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3月13日

道德模范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 苏道）“老乡，您
别着急，根据您说的情况，您家的牛
大概是胃动力不足，建议您按药品说
明给牛吃点反舒灵和复合维生素B，
观察两天，应该没什么大碍。”这样的
电话斯日古楞巴特尔每天不知道要
接多少个。疫情防控时期为了方便
牧民群众，他24小时开机，随时在线
上为牧民家的牲畜进行诊疗服务。

斯日古楞巴特尔，是达日罕乌拉
苏木动物卫生监督站站长，也是有着
2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自 1995年
开始他就从事兽医工作，有着丰富的
诊治牲畜疾病经验，是达日罕乌拉苏
木远近闻名的兽医。

自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以来，斯日古楞巴特尔就主动请
缨，从1月27日（大年初三）起，连续

多天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全力以赴
做好疫情防疫工作，以实际行动投身
到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中。

冬春交替时节，是动物疾病的多
发期，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必须经常到
牧户家实地指导。但是由于是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斯日古楞巴
特尔在做好疫情防控监测卡口工作
的同时，他也随时利用微信群为牧民
宣传春季牲畜疫病防控知识，并对牲
畜疾病进行线上诊治。有的在线上
不能诊治需要马上手术的畜病，斯日
古楞巴特尔在哪儿，哪儿就是临时手
术台。有时候是在疫情防控监测口，
有时候是在通往某个嘎查的路边，都
会看到斯日古楞巴特尔做手术的身
影。

“疫”线上的兽医
——斯日古楞巴特尔

她像一颗种子，深深扎根在基层

泥土之中，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她根据全旗农业基本现状，推动

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积极推

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促进农民增

收减负。她是第二届克什克腾旗道德

模范、全旗农业技术推广先进个人、克

旗“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克旗劳动

模范、赤峰市“三八”红旗手、赤峰市

“玉龙人才”，农牧局农牧业技术推广

站副高级农艺师吴静。

刻苦钻研，成为田间专家

2010年参加工作以来，她始终把

在田间地头的实地学习放在第一位，

把对于农业、农民和农村无限热爱化

作对科学农业技术推广的不竭动力。

10年来，她的足迹遍布全旗9个苏木

乡镇1600多个村民组的田间地头、农

家小院、温室大棚，为农牧民讲解设施

农业高产栽培技术、露地蔬菜栽培技

术、经济作物栽培技术。每到一户必

留下联系方式，经常和农牧民探讨研

究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等知识，老乡

们在生产实践中遇到疑难问题可以随

时同她联系，她保证在第一时间把问

题解决。她一心为老百姓着想，踏踏

实实做事，为解决设施农业关键技术

难题，她多次主动外出学习，引进新技

术、新品种，

多次聘请专

家、教授来为

群众现场指

导栽培技术

和管理要点，

给老百姓带

来实实在在

效益，通关几

年的时间全

旗设施农业

面积由2010
年的 0.4 万

亩发展到现

在 的 2 万

亩。先后获得 2011年度获自治区农

牧业丰收贰等奖；2014年获自治区农

牧业丰收一等奖；2015年获得赤峰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2017年获自治区农

牧业丰收叁等奖；2018年获赤峰市自

然科学科研课题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8、2019连续两年被赤峰市农牧

业局经济作物工作站聘为“行风监督

员”；出版著作5部，发表文章9篇。

推广科技，造福一方百姓

她连续四年承担赤峰市农业综合

开发科技推广项目，提高胡萝卜产量、

品质，增加农民经济效益。推广胡萝

卜 微 喷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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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公 斤 ，

