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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3岁的韩淑秀，是黑龙江出入
境边防检查总站牡丹江边境管理支队三
岔口边境派出所的护边员，今年“三八”国
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她荣获“全国三八红
旗手”称号，这是全国妇联授予优秀女性
的至高荣誉。

韩淑秀，以54年的坚守诠释了忠诚
与担当，用超过十万公里的巡边里程守护
了边境安全。如今，她的奉献精神正感染
和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

护航盛会
边境线上的“移动界碑”

“亚冬会虽然结束了，巡边还要继续
坚持下去。”2月 14日晚，第九届亚洲冬
季运动会在哈尔滨闭幕，当晚，在距哈尔
滨540公里外的黑龙江省东宁市三岔口
镇东大川村金厂沟屯，韩淑秀端坐于电
视机前观看闭幕式，为亚冬会的平安举
办感到自豪。

早在2023年 7月 8日得知哈尔滨获
得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权
时，韩淑秀就高兴地对三岔口边境派出
所的民警说：“咱们可得把边境守好，让
哈尔滨平平安安地举办亚冬会。”从那以
后，韩淑秀到边境线去得比以前还勤，宣
传边境法规，劝返临界人员，制止非法狩
猎，修复破损边境设施……每样工作，她
都毫不马虎。

2024年秋，因雨水充足，金厂沟屯迎
来了采山丰收季，很多外来人员一传十、
十传百地赶到这里采蘑菇，边境管理形势
越发严峻，韩淑秀和驻村执勤的派出所民
警一同忙碌在边境线上，向外来人员宣传
边境法规政策，制止非法采集作业，劝返
抵边人员。“不能去亚冬会现场帮忙，咱就
在山沟里守好边境，一样是作贡献”。

今年1月28日，是韩淑秀的73岁生
日，儿女们都赶到金厂沟屯为她庆祝，但
韩淑秀还是选择了先和老伴巡边。从366
号到369号界碑，两老口往返近十公里的

路程，耗时一个多小时。

执着坚守
从青丝到白发的戍边人生

桦皮如雪，松枝吐寒，林海深处“护边
驿站”旁，一对老夫妻正踏雪巡边……今
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笔者来到韩淑秀
家，只见西屋窗台上一幅桦树皮画格外醒
目，三岔口边境派出所所长孙荣波介绍，
这是韩淑秀参加“全国最美家庭”发布仪
式时收到的礼物，这幅画是她从青丝到白
发执着守边的生动写照。

自嫁到离中俄边境线不到1公里的金
厂沟屯后，在三岔口边境派出所民警带领
下，韩淑秀踏上义务护边道路，54年来，她
徒步巡边超过十万公里，计算下来可以绕
地球两圈半。

“边境一线不是旅游地点，请你们及
时离开。”这是今年元旦期间，韩淑秀在巡
边途中劝返抵边人员说的一句话。54年
来，韩淑秀与寂寞为伴，直面智斗野兽、河
滩逃生等危险，凭着一双“铁脚板”守住了
边境线，劝返抵边人员百余人次，制止采
集作业及偷猎五十余起，金厂沟屯未发生
过一起涉外案（事）件，这成为她“这辈子
最自豪的事”。

“韩妈妈包的酸菜馅饺子就是香。”2
月28日，三岔口边境派出所民警韩振明
上山驻勤，吃着香喷喷的饺子赞不绝口。
在漫长的守边岁月中，从边防武警到移民
管理警察，一代代驻守在金厂沟屯的戍边
民警，和韩淑秀结下深厚的警民鱼水情。
每当有民警上山驻勤，韩淑秀都会把土炕
烧得暖烘烘的，专门腾出一间屋子让大家
休息，她还新建了三间大瓦房，无偿提供
给派出所当驻村警务室，韩淑秀的家——
那座不到80平方米的土坯房，成了民警
们暖心的“护边驿站”。

近年来，韩淑秀先后获评“黑龙江省
边防工作先进个人”“龙江好人”“‘感动龙
江’年度人物”“龙江最美拥军人物”和“全

国最美家庭”“中国好人”“全国三八红旗
手”等荣誉称号，一份份证书和牌匾，成为
土坯房中最醒目的亮色。

榜样力量
守边路有了精神传承

“《风雪边关路 家国戍边情》获得三等
奖。”今年1月初，中共东宁市委组织部工
作人员来到东宁边境管理大队，代颁牡丹
江市“身在最北方 心向党中央”党课大赛
荣誉证书，这是韩淑秀榜样力量不断辐射
的又一见证。

2022年以来，韩淑秀戍边事迹接连被
主流媒体刊播，“风雪边关韩妈妈”享誉龙
江内外，韩淑秀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感人
事迹，不仅感动了各界群众，也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变得具体生动、可感可知。

