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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岗位也闪光
1983 年出生的段然大学毕业后进

入国网任丘市供电公司，进藏前，他在

青塔供电所工作。2017年5月，国网西

藏新一轮农网升级改造工程由河北对

口帮扶，段然踊跃报名援建帮扶，顺利

通过体检，8月4日，他和来自沧州的4

位“战友”抵达西藏日喀则物资站。

报名的时候，段然说他是怀着“远

大理想”的，想着要到高原轰轰烈烈大

干一场。但他很快得知：他和沧州“战

友”们负责帮扶的项目是物资二次转

运，不在施工一线。

可段然意识到，物资链在整个工程

中起到了“加油站”的作用，只有物资供

应充足，才能保障一线现场正常运转。

他平时的工作看上去挺普通，但实际上

对整个施工而言关系重大。

汗水写满光荣
虽然在报名前就已经有了心理准

备，可当段然真正置身高原时，他仍经

历了一番艰苦的适应过程。

因为物资站没有住宿条件，段然

和工友们只能住在日喀则市区，物资

站位于市区西北角，自然条件艰苦，天

气变化无常，院内没有硬化，货车碾

压，泥泞不堪，职工们常常满身泥水。

加班加点对他们是常态，工作时间经

常长达 12 个小时左右。午饭自行解

决，基本上就是泡面、面包、榨菜这“老

三样”。

高原反应也很让人头疼，因为肠

胃经常“抗议”，段然一个月的时间“减

肥”12斤。核对物资时蹲下再站起来，

天旋地转，数次晕坐在地上。皮肤过

敏、患荨麻疹……段然遭遇了一个又

一个困难，可他一直咬牙坚持。

按照工作安排，到月底段然就要

结束援藏生活了。“这段经历十分珍

贵。”他说，自己和同事们在这里洒下

了汗水，也在这里结识了西藏的同行，

成了好朋友。回去后还会跟这些朋友

保持联系，交流工作中的经验，继续为

高原的电力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本报讯（通讯员张继秋）今年10月13日

是第28个“国际减灾日”。由中国扶贫基金

会、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主办，省地震局、省

气象局、省人民医院等单位联合开展的减防

灾宣教演练活动，在河北正定中学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开展了地震紧急疏散演练、减

防灾科普知识讲解与答疑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体验式活动。现场全体师生近6000人