全旗微喷面

积 达 15 万

亩左右，辐

射带动全旗

胡萝卜生产最高时达12万亩，在推进

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农

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推进扎木苏设施农业发展，

她经过大量调研，为扎木苏群众量身

定做发展葡萄、大樱桃、油桃等多种设

施果树。当克旗的天气还是漫天飞

雪、春寒料峭，而在扎木苏的采摘大棚

里看到的却是绿意盎然、佳果飘香。

过去只有南方生产的油桃、樱桃等，如

今返季节水果在克旗培育成功，品相

俱佳，深受消费者青睐，当地群众收入

大幅提高，受到群众点赞。

5年前，消费者购买克旗滑子菇、

草原黑磨等菌类只能买到盐渍包装，

而 现 如 今 亲 手 采 摘 已 成 为 现 实 。

2013年她积极推广食用菌种植技术，

几年间，克旗食用菌棚由 4个发展到

800多个，种植品种由单一的平菇发

展到滑子菇、羊肚蘑、猴头菇、草原黑

蘑、黑木耳等 10多个品种，成为农牧

民脱贫致富又一法宝。2018年，她推

广中药材经量化播种技术、全程机械

化栽培技术，旱地黄芪仿野生栽培等

技术，提高中药材产量与效益，全旗中

药材种植面积已达到5万亩。建立国

家级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标准

化种植基地，申请“克什克腾旗黄芪”

地理标识，广受干部群众好评。

她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

泪始干，是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生

命价值的追求。”格守“奉献不言苦，追

求无止境”的人生格言，用青春的汗

水、科学技术为农牧民群众带来一个

又一个增收致富新希望。

吴静 扎根泥土吐芳华
■特约记者 鲍健

“……，本是春节团圆时，突发疫
情军令急。明知城有‘毒’，偏向城中
行。一九九八年的抗洪抢险，一曲《为
了谁》歌颂子弟兵，唱出了人民的心
声。今天，我要再问一声：你是谁？你
们为了谁？……你们个个都是真正的
英雄，你们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
神！致敬，亲爱的白衣天使！”

上面这段文字，仿佛使人置身于
疫情防控的主战场，看到那些舍生忘
死，日夜奋战的白衣天使；想到那些抛
家弃子，眼含泪水的感人场景。这就
是2020年2月27日由克旗朗诵协会
会长金淑红组织 21位会员进行的隔
空诵读。

克旗朗诵协会成立于 2019年 8
月18日，成立至今，仅半年的时间，就
参与大型有影响的朗读活动十余场
（次）。协会会长金淑红是资深传媒
人，国家级主任播音员。因酷爱播音
工作，退休后创办了“金淑红朗读工作
室”，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家乡的孩子，以此回报家乡父
老。克旗朗诵协会就是在“金淑红带
你诵读群”的基础上成立的。现在，金
淑红领办的克旗朗诵协会、“金淑红带
你诵读群”和朗诵班会员、朗诵爱好
者、学生，发表的作品已经成为克旗城
乡大众百姓的最爱，成为机关单位正
面宣传的得力工具。作品发表后单个
点击量最高达 5000人。因为它传播
的都是正能量，最贴近生活，最接近百
姓。

全旗防控疫情开始时，正值儿子、
儿媳休假，往年的这个时候都是一家

人欢欢乐乐
的准备过年，
可今年却不
同，一家人因
为疫情沉浸
在紧张焦虑
的 氛 围 中 。
在同会员和
朋友的电话
闲聊中，金淑
红一再表示，
自己全家六
口人，除了孙
子和孙女，四
个大人都是
国家公职人
员。自己和
老伴虽然退 休了，但国家发生
了这么严峻的疫情，看到前方数以万
计的逆行者奔赴武汉，着急的心无以
言表。于是她就和孩子们商量，用隔
空朗读的方式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
来。她的想法得到了全家人的支
持。

说干就干。她对家里的人进行了
明确分工。儿子杨勇负责平台音视频
制作，包括合成、画面设计，音乐的配
制等；儿媳潘小飞负责音乐的筛选、为
朗诵者个别辅导等；丈夫老杨主要负
责两个孙儿的看管和家庭后勤；金淑
红自己承担重头戏，对每一篇朗诵文
章从字、词到诵读者的语气、语调、节
奏等通篇把关就成了她的主要工
作。 俗语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道”，这些工作说起来