2023年初，牡丹江边境管理支队联合
中共牡丹江市委宣传部举办《坚守——
2022“感动龙江”年度人物》主题汇报演
出，根据韩淑秀事迹编排的情景剧《护边
驿站》，让在场观众动容落泪。

2024年11月中旬，在东宁市“身边的
感动”文明实践宣讲报告会上，东宁边境
管理大队民警倾情讲述的韩淑秀戍边故
事，深深打动了现场听众。几年来，类似的
报告会已在市、县开展了十余场次，数万
名听众对韩淑秀的守边情怀产生了思想
认同和情感共鸣。

如今，受韩淑秀影响，儿女们也养成
了护边习惯，每次上山看望母亲都会留意
观察边境前沿风吹草动，还陪同母亲一同
巡边，开展边境法规宣传。更让韩淑秀欣
慰的是，多年前从部队复员的三儿子薛连
军主动接过她的绿挎包，在工作之余踏上
那条黄沙巡边路，义务守护边境安全，遥
远的风雪边关，从此有了护边传承。

又是一个安静的清晨，当朝阳从边境
线上冉冉升起，韩淑秀再次踏上巡边道
路，黄沙路上深深的脚印，正连成新时代
的巾帼长城。

汪笃义是黄山明明德集团有限公司
职工。他不仅带徒传授技艺，还带领团
队获得国家专利 8 项。他创办“工匠学
堂”培训员工，助力70人获初级工证书，
48人获高级工证书，31人考取磨工技师
证书，为家乡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他曾
获评“全国优秀农民工”“安徽省优秀共
产党员”“安徽省劳动模范”“安徽好人”
等荣誉称号，入选“2024 安徽十大新闻
人物”。

勤学苦练，铸就工匠之基

1986年，汪笃义出生在安徽省黄山市
歙县溪头镇汪满田村。职校毕业后，他到
杭州一家轴承企业从事机床操作工作。初
涉机床操作，面对着机械图纸和复杂多样
的配件型号，这个连专业术语都认不全的
学徒工，白天跟着师傅学习技术，晚上回
宿舍读书自学，就连中午休息时间，他也
要端着饭盒，蹲在数控磨床旁观察加工轨
迹。凭借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汪笃义很
快便熟练掌握了高精度轴承加工的整套
技术。

2016年初，歙县在本地40家企业设
置了扶贫基地，其中，黄山明明德集团有
限公司的扶贫车间急需机械维修保养领
域的专业人才。看到这则招聘信息，汪笃
义毅然决定返回家乡发展。在该公司的扶
贫车间，汪笃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
每遇设备故障总是冲在最前面。2016年
寒冬，公司的轴承生产线突然“瘫痪”。汪
笃义拎着工具包，毫不犹豫地钻进油污遍
布的机器底部，蜷缩着身子，耳朵紧贴着
冰冷的金属外壳，一处一处、一步一步听
音辨位，一干便是五个多小时，最终发现
故障根源在磨床内部。随着检修完毕，机
器得以重新运转，生产线恢复正常。这场

“教科书”级别的抢修，让“汪师傅”的名号
传遍车间。

自此，但凡遇到设备故障或运行方面
的难题，大家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的

“汪师傅”。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沾满金属
碎屑的双手，成为汪笃义工作时的常态。
在他的带动下，公司的扶贫车间建立了标
准化机械维修保养流程，设备故障率大幅
下降，每年为公司节约的维修保养成本超
过30万元。

实干创新，助力中国制造

在做好机械维修保养工作之余，汪笃
义继续钻研提高技艺，并自学轴承生产加
工知识。2017年，汪笃义顺利考取轴承磨
工技师证书，进入企业研发团队。面对严
苛复杂的科研产品试制任务，他苦学钻
研、突破创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题，快速成为研发团队的中坚力量。

核电控制棒驱动机构是核电站安全
运行的核心保障系统，其冷却风机专用轴
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赖进口。自2012
年起，黄山明明德集团有限公司便开始了
自主研发，历经5年却始终未能突破核心
难题。2017 年，汪笃义牵头再建攻关团
队。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他白天在现
场反复试验、琢磨，晚上带着图纸在家里
仔细研究。历经1年多时间，终于破解了
核心难题。经权威机构检测，汪笃义团队
研发的轴承综合性能超越国际同类产品，
打破国外垄断。此项技术获得安徽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2020年，公司首次接到新型农用机
偏心轴承生产任务，但是原生产工艺已经
落后，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将得不到保
障。为了维护企业信誉，汪笃义带领团队
持续奋战半个多月，经过30多轮打磨改
进，终于使得轴承精度得到提升，效率提
升50%以上。

