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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光芒是永恒

的。走进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一代又一代的

有识之士，传承弘扬着白求恩的光辉精神，形

成“星星之火迸发燎原之势”。

近年来，在兴县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孕育

出了一批又一批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好护士，有共赴国难、舍生忘死的抗疫英雄李

巧珍、王东东；有心系群众、竭诚为民的全科医

生李永存；有大爱无疆、赤诚为民的骨科医生

李平；有来自基层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的李家

湾村医李娜……

2020年春节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席卷全国。2 月 8 日，在举国同庆万家团聚

的元宵佳节之际，凌晨 1点李巧珍接到了驰援

武汉的通知，义无反顾第一个报名参加援鄂抗

疫，跟随山西省第四批援鄂医疗队，投入到武

汉抗疫的前线。

一到武汉李巧珍就被组织安排在武汉江

汉方舱医院，担任院感防控工作，主要负责医

护人员院感防护培训和消杀工作及后勤保障

工作，工作中她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身体和心理

压力和对家人的思念，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穿

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夜以继日救助饱受病痛

折磨的患者。

李巧珍和丈夫任继兴，有个儿女双全的幸

福家庭，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年级、另一个孩

子刚上幼儿园，自己驰援武汉后，两个孩子只能

靠公婆照顾。她在自己的工作日志上写道“我

匆忙踏上了驰援湖北的征程，当驰援武汉时，我

忘记了我是谁的女儿，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当

驰援武汉时，我忘记了我是谁的妻子，我只对老

公说照顾好父母，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自己。当

我驰援武汉时我忘记了我是谁的母亲，我没有

来得及拥抱一下我亲爱的宝贝们……”

“在武汉抗疫期间看着孤独的病人，看着

我们身边的医务人员因感染疫情而牺牲，每当

夜深人静我也在流泪，我也有家人、我也有孩

子，我是否也会被感染、我能否平安回家、我能

否再见我的家人”。回忆起武汉的日日夜夜李

巧珍眼里再次噙满泪花。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

会到来。3月 9日，最后一名患者出院，江汉方

舱医院宣布休舱，李巧珍终于完成了党组织交

给的光荣使命。

从 2 月 12 日至 3 月 9 日方舱休舱，李巧珍

通过线上线下开展防护培训 121次，为医院及

驻地消杀 300 余次，她和同事们共救治患者

1536 人次，重症转出 180 人，出院 1285 人。实

现了“零死亡、零返院、零事故、零感染”的四零

目标，在武汉率先实现休舱。

王东东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不顾家人的反

对，义无反顾承担起抗疫责任。他积极响应党中

央号召和省、市、县委决策部署，连续多次主动请

缨支援湖北，义无反顾地申请加入山西省赴鄂医

疗队，毅然决定奔赴武汉，支援湖北的疫情防控。

到了湖北后，王东东在本职岗位上按照工

作安排，严格要求自己，他担任吕梁队队长及

临时党支部组织委员后，在做好队员管理工作

同时，全面负责驻地 5 个分队 121 人的后勤保

障、驻地消杀、安全防护等各项工作。

作为支部组织委员，他积极主动开展特殊

时期、特殊岗位党建工作，抗疫期间所在医疗

队党支部共培养发展预备党员 43名，并以身作

则号召广大党员打头阵、勇付出，形成了一道

坚强的抗疫战斗“堡垒”，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

勇敢担当，尽职尽责、无私无畏圆满完成了党

和人民交付的艰巨任务。

2020年 11月王东东被山西省委省政府记

个人三等功；2020 年 12 月被评为吕梁市特级

劳动模范；2020 年疫情期间，其所在山西省第

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一批方舱）被国家三

部委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防控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2021 年 6 月被评为全市优

秀共产党员。

“我们共产党员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面

鲜红的旗帜，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哪里

有困难，我们就迎难而上，这是一份光荣，也是

一份责任。”面对记者，王东东语重心长地说。

兴县人民医院骨科大夫李平，从业以来恪守

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信念，不计得失、尽心竭力

服务人民群众，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2009 年 12 月，28 岁的尹新云因发生车祸