容易，做起
来是非常难
的，大都是
在夜深人静
的时候来完
成。一部作
品，从选题
到 制 作 发
表，娘仨要
用一天左右
的时间。
平时的朗

诵搞活动，
大家都会聚
集到金淑红
工 作 室 排
练。在疫情
期间，却不

能聚在一起。如何让大家都参与进
来，金淑红就在群里发消息，不到 10
分钟，报名者就超过了预期。作品拟
定18人参加，结果报名达到了21人，
怎么办？不能挫伤一个人的积极性，
后来，金淑红只好把诵读文章作了部
分修改，让这 21名报名者都参与进
来。当天晚上，她与其它会员建群辅
导，在群里彩排，每个人用语音条的形
式练习所承担的诵读部分，自己和儿
媳一人一句的辅导、听评。一遍不行，
两遍，直至数遍。在伴陪会员大半夜
后，金淑红娘仨的审核、合成工作才刚
刚开始。第二天早上，21人的隔空诵
读作品《为了谁》如期发表。大家用爱
发声，用共同的情感，隔空诵读合诵，

向战斗在一线的抗疫英雄们致敬！
在作品合成过程中，金淑红的儿

子杨勇付出很多。因为每个人的播讲
语气、语调、节奏、技巧不同，合成后又
要在一个基调上。他必须一句话一句
的拼接，两个人诵读，还好拼接一些，6
个人、11个人、直至21个人诵读，那就
可想而知了…… 。但儿子在妈妈的
带领下，从不叫苦，也不喊怨。一个为
前线助威呐喊的作品成功的发表，就
是他最大的心愿，从没想过利益，只想
着自己的付出有了价值。

隔空朗诵，激发了朗诵爱好者的
热情，随后几乎每天都有单人朗诵在
平台上发表。金淑红对每个诵读者的
作品，要逐人进行辅导，对初学者一句
句的校正，反复教练，直至朗诵者满
意，辅导老师满意，才能进入制作程
序。从疫情开始至今，金淑红带领协
会会员、“金淑红带你诵读群”、口才班
学生和她的家人创作、录制和诵读了
《战胜疫情，我们一定会赢》等30多篇
配乐诗朗诵等文学作品;在《金淑红少
儿播音主持平台》发表《守护草原一片
蓝天》等 20篇诵读作品;以 6—21人
不等的隔空合诵的形式发表《我想做
一名志愿者》等5篇音视频作品。

金淑红这位经历了两次大型手术
的退休女人，克服了病痛带来的不适，
以她独有的人格和魅力，同全旗广大
文艺工作者一道，以朗诵、音视频等形
式，用有声语言传达党和人民的声音、
传递着正能量，彰显了共产党员的责
任和担当，努力为打赢防疫阻击战贡
献力量。

有声有色的抗“疫”故事
——记克旗朗诵协会会长金淑红

■王永福

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席卷而来，全国各地疫情防
控工作形式严峻。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身为万合永镇宣传委
员的王凤莲“疫”不容辞挺在一线，与
全镇上下百余名“逆行者”一道并肩
作战，共同扛起疫情防控的大旗。

自大年初三上班以来，王凤莲就
开始忙着采集全镇疫情防控工作相
关素材、写信息报道、包村领导下村
组督查……大量的工作压得她“喘不
过气儿”，但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她没
有丝毫怨言，白天奔走在一线，挖掘
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闪光点”传递正
能量，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一线干部的
辛苦与斗志，激发全镇居民共同抗

“疫”的信心和决心。
“文字”来源于生活，只有身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才能体会到一线工作
人员的艰辛、繁忙。一个月以来，她
加班加点写材料，每篇稿件都沁入着
她的心血，必须反复修改、多次斟酌
审核后才能发送。用她的话说：“疫

情当前，舆论先行，我们责任在肩，必
须前进。”

她始终奔波着、寻找着、撰写着，
在这样的强度下，她病倒了。因为睡
眠时间太少，自身体质又弱，连续发
烧三天的她毅然而然地继续写文章
传播正能量，因感冒不能轻易外出，
她就通过电话采访完成多篇稿件。
目前，在王凤莲的带领下，万合永镇
自2月份以来共发表疫情防控工作信
息报道近 40篇，其中市级以上共计
17篇，国家级文章8篇，王凤莲本人
发表文章共计19篇。

这就是她，我们的“老大姐”。面
对疫情，她奔跑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初心和使命、责
任与担当。在这场疫情防控战斗中，
她用敏锐的视角、独特的洞察力，发
现万合永镇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每一
个闪光点，把党政干部、志愿者等坚
守在一线抗击疫情的温情故事真实
的呈现出来，引导全镇人民联防联
控、攻克时艰。