2021年，企业接到收割机偏心轴承生
产任务，工期仅40天。从图纸设计到毛坯

车床加工，再到淬火、磨加工、抛光、组装
等，经历20多道工序以及上百次的实验
改进，汪笃义与团队如期将样品交到客户
手上，为企业增收246万元。截至目前，汪
笃义带领团队研发32项新产品，为企业
创收超过千万元。

接续传承，倾心为企育才

“技术有研究、有创新，还要有传承。”
如今，破解企业人才紧缺困局，带领团队
不断创新研发，是汪笃义的首要任务。他
创办“工匠学堂”，把自己多年沉淀的知
识、经验和感悟“面对面、手把手”地分享
出去。在他的带领下，公司里一大批青年
岗位能手和创新创效新兵迅速成长起来。
他还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实操比武等活
动，让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在产业一线崭
露头角。

徒弟汪桂沅操作技术精湛，但只有初
中文凭，缺乏系统理论支撑，在磨工职业
资格考试中屡屡碰壁。当汪笃义了解情况
后，利用工余时间对汪桂沅进行指导。下
班后的更衣室化身临时教室，汪笃义用粉
笔在储物柜表面勾勒受力分析图；设备检
修间隙，两人蹲在机床旁探讨公差配合原
理。这种“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成效显
著，汪桂沅顺利通过了职业资格考试。如
今，汪笃义的徒弟中有70人考取初级工
证书、48人考取高级工证书、31人考取磨
工技师证书，均成为企业一线工作的骨干
力量。

他还积极参与安徽省行知学校等院
校产学研合作，将自己工作中的先进案
例、技术、经验固化下来，以网络课程形
式，帮助安徽省行知学校等三所院校培
养轴承制作专业人才，受教学生达5000
余人。

把职业做成了专业，汪笃义通过自身
努力奋斗，实现了人生升华。

2月4日一大早，韦琳就早早来到卫
生室，捅开炉子，让屋里增加点热量。“今
天还有5位患者前来打吊瓶，我得提前做
好准备。”韦琳边说边忙碌起来。

韦琳是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
西股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西股村地处
深山区，距离淄川城区45公里，坐公交
车得先走五里地。这个常住人口百十来
人的村庄，35年来，靠的就是韦琳这一位
乡村医生守护他们的健康。“自从当上了
乡村医生，就再也没有节假日了，春节也
是这样。因为人生病，是不分节假日的。”
韦琳说。

今年57岁的韦琳，自1990年卫校毕
业后就嫁到这个村里，成为一名乡村医
生，并有了一儿一女。2008年的一场车祸
夺去了丈夫的生命。上有70多岁的公婆，
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家庭的重担落到
了她一个人身上。有人劝她趁年轻赶紧改
嫁，可想想大山里乡亲们看病的难处，她
决定继续留下来。

从医35年来，她在照顾好家庭的同
时，日诊临床夜读书，在专业上力求精益
求精。对一知半解的问题，她经常到镇卫
生院、区医院找老师虚心请教。正是靠着
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知识、过硬的实践操
作技能、热情和蔼的服务态度，再加上服
务及时、用药合理，韦琳赢得了好口碑，周
边村甚至其他镇的病人都慕名而来。韦琳
被评为“山东好人”“中国好人”。

2023年国庆节，雨天路滑，她出诊时

不慎跌倒，造成右侧锁骨骨折。即便是在
骨折期间，她依然给患者打针治病。去年
6月的一天夜里出诊时，韦琳再次摔倒，
又造成了左侧肋骨骨折，疼得她直冒冷
汗。但她坚持给患者诊治后，才到医院检
查。在医院治疗后，她又马上回到村里，因
为村里就她一名乡村医生。“现在远门也
不能出，尽量不在外过夜。因为我在村里，
乡亲们就会感到安心一些。”韦琳说。

村庄偏僻，经济基础薄弱，村民收入
有限，看病拖欠费用就成了“家常便
饭”。但韦琳从没有因钱而耽误诊治病
人，而是时时为患者考虑，提供更多的
便利。去年 4 月，淄河卫生院组织村里
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可老人们的
儿女大多数在外打工。韦琳自费雇了一
辆车，免费接送老人们。因查血不能吃
早饭，韦琳就煮上鸡蛋，每人2个，抽完
血后分给老人们吃。

35年来，她先后减免孤寡老人、困难
户、军烈属医药费上万元。“韦琳比亲闺女
还要亲。她不仅给俺治病，现在俺有啥事，
都想和她说一说，有啥难处，她都帮俺想
办法解决。”村民孟宪章感激地说。

在患者面前，韦琳始终保持着真诚的
笑容，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别人看
似无聊的日常生活中，韦琳始终乐此不
疲。图的啥？“因为患者不仅需要用药，更
需要心理安抚。因为我的心情，可以影响
患者的心情，好的心情能使患者早日康
复。”韦琳说。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发生了一
件暖心事，“00后”现役军人喻磊挺身救
人的事迹获得当地群众纷纷点赞。