导致腿部粉碎性骨折入住兴县人民医院，由于

家庭经济困难一时拿出不医疗费用，加之天气

原因外聘医生无法赶来，在医院拖了近两个星

期，眼看就要错失治疗的最佳时机，李平打破

医院规章制度，顶着压力担着风险，自己垫付

医疗费用，给患者做了手术，及时挽救了患者

的“燃眉之急”，改变了他即将双腿残废的命

运，病愈后全家双膝跪地表达感恩。

兴县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李永存，坚持心

系患者、情牵病人，用行动践行“两袖清风、一

心为民”的医者品格。每一次医患接触都能让

病人感到温暖和力量，被患者称为白求恩式的

好大夫。

在 原 中 共 中 央 晋 绥 军 区 司 令 部 所 在 地

——兴县蔚汾镇李家湾村 68岁的刘浦英，告诉

记者自己高血压数年，腿脚不灵活，村医李娜

为其主动上门搜集资料，办理慢病证，并及时

送到手中，让她第一时间能享受到国家医疗保

障政策，有效防止因病返贫。

“几年来，李娜经常搀扶我到村卫生室，给

予了穴位悬灸、刮痧、雷火灸、推拿治疗，知道

我家庭困难，这么多年没收过我一分钱，为了

我们这些孤寡老人的健康，我不知道，她垫付

了很多，从来没有过一丝丝的抱怨。她是一个

时刻为老百姓健康着想，无私奉献的好医生，

她就是我们村民健康的守护神。”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朽。

85年过去了，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

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

战士白求恩的光辉事迹依然口口相传。正义的

精神依然闪耀“晋绥首府 红色兴县”，并化作源

源不断的力量，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英

勇奋斗，催生出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

事，涌现出许许多多可圈可点的优秀人物，激励

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坚守正义、扶危济困，无私

奉献、开拓进取，绵绵不息续写着“让人道主义

精神在晋绥大地永放光芒”的动人故事。

让人道主义精神在晋绥大地永放光芒
——写在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阔别兴县85周年纪念日

□ 文/图 张亚东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

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从那时起，倭

寇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东北失守，华北危

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也是从那时

起，白山黑水间抗日救国的烽火迅速燃遍全国，

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进行了长达

14年的持久抗战，中华民族开启了走出苦难的艰

难跋涉、逆转命运的历史征程。

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关键时刻，国际红十

字会加拿大共产党员亨利·诺尔曼·白求恩，这位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不远万里、历经艰险、克服重

重困难，于 1938 年带领医疗队来到中国，舍生忘

死开展了人道主义志愿活动。他的到来，给战火

纷飞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黎明的曙光。从此这

一束正义的光芒，开始播撒人间，给苦难中的中

华大地点亮一丝希望，中国人民在这种“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精神的激励感召下，不屈不挠，浴

血奋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

诺尔曼·白求恩出生于 1890年 3月 4日，他的

生命在 1939年 11月 12日画上了句号。他的一生

都在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他的无私奉献和

人道主义精神，成为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明灯。

202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8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4周年。为