王凤莲
扛起防控宣传的大旗

■通讯员刘英明

春意未暖、冰寒依旧，天气虽然
寒冷，但是却抵挡不住辖区内党员捐
款的高涨热情。连日来，为积极响应
上级党委号召，青山社区党总支组织
广大党员踊跃捐款、倾力支援，其中
一些耄耋老党员更是用他们的真情
暖意驱散了严寒、融化了冰雪。

“疫情这么严重，我心里着急。”
家住农行家属楼的王改先老人

抓着工作人员的手动情地说：“我今
年已经 82岁了，之前也没给国家做
出过什么贡献，现在国家有难，疫情
这么严重，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心里
着急，再说平时社区也没少照顾我，
我就这点心意，200块钱虽然不多，
希望能够为国家出一份力……”在场
的社区干部无不被老人朴实的话语
感动，含泪接受了他的捐款。

“我来捐款，路上太滑，摔了一
跤。”

无独有偶，83岁的闫荣芳老人，
来到社区那一刻身上还“挂着”很多
白雪，当工作人员问及身上为什么会
有这么多雪的时候，老人蛮不在乎地
说“我来社区捐款，刚刚来的路上太

滑，不小心摔了一跤”。听到这番话
工作人员焦急地说：“闫大爷您的身
体不好、天寒路滑，千万要当心身体
啊，再说您的家庭状况我们也都知
道，您就不用捐了，您的好意我们心
领了”。可闫大爷执意不肯，留下
100元善款扭头便走……

“我不能下楼了，让儿子替我去
吧”

82岁的刘静萍老人身体状况极
差，常年卧床，可看到党员群里发出
的倡议捐款通知后，第一时间委托儿
子来社区捐赠了500元善款。92岁
的建国前老党员宋德才，依靠收废品
艰难维持生活的贫困党员孙维清以
及 86岁老党员韩秀荣，他们更是通
过其他渠道为此次疫情捐善款、献爱
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青山社区
党员正在用拳拳赤子情怀和博爱担
当践行着党员的光荣使命和高尚情
操。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耄
耋老党员们用斑斑银发守护着自己
的初心。相信不久的明天定会严冬
过尽春蓓蕾！

斑斑银发守初心
——青山社区耄耋党员疫情防控侧记

■特约记者靳羽商 通讯员李向慧

爱好体育运动，是
家乡克什克腾旗各族
人民一项光荣传统，
而几处体育场地及几
任体委主任更是功不
可没。

新中国成立之初
的体育场，设在经棚
一小（关帝庙前）的场
地上，这里不仅是学
生们上体育课，而且
是每年中小学及旗职
工开运动会的地方，
四周都是杨树围绕，
林荫下人们可乘凉休
息。外地来的马戏团
在 这 里 用 布 围 起 圆
场，在这里进行马术
表演，吸引着大人孩
子们到这里观看。那
时 经 棚 还 没 有 建 中
学，小学毕业后要往
林西中学去读书，因
此经棚一小十分重视
学生的体育活动，经
常组织篮球，乒乓球，
田径，滑冰等比赛，培
养了一批优秀的运动

员，当年我们在林西中学念书时，学校
的许多体育尖子都是来自克旗的学
生。篮球场上的主力运动员大部分是
克旗学生，如郭金、马俊山、袁碧树、白
树彦、刘佩福等。在校内或全县体育
田径比赛中，来自克旗的白树彦、冯士
芬都是百公尺纪录保持者，郝广德、郭
金、武贵斌都是优秀滑冰运动员，先后
参加了全盟及自治区的比赛。

在关帝庙前的体育场上，曾先后
举行过 9次中小学生和职工运动会，
1951年，国家推行第一套广播体操，
各学校曾在这里举行每年一度的广播
体操汇演。1958年开展“劳卫制”体
育锻炼，全旗涌现出一批一级、二级标
准的运动员，三级运动员更是超千
人。1973年，在经棚新大桥东建了一
个400米标准体育场，全旗大型运动
会在这里举行，1977年在田径场南侧
建了有十层看台的灯光球场，可容纳
3500多观众。杨俊岭、郭金、白树森、
等几位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体委负责
人。自从有了灯光体育场后，让克旗
篮球有了里程碑式的发展，各系统、各
机关学校相继组建了篮球队，什么在