2月 28日，西乡县沙河镇星火村村
民屈显兵一行两人，怀着无比感激之情，
将一面写有“抢救生命 彰显本色”的锦旗
和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送到喻磊家
中。“父亲晕厥时，多亏喻磊及时施救，不
然，我父亲就会有生命危险。”屈显兵感
激地说。

2月 27日，屈显兵69岁的父亲屈正
朝独自前往镇上购买玉米种子，在临近集
镇时，突然昏倒在路边。巧合的是，休假在
家的喻磊在去朋友家途中看到这一幕，他
没有丝毫迟疑，迅速做出救助行动，他第
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凭借所学急救
知识对老人进行基础性施救，并疏散围观
群众，避免现场混乱。

西乡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赶到后，喻
磊又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还为
老人垫付了医药费。直到老人家属赶到医
院，他才放心离开。离开前，喻磊还特意到
附近商店买了一箱牛奶，希望老人能早日
康复。

家住事发现场附近的村民向礼彦目
睹了喻磊救人全过程，并用手机记录了下
来。他表示：“当时现场围观的人都不认识
这位老人，且不懂急救知识，所以不敢贸
然施救，要不是喻磊出手，老人家恐怕有

生命危险，不愧是人民子弟兵，好样的！”
2月 28日下午，喻磊和他的父亲专

程来到医院，看望已脱离生命危险的屈
正朝。老人紧紧拉住喻磊的手，满含热
泪地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多亏了
你！”一旁的主治医生也向老人和家属
解释：“老人家这次是因为短暂性脑缺
血发作才晕倒的，如果送医不及时，很
容易发展成脑梗，后果非常严重，甚至
会危及生命。现在老人恢复得不错，再
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面对大家的称赞，喻磊显得有些腼
腆。他说：“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作为
一名军人，为老百姓服务是我的职责。
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就
应该挺身而出，不救人就对不起‘军人’
这个身份。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依然
会这么做！”

据悉，喻磊是武警山东省总队济宁支
队某部的一名战士，今年是他入伍的第六
年。六年来，喻磊刻苦训练，工作成绩突
出，多次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2023年
还被部队记三等功一次。

西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贾兴伟
表示：“喻磊同志在人民群众面临危险
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抢救群众生命
赢得了宝贵时间，彰显了军人本色，是
新时代人民子弟兵爱民、为民情怀的生
动体现。”

近日，一辆满载着鱼、肉、大米、食用
油等物品的三轮车，驶进江苏省盐城市大
丰区草堰镇敬老院，车停稳，早已在大门
处翘首等待的老人们便纷纷涌了过来，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连芳来了！”敬老院顿时沸腾了。当
日是“江苏好人”陈连芳每年约定的敬老
慰问日，陈连芳二十多年都固定在一个日
子，带着她的“心连心”爱心志愿服务队到
敬老院慰问，给老人们送上慰问品。

陈连芳是大丰区草堰镇的一位创业
者，她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办了一家玩
具公司，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充
实“钱袋子”。创业的成功和喜悦，成为陈
连芳前行的动力，她尽其所能奉献社会，
牵头组建了草堰镇“心连心”爱心志愿服
务队，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用满腔热情
奉献爱心、扶危济困。近年来，她捐资为家
乡铺路筑桥、救助贫困家庭、资助困难学

子等，累计出资200多万元。她先后获得
“江苏省三八红旗手”“江苏好人”“盐城市
十大杰出女性”等荣誉称号，并当选为大
丰区人大代表。

在慰问现场，陈连芳和老人们亲切地
交谈，好像有说不尽的知心话、道不完的
感激语，似久别重逢的父女、母女。陈连芳
为每位老人围上特制的“蛇年大吉”红围
巾，让老人们倍感温暖。他们虽然没有血
缘关系，却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老人们
纷纷拉着陈连芳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期
盼她来年早点再来。当天，陈连芳还带着
她的“心连心”爱心志愿服务队走访慰问
了多名困难群众。

陈连芳当好人并不图回报。她表
示：“奉献没有终点，爱心永无止境，我
会继续奉献，传播向上向善正能量，带
动更多的人把爱心点亮，照亮温暖美好
的人间。”

护边员的十万余公里戍边情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韩淑秀

◎ 李树明

喻磊：挺身施救彰显军人本色
◎ 彭嘉豪

韦琳：35年守护深山村民健康
◎ 闫盛霆

陈连芳：二十余载奉献寄真情
◎ 周汉明

汪笃义：用无悔青春磨砺“匠心”
◎ 何辅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