都是代课教师，薪资不高，生

活拮据，直到2008年他成为了公办

教师，拮据的生活才有所缓解。

群英小学地处苗族聚居地，自

然条件恶劣，教学资源相对匮乏，

再加上近年来随着青山岩村经济

条件的大大改善，许多孩子都已到

乡镇上读书，只有少数家庭贫困的

孩子仍留在群英小学上学。

多年来，杨少成对山里孩子的

爱，对教育工作的热情，使自己的

孩子和侄子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感

染。在杨少成的言传身教下，女儿

杨晓和侄子杨文贵、杨文彬也选择

了从事教育事业，成为了教师，每

到周末或节假日，他们都会回到青

山岩村，为村里的孩子辅导作业，

为孩子们带来课外书籍和文具，并

时不时为杨少成更新教学知识，教

会他使用新的教具。“现在群英小

学的学生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在教，

但知识的更新也要算我女儿和侄

子一份，在他们的帮助下，孩子们

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杨少成说。

今年 11 月，杨少成就满 57 岁

了，脸上渐渐增加的皱纹和鬓角的

白发，显示着他早已不再是当初那

个 17 岁的少年。“再过 3年我就该

退休了，如果我退休的时候有教师

来接着上课，我就休息。如果没有

老师来，又有孩子还在学校学习，

我就继续教书，一直到我不能动的

时候。”对于这所大山深处的群英

小学，对于青山岩村的孩子们，杨

少成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

新闻提示：
在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古宋镇青山岩村群英小学，有一

位普通的山村教师，40年无怨无悔地坚守在苗乡的三尺讲

台上，用自己的默默奉献，换来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去”的希

望。他就是曾获得“四川省优秀乡村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优秀班主任”“全国最美家庭”等荣誉的杨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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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日 来 ，全 国 各 地 纷 纷 响