“银鹰”、“鸿雁”“、钟声”等，男女篮球
队发展到近30个，我所在的经棚一中
有邵长权、句清泉主抓的男女篮球队

和田径队，在大型比赛中都是名列前
茅。柳枫林老师主抓的经棚一中男女
兵乓球队，多次在全旗、全盟大赛中获
奖，刘玉国同学被选拔到赤峰市代表
队。当时旗篮球队员中，特别重视对
少数民族运动员的培养，回族运动员
白云臣、白国起、马长俊、宫德成、张云
山、杨富国、刘佩荣、蒙古族包金麟、洪
卫等都表现不俗，张振兴曾担任过队
长，从芝瑞借调的学生于建设、热水借
调的学生刘福军，经棚一中学生张凡、
沙树德、白树森、郭志远、冯长明、杨
俊、张杰、洪卫、张海瑞、张景林、巴图
等都成了旗男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那时几乎每周都有篮球比赛，丰富了
群众的业余生活。

经棚体育场也多次举行过摔跤、
拔河比赛，而在牧区每年都要举行规
模不等的那达慕大会，克旗体委还相
继多次举行乒乓球、排球、足球、武术、
象棋、等比赛。1958年，我们经棚一
中在毕光磊老师指导下，我和刘伟成、
陈惠民、武惠智代表克旗参加昭盟首
届全运会，还有数十位参加了网球、武
术、自行车等项目的比赛。

从克旗体育场，走出了许多参加
全国及世界比赛的运动员，在摔跤、柔
道、射箭、国际象棋、赛马地掷球等方

面尤为突出，大宫齐格、敖其尔、闫学
青、马文明、肖杰等都取得过优异成
绩。

1979年我调到赤峰工作，在红山
晚报任编辑、记者时，我是赤峰市红山
区体育比赛的采访者，那时看到家乡
来的运动员感到格外亲切，尤其是张
起云、修坤夫妇。自费举办的门球赛，
我进行了全程采访。

如今，我已年近八旬，近 70年过
去了，非常怀念当年家乡体育场热闹
的场面，怀念昔日的同学和同事，仿佛
往日相聚在喧哗的体育场，彩旗招展
的看，腾虎跃的绿茵场。热辣辣地盯
着同一个目标，嗓门儿热乎乎地喊出
同一种腔调，心热腾腾地在同一个节
拍上跳动。家乡体育场的各项比赛，
曾让我们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体育的
强盛，象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
地区的强盛，经棚体育场，代表着家乡
几代人拼搏向上，真诚奉献的精神

作者马守喜，回族，内蒙古克旗
人，多年从事教育、新闻工作。2002
年在赤峰日报传媒集团退休，有多条
稿件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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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贾咏梅）在应昌
街道贡格尔社区防疫工作前线，有一
名党员志愿者，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厚
明，脱下戎装的他初心不改，仍以军
人的姿态，以党员的标准，坚守在社
区疫情防控一线。

自从疫情防控开始，张厚明就关
注疫情动向，大年初五，他主动到贡
格尔社区报名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他
表示：“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
军人，面对疫情，理应走在最前面，彰
显军人本色”，就这样，在社区工作人
员介绍了一下疫情防控工作流程之
后，他正式成了一名疫情防控值守志
愿者，一个口罩、一支笔、一个体温枪
就是他的战“疫”武器。在疫情防控
攻坚战20多天里，气温骤降，一场场
大雪袭击克旗，黑夜中，当人们在家

中围着餐桌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张厚
明在寒风中对小区过往人员进行登
记、监测体温，一丝不苟，严格查控，
坚决防止小区疫情。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张厚
明用自己的辛劳和坚守、奉献和汗水
践行一名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自2月
24日起，小区夜班值守由社区共建
单位负责，张厚明本来可以结束在社
区值守志愿服务，但他再一次找到了
社区，明确表示：“作为一名党员，疫
情不退，我不退；作为一名退伍老兵，
在小区值守的这段时间里，仿佛找到
了当年在部队里站岗的感觉，退伍多
年，国有难，召必回”于是，张厚明为
了让他人有休息时间，主动请战在中
午值班。

张厚明
军人风采在“疫”线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