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特别

整理了他在晋绥边区（兴县）的光辉事迹，以传承

和发扬他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

兴县是一个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延安的门

户，也是 120 师师部驻地。在革命战争时期，兴

县起到了阻止敌人向西推进、保卫延安的重要作

用。1938 年 4 月 22 日至 23 日，白求恩在晋绥首

府兴县的 120 师医疗一所（兴县城内郭家沟康家

大院）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感人故事。

国庆节期间的兴县，红旗漫卷、热烈喜庆。机

关单位大多“人去楼空”，大多数人正在享受中秋

国庆双节假期。兴县党史研究室主任牛亚平依然

一如往常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专注地翻阅着晋

绥历史，为的是寻找关于白求恩在兴县的历史珍

贵资料。

10月 1日，热爱研究、善于收集的牛亚平给记者

发来信息，找到了关于白求恩在晋绥边区的三本珍

贵资料。分别是《白求恩援华抗战 674个日夜》《一

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和《诺尔曼·白求恩文

选》。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白求恩的生

平和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精神风貌。

史料记载：1938 年 3 月 31 日白求恩带领的医

疗小分队到达延安，听说晋绥前线有大批伤员需

要治疗，便主动向毛主席申请去晋绥，征得毛主席

同意后，经过六天的艰苦行军，于 5月 11日到达贺

家川。白求恩原以为伤员在兴县，后来才知道伤

员在贺家川刚卸下行装，就问张汝光主任：伤员在

哪里？张主任说：“你们先休息一下，吃完饭再谈

工作。”白求恩马上说：“这里是重伤员收容所，我

就是为看伤员来的。”姜齐贤部长以商量的口吻劝

道：“是不是吃完饭再去看？”白求恩连连摆手说：

“不行，不行，一定要看过伤员再吃饭。”接下来的

11天时间里，白求恩为 175名伤员做了手术。5月

17 日，白求恩给毛主席写信，报告“我们看到在那

简陋到最低限度的条件下，医务工作人员忠于职

守的许多实例。”提出改进医疗人员培训，建立特

种外科医院的建议（贺家川也属晋绥）。

5月 22日，白求恩一行渡过黄河，检查了设在

兴县的 120师医疗第 1所（兴县城内郭家沟康家大

院）24日，到达岚县 120师师部。白求恩对医疗第

2、第 3所伤员进行检查治疗，建议加快培养医务人

员、提高技术水平、组织前线医疗队，赠送了一批

药品和手术台等医疗器械，对 120师医疗工作给予

很大帮助。6月 6日，白求恩在岚县再次给毛泽东

写信报告了 120师医疗情况。6月 16日，白求恩一

行到达五台山 359旅旅部，第二天前往金刚库村晋

察冀军区司令部。白求恩为晋察冀军区、359旅检

查救治伤员，开办医训班，培训医疗骨干，创建了

模范医院和野战手术室。

“白求恩的不少建议成为我军医疗卫生方面

的经典，比如建议前线医疗所要设在战场 3华里之

内，如果能做到，可挽救 70%以上的伤员的性命，

他在晋察冀亲自实践，做了证明。此外，白求恩还

自己设计了马背上的医院，也就是把所有的医疗

器械和药品一匹马就能驮走，并命名为‘卢沟桥

’。白求恩发明的‘肋骨剪’现在还有专利。白求

恩为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这是有目共睹的。”牛亚平说。

在战地的白求恩，把自己同八路军将士融为

一体。1939年 9月，由于前线医疗物资短缺，白求

恩准备回国筹措经费和药品。启程在即，却遭遇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他临时决定留下，带

领手术队赶到涞源县摩天岭前线。在前线抢救伤

员，危险时常相伴左右。白光耀说，有一次正在手

术时，哨兵通报敌人正在逼近，但白求恩却坚持要

给伤员手术。连伤员都在苦劝白求恩尽快撤离，

他却说，要死一起死，绝不能把伤员丢下。

1939年 11月 12日，白求恩因手术中被细菌感

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49岁。在生命

弥留之际，白求恩顽强地坐起来，用颤抖的手给聂

荣臻和翻译朗林分别写了一封长信，“今天我感觉

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最近两

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

就是稍显孤闷一点。”聂荣臻这位身经百战、有泪

不轻弹的将军，读罢禁不住潸然泪下。

毛泽东听到白求恩逝世噩耗后，十分悲痛，写

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文章中写道：“一

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

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

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称白求恩是“一个高

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

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主席对白求恩的评价

赓续传承白求恩精神

贺家川白求恩旧居贺家川白求恩旧居

白求恩工作的珍贵影像资料

兴县党史办主任牛亚平和本文作者分享他找到的白求恩在晋绥边区的三本珍贵资料

白求恩精神传承者兴县抗疫英雄王东东在和同事分享他在武汉

抗议时的工作经历
白求恩精神传承者兴县人民医

院中医骨科主任李平在给病人把脉
白求恩精神传承者兴县人民医

院手术室护士李巧珍在武汉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