应，将爱国卫生运动与文明创建

目标相结合，一场场扮靓幸福家

园，让家园更美好的行动正在全

国各地深入开展。

人人都行动 家园更美好

近来，随着北京 、上海等地

率先推动实体书店登陆食品外

卖平台，外卖图书正成为城中新

鲜 事 ”。然 而 ，经 过 热 热 闹 闹 的

一 个 多 月“ 试 水 期 ”过 后 ，外 卖

图书价格高、选择少、成交额难

以匹配它承受的巨大关注等窘

境 也 逐 渐 显 现 。“ 吸 引 眼 球 ”的

外卖图书，究竟是“急读者之所

急”的创新，还是实体书店的自

救策略？本期，我们就来分享大

家的看法和感受。 （B4版）

外卖图书热潮，
能否为实体书店“充饥”？

本期
导读

山村教师杨少成——

用坚守托起苗乡孩子“走出去”的希望
本报记者 漆世平

科学救治 生命至上
——各地支援湖北医疗队这样交出救治答卷

5月 6日早上7点钟，当清晨的

第一缕阳光照进群英小学的校园，

学校唯一的教师杨少成一边呼吸

着熟悉的清新空气，一边迈开步子

从家里赶往学校。打扫校园卫生、

给教室消毒、在校门口新安装的洗

手池旁放上消毒液、查看体温枪是

否正常、烧开水、布置教室……当

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杨少

成才返回家里吃早餐。

8点 30 分左右，迎风飘扬的五

星红旗下，群英小学的学生们沐着

晨光陆陆续续来到学校，杨少成拿

着体温枪为他们一一测量体温，并

嘱咐他们进入校园前先洗手消毒。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经过漫长

的假期，学校学前班的孩子们终于

迎来了复课复学的日子。”杨少成

告诉记者，与别的学校不同，群英

小学目前仅有 3 名学生，除一名 1

年级的学生已于4月 15日复课外，

其余 2名学前班的学生 5月 6日正

式复课。

杨少成为学前班的学生们准备

了精彩的开学第一课。从如何正确

认识疫情到病毒的防护知识，从“逆

行者”的感人故事到感恩教育，从爱

国主义教育到生命教育……当杨少

成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为学前班的

2名学生带来开学第一课时，同一间

教室里，1年级的学生正坐在一旁认

真地做着作业。杨少成说，学校教学

场地有限，采用多年级复式班教学，

“上1年级的课程时，我就让学前班

的学生自己做作业、画画，上学前班

的课程时，我就让 1年级的学生自

己做作业。”杨少成说道。

“虽然只有3名学生，但上课的

内容从语文、数学到体育、音乐一

科不落，每一天的课程都安排得满

满的。”作为学校唯一的老师，杨少

成“身兼数职”，既是校长，又是各

年级主任，独自一人包揽了各门课

程，一个人撑起了一所学校。

今年 57 岁的杨少成，1963 年

出生在青山岩村的一户苗族家庭。

10岁那年，他进入群英小学学习。

“那会儿老师总告诫我们要好好学

习，有知识才能办得好事。”对杨少

成来说，群英小学是他学习启蒙的

地方，他在这里学习、成长，他对这

里有着深挚的感情。

1980 年，17 岁的杨少成初中

毕业了。“最初我打算去部队当

兵，想走出大山，去外面看看。”还

未成行，杨少成便听闻当时在群

英小学任教的老师即将退休，急

需寻找一名既会苗语又会汉语的

新老师接替。当时的群英小学只

有20多平方米，校舍透风又漏雨，

再加上山高坡陡，交通不便，条件

十分艰苦，教学资源也极为匮乏，

没有老师愿意来。这时，村里的干

部找到他，提出让他暂时留下来

在学校代课，等找到新的老师他

再去当兵。杨少成想了想，答应

了 。“ 没 想 到 这 一 代 课 就 是 40

年。”杨少成说。

刚开始代课那会儿，杨少成带

着学生在集体粮仓、村民的闲置房

子、茅草房、林场等地都上过课，后

来学校建起了 1 间土木结构的瓦

房。“但因山里风大雨多，瓦房也渐

渐成了危房，一到下雨天就漏雨，

我们不得不向县里争取资金修建

新的校舍。”杨少成回忆道。

1997年，在兴文县财政局和镇

林场的支持下，群英小学建起了两

间石头墙、小青瓦的校舍。“新校舍

建好那一刻，可把我和孩子们高兴

坏了。”提起以前的教学时光，杨少

成总有说不完的话，他滔滔不绝地

向记者讲述着他和学生一起平整

土地建操场、抬树扛竹铺稻草建厕

所的难忘时光。

后来，几经拆建，如今的群英

小学是 2012 年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关心下修建而成的，学校不仅

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还配备了食

堂。“近几年，教室里添置了投影

仪、电脑、打印机、空调等设备，孩

子们的学习环境更好了。”杨少成

笑着说。

40 年来，杨少成有过不少“走

出去”的机会。在村里的同龄人时兴

外出打工的那几年，听闻别人打工

一个月挣的钱比自己一年的工资还

多，杨少成也有过舍弃三尺讲台的

念头，但他选择留了下来。2008年，

通过教师公招考试，杨少成成为了

公办教师，有机会调到条件更优越

的学校工作，但他还是选择留了下

来。“村里有这么多家庭经济条件差

的孩子，没办法下山去读书，我走

了，他们怎么办？”

40 个春去冬来，40 年辛勤耕

耘。40年来，学校的学生最多时有

20多个，最少时2个，为了不断提高

自己的教学水平，杨少成边教边学，

利用一切时间、一切机会学习知识、

参加培训……40年来，一批又一批

的学生在他的教导下走出大山，他

们中，有公务员，有人民教师，有企

业职工……“孩子们通过读书走出

了大山，我这些年的付出没有白

费。”杨少成说。
近日，一组由全国妇联网信中心制作的漫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发布，漫画讲述了一位山村教师40年坚守在村小讲台上教书

育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杨少成。

从兴文县城出发，经过古宋镇太平街村，再沿着崎岖的山路盘旋而上，

在平均海拔1100多米的山林深处，青山岩村群英小学安静地“守护”在那

里。空旷整洁的学校操场旁有两间平房，一间是教室，另一间是食堂，竹片

制成的篱笆将整个校园围了起来，40年来，杨少成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

给了这里的孩子们。

3名学生一位老师的学校

“他当老师，我们支持他”