积极参与。

本次活动，省地震局、省气象局和进德

公益基金会共发放减防灾笔记本、减防灾宣

传资料等共计近6000套。

在刘燕玲的院子里，阳台的下面养着

几株荷花。刘燕玲说，这是丈夫生病前种

下的，他喜欢，自己也喜欢。丈夫得病后，

很久没看荷花了，只要天气允许，她就每

天把丈夫背到轮椅上，推着出来看荷花。

刘燕玲说，丈夫看不够荷花，从荷花刚发

芽到开花，从凋谢到枯萎，每天看几十次，

一年要看千余次。丈夫看不够，她也陪不

烦。

刘燕玲说，她和丈夫是媒人介绍认识

的，但婚后相敬如宾，感情甚笃，从没红过

脸，吵过架。丈夫出门打工，她就在家里

照顾孩子，孝敬老人，里里外外收拾得井

井有条。丈夫出门在外时，刘燕玲几乎每

天晚上要跟丈夫通一次电话。“不说句话，

就睡不着。”回忆起丈夫和自己每天恩爱

的情景，刘燕玲落泪了。

刘燕玲的婆婆祁寿珍说，媳妇没得

挑，懂事儿，对老人孩子都非常好，尤其是

儿子生病期间，多亏了媳妇的照顾。“六年

啊，哪个年轻媳妇能伺候植物人丈夫六

年？”祁寿珍抹着眼泪说。村干部吴树长

说，刘燕玲为人正派，这么多年照顾丈夫

的事儿全村都知道，都说她是个好媳妇。

刘燕玲也知道丈夫的病不能完全康

复，但她一直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照顾

着丈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无论他的病

多严重，我都要陪伴伺候下去，只要有他

在，家里就不冷清，我就不孤单。”柔弱的

刘燕玲坚定地说。

本报讯（记者呼延世聪）日前，省民政厅

下发《关于公布第四批省级烈士纪念设施的

通知》，经省政府批准，我省新增20处省级烈

士纪念设施名录。截至目前，我省共有县级

以上烈士纪念设施193处，其中国家级13处，

省级42处。

新增的20处分别是深泽县烈士陵园、元

氏县烈士陵园、闫庄烈士陵园、宽城满族自治

县烈士陵园、兴隆县烈士陵园、赤城县烈士陵

园、蔚县烈士陵园、曲阳县烈士陵园、蠡县烈

士陵园、阜平县烈士陵园、青县烈士陵园、肃

宁县烈士陵园、泊头市烈士陵园、临西县“四·

二九”烈士陵园、平乡县烈士陵园、大名县烈

士陵园、成安县烈士陵园、临漳县烈士陵园、

北疃烈士陵园、辛集市烈士陵园。

该《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保护管理工

作，规范服务内容，做好英烈事迹发掘整理及

宣传，发挥好省级烈士纪念设施在开展革命

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

献县农妇守护“植物人”丈夫
两千个日夜不离不弃

本报驻沧州记者 代晴
通讯员 左书忠 文/图

六年前，献县 35 岁村民吴树军

在异乡突患脑出血，手术期间医生多

次下病危通知。病情稳定后，吴树军

处于半植物人状态，只会眨眨眼。

2000 多个日日夜夜，吴树军的妻子

刘燕玲衣不解带守候，不离不弃照

顾。渐渐地，吴树军有了知觉，左手

能抬了，能像孩子一样牙牙而语了。

虽然丈夫生活还不能自理，但刘燕玲

一直相信一个奇迹：丈夫能好起来！

她也知道这个愿望可能很渺茫，不

过，她依然心存梦想。

献县商林乡南漳河村的刘燕玲

永远忘不了，2011 年 9 月 26 日傍晚

时分，她突然接到亲戚打来的电话：

她的丈夫吴树军突患疾病。丈夫在

天津当大车司机，怎么会生病？带着

这个疑问，刘燕玲心急火燎地乘车去

了天津。

赶到天津时，丈夫吴树军已经在

医院处于昏迷状态，无论她怎么呼

唤，丈夫就是没有回声。经过检查得

知，吴树军在路上行走时，突然脑出

血，幸亏民警发现，在他的口袋里找

到手机和最近拨出的联系人，通过亲

戚联系上了家人。

最初去的那家医院诊治效果不

好，刘燕玲和家人急忙把吴树军转

院，经过很多周折和检查，吴树军在

当天的半夜十一点终于进了手术

室。刘燕玲在手术室外默默祷告丈

夫手术成功，但医生的一句话让她感

觉天要塌下来：她的丈夫脑干大面积

出血，最理想的结果也是植物人。

手术结束后，真如医生所言，吴树军一

直处于半植物人状态。刘燕玲瞅着病床上

的丈夫，暗下决心，只要丈夫有一口气在，她

就要照顾他。在天津医院住了近两个月，刘

燕玲和家人轮流伺候，她衣不解带，没出过

医院大楼，一直在病房里守候。

在天津住院花费太大，刘燕玲听从了医

生和好心人的劝告，跟家人商量，就把丈夫

转到沧州医院继续治疗。快过年了，家人劝

她回去过完年再回来住院，可她说，只要跟

丈夫在一起，在哪儿过年都一样。就这样，

2012年春节，她跟丈夫在医院过了年。

过完年，医生告诉刘燕玲，她丈夫的病

情要靠后期慢慢康复。医生的意思就是让

病人回家调养，在医院里也没有多大意义

了。刘燕玲看着病床上脸色灰暗，两眼呆滞

的丈夫，趴在床上呜呜大哭起来。哭归哭，

病人还要照顾。

刘燕玲把丈夫接回家，亲自照顾。她每

天无数次地给丈夫做按摩，活动胳膊腿，抻

手指头，根据医生教的方法，每天给丈夫按

摩手脚，用热水泡脚。丈夫躺在床上不能

动，时间长了容易生褥疮，因此每隔半个小

时，刘燕玲就给丈夫翻一次身。夏天，她就

背着丈夫到浴盆里洗澡，每天要洗四五次。

冬天，丈夫的手脚冰凉，她就把丈夫的脚暖

在自己的怀里。亲戚看她家的条件艰难，主

动出钱帮她粉刷墙壁，更换了严实的门窗。

刘燕玲1.6米的个头，但要背起120多斤

的人，也费很大劲。但她知道，这是自己的

丈夫，自己不背，谁背？她背着他洗澡，背着

他到院子里走动，背着他晒太阳。

刘燕玲说，刚从医院回来时，丈夫坐不稳，

经常东倒西歪，经过她的精心照顾，现在丈夫

能在轮椅上坐稳了。邻居们说，吴树军刚从医

院回来时，脸色不好看，现在脸色红润，左手能

抬，能坐了，这都是他媳妇刘燕玲的功劳。

刘燕玲听后，哭了。她说，六年来的

2000 多个日日夜夜，她没有睡过一个囫囵

觉，丈夫的吃喝都是她一个人伺候，大小便

都是她一个人照顾。看到丈夫的病情有了

好转，虽然是细微的，但她也非常高兴。

刘燕玲虽然生在农村，但是个爱美爱干

净的妇女。虽然丈夫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但

屋里的简单家具都特别干净，而且没有一点

异味。刘燕玲说，丈夫没生病前，夫妻恩

爱，家庭和谐，逢年过节就要到县城商场里

逛逛，买点衣服，添点物品。但自从丈夫生

病后，自己一次县城也没去过，没逛过一次

商场。

为了省钱给丈夫看病，刘燕玲六年来没

买过一身新衣服。她说，自己的衣服都是婆

婆和小姑子给买的，她舍不得花钱。刘燕玲

的娘家是本县陌南镇人，丈夫没生病前，他

们隔一两个月就带着孩子回趟娘家，自从丈

夫生病后，她只能自己回娘家。

“一年最多回娘家两趟，近20里地，骑着

电动车，快中午才到家，简单吃点，跟老人说

几句，下午就赶紧回来，主要是惦记着家里的

病人。”看着病床上的丈夫，刘燕玲柔情地说。

任丘“80后”电力职工援藏
演绎“平凡的奉献也美丽”

作为一名援藏的电力职工，国网任丘市供电公司“80后”职工段然虽然短短时

间里就“减肥”10多斤，而且因为缺氧不止一次晕坐在地上，但一想到自己和“战友”

们的这份付出会换来电流，给高原带去动力，带去光明，他浑身上下又充满了力量。

丈夫突患疾病，
家里塌了半边天

坚强守候床前，六年日夜照料

没逛过一次商场，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最喜欢的事，就是陪着丈夫看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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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减灾日 减防灾演练进正中

我省新增20处省级烈士纪念设施名录

本报驻沧州记者 李家伟 通讯员 王志磊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