一干就是40年

一张疫情期间的“中国答卷”，

这样记录下艰苦卓绝的努力——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4.2万余

名医务工作者逆行出征湖北和武

汉，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4 月 24 日，湖北重症和危重症

患者清零；4月 26日，武汉在院新冠

肺炎患者清零。在医疗救治工作取

得重大胜利的背后，是一支支驰援

的医疗队在救治最前线的实战经验

与医者担当。

◎ 面对细胞因子风暴，他

们不松劲、不放手

“患者细胞因子风暴复发，极可

能短时间迅速恶化。”

2 月 28 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C10 西病区内，

78岁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余某再次

发热、气短、呼吸困难，复查白细胞

介素6水平高于正常值近100倍，生

命正滑向死亡边缘。

这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支援湖北国家医疗队整建制接管

病区的第20天。“我们绝不松劲、不

放手，与死神再较量。”主任医师马

肖容和她所在的治疗小组果断决定

实施托珠单抗、大剂量丙种球蛋白

联合CRRT（连续肾脏替代疗法）方

案遏制细胞因子风暴。

序贯输注托珠单抗、大剂量丙

种球蛋白，盲穿股静脉、置入双腔导

管，患者生命通道快速开放，床旁

CRRT 启动……经过医护团队紧张

有序治疗，患者转危为安，医护人员

的汗水已浸透后背。

“出院那天，老人的背影在阳光下

显得分外精神，家属感激的话语也是

字字暖心。”马肖容仍记得当时情景。

医疗队领队巩守平介绍，医疗

队在救治过程中发现，白细胞介素6

为主的细胞因子风暴是患者病情转

危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早期甄别、

抢先治疗、关口前移、扼住要害是重

中之重。托珠单抗、丙种球蛋白等治

疗方法随后也被写入第七版的新冠

肺炎诊疗方案。

元宵夜紧急驰援，24 小时内即

接管病区……连续奋战 53天，西安

交大二附院支援湖北国家医疗队先

后实施了非负压病房内气管插管并

有创机械通气等多个高风险、高难

度操作，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效果

显著。

◎ 在“生命方舟”里，实现

“应收尽收”更要做好心理疏导

“关舱大吉！”3 月 10 日，武汉

市最早投入使用的武昌方舱医院

休舱，至此，武汉市累计收治患者

超 1.2 万例的 16 家方舱医院全部

休舱。

连续转战 4 家方舱医院的浙江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何强感

慨：“在方舱，见证了一线战‘疫’的

坚韧，同样见证了生命守望和希望

之光。”

从江汉方舱到黄陂方舱，再到

日海方舱……一个个方舱医院，

是疫情中一艘艘承载希望的“生

命方舟”。在每一处方舱医院，浙

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都是急先

锋。这支队伍战斗力特别强，硬核

战斗作风之下，也有着一颗颗柔

软的心。

何 强 说 ，除 了 实 现“ 应 收 尽

收、应治尽治”，并筛选出需要转

院的特殊病人外，方舱医院里的

医护人员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

务，就是要做好患者们的心理安

抚工作。

隔离治疗、家属不能探视、环境

陌生……种种因素加重了方舱医院

患者的孤独感。为了照顾到每个病

患，医护人员6个小时一个班次，穿

着厚厚的防护服穿梭在病床间，尽

力让患者得到悉心照顾。

队员李亚清的手记中，记录着

一个在床边哭泣的女患者。“她的

情况不算严重，但病人自述恶心、

心慌，只能劝了再劝。慢慢我知道，

她丈夫患了新冠肺炎，情况严重已

离不开输氧。她一方面忧虑自己和

丈夫的病，还担心两个孩子。”

关注到她的情况后，轮班医生

护士常常跟她谈心：“最重要的是向

她解释方舱医院如何开展治疗、她

个人的病情如何，尽量让她减少焦

虑情绪、减轻心理压力。”李亚清说，

后来她的丈夫病情好转，也及时告

知了这位患者。

◎ 打出“整体观念和辨证

施治”的中医“组合拳”

“治疗区患者清零！”

3 月 29 日，武汉雷神山医院感

染三科八病区传来好消息，第 4 批

国家中医医疗队吉林省团队的 61

名队员奋战 43 天，通过“整体观念

和辨证施治”的中医疗法，打出强有

力的中医“组合拳”。

57 岁的王檀是长春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肺病科主任。在雷神山

医 院 ，他 担 起 了 治 疗 区 主 任 的

重担。

“收治患者中年龄最大的89岁，

多伴有基础疾病，通过中医深度介

入，整体治疗效果明显。”王檀说。

在武汉雷神山医院，王檀和团

队有一整套详尽完整的治疗方案，

这是王檀从家乡吉林的抗疫诊疗中

得出的宝贵经验。

疫情初期，王檀就开始研究中

医抗疫疗法。他通过搜集湖北、武汉

患者的症状、面色、舌象，研究疾病

起源、发病状况与病程特点等情况，

并通过查阅古籍，提出“寒、湿、瘀、

虚”的病机特点。

在武汉期间，他又结合临床，将

新冠肺炎发病分为“外感期、肺炎

期、恢复期”3个过程，再细分为8个

阶段，每个阶段都配有详尽治疗方

法和方药。

掌握了治疗方向，王檀进而强

调“辨证施治、一人一方”。他带领团

队为每位患者对症下药，再密切观

察、随时调整。即使连续多天只睡三

四个小时、护目镜套着老花镜、厚厚

的防护服里汗如雨下，王檀依然坚

持在一线“望闻问切”。

“起初，一些患者对中医治疗持

有怀疑态度，经过几天的治疗，他们

发现自己身体越来越舒服了，这是

他们最直接的感受。”看到患者病情

好转，是王檀和他的团队最高兴

的事。

（新华社 陈聪 蔺娟 黄筱 赵丹丹）

基础不牢，地动

山摇。围绕深入推进

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从提升城乡基层治理

水平、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深化平安四川

建设等方面着墨，引

起不少代表委员的关

注。连日来，会场上

“基层治理”“共建共

治共享”等成为省两

会的“高频词”。

如何汇集力量参

与基层治理？矛盾纠

纷如何提前化解？代

表委员们建言献策，

为走好基层善治之

路出谋划策。

激活基层末
实现多元共治

“啄木鸟”医疗健

康、“小红帽”社区公

益、“一起创”就业帮

扶……在绵阳市游仙

区涪江街道办韩家

脊社区，社区党组织

统筹协调小区业委

会 、老 旧 小 区 管 委

会、物管等，结合居

民需求，提供了一批

志愿服务项目，受到

社区居民广泛认可。

这 给 省 政 协 委

员、绵阳市政协副主

席、绵阳市中医医院副院长沈其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通过理顺

各类组织关系，让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共享项目建设，能够克服单纯依靠行

政手段“拉郎配”的弊端，激励社会组

织、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

能动性，让社会各方面都参与到社会

治理中，真正激活基层末梢。这是共

识，但也面临诸多问题。

有代表委员坦言，基层财力有限，

多方参与后难以承担各类项目支出，

容易出现“撒花椒面”的情况。对此，省

政协委员、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凊认为，社区发展治理不能长期依

靠政府投入，要进一步激活本地造血

功能，“建议设立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

金，用于支持党建创新、社区营造、社

区治理创新等类别的项目，孵化培育

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营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区生态环境。”

基层治理要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要让

越来越多大学生村官、返乡创业者、退

伍军人等扎根其中，扛起乡村治理的

大梁。省人大代表、眉山市彭山区观音

街道果园村党总支书记李永伟退伍回

乡后，带着村民发展了40余个高端葡

萄品种，种植葡萄5000余亩。“基层治

理是今年我们村的主要工作。村党委

建起一支服务队，从打扫卫生、调解纠

纷等小事做起，从德治、法治、自治方

面进行党建引领，增强居民向心力、凝

聚力。”李永伟说。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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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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