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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徐靓）迎新街献血屋近日挂
出了"急需A、O型血"的条幅，山医大六院（太钢
总医院）迎新院区医技一支部支委会决定号召支
部党员积极无偿献血，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0月12日，支部8名A型及O型血的党员群众
来到献血屋挽起衣袖，无偿献血，在工作岗位以外
继续履行"救死扶伤、保护生命"的职责。支部委员
李鹏、崔亚琼均已参加过十余次无偿献血；年龄最

大的王冠民主任说，在献血年龄达标之前，要抓紧
时间献血。能够尽一己之力挽救生命是非常有意
义的。王主任的价值观影响了科室的多位医生积
极参加无偿献血。生命的希望和无私的关怀让这
群党员热血澎湃，他们表示，救死扶伤、促进健康是
医务人员的职责，既然人民群众急需，就义不容辞，
关爱生命，从自己身边做起。共产党员，就应该出
现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凝聚点滴之爱 点亮生命光彩
本报讯（记者郝晋凯 通讯员赵俊

梅）12月1日，由山西医科大学第六医
院（太钢总医院）、山西省医学会放射
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山西省卫计委放
射质控部、太原市卫计委影像质控部协
办的《医学影像新技术临床应用及质量
控制学习班》在花园会议中心开班。

原山西医学会会长、山西省卫生
厅副厅长、博士生导师王峻，山西医科
大学副校长、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常委博士生导师张辉教授，中华医学
会放射学分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
医院放射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汪登斌
教授，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心胸学
组委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射科主
任、博士生导师张笑春教授等专家学
者出席了开班仪式。来自全省六十多
个医院的400多名医学影像专业人员
参加交流学习。

培训期间，张辉、汪登斌、张笑春、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徐文坚和山
西医科大学第六医院（太钢总医院）彭
琨、王冠民分别作了《脑肿瘤影像诊断
思路及路径》、《嗜铬细胞瘤的影像诊
断与鉴别》、《MRI 动态增强技术在
HCC早期诊断及精确评估中的作用》、
《骨与软骨损伤误诊漏诊分析》《磁敏
感加权成像原理及临床应用》、《头颈
部CTA扫描技术及重建的质量控制》
的专题技术讲座。

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浅
出地讲解了医学影像方面的新进展
及临床应用规范，分享了各自的实
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对我省医学影
像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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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英雄，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或
多或少有过英雄情结。

小时候，信息不像今天这么发达，
我眼中的抗战英雄大都来自语文课本
中。他们有英勇机智的少年英雄王二
小，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还有气壮
山河的狼牙山五壮士。

那时，总觉得英雄人物是天地间少
有的,但是,当我读完蒋殊老师的《重回
1937》，认识了许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
英雄人物,我又重新更正了我内心关于
英雄的定义。他们并没有三头六臂,他
们很可能是生活在我们当中的普通人,
当国家和民族大义当前时,他们选择了
担当,选择了勇敢地冲上前线,这便是
英雄的来由。传承他们的精神,学习他
们的事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
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在《重回 1937》中，蒋殊记录了村
财粮主任武书云，为了保护粮食，面
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一句话也不说。
日军用黑布箍住他的双眼，用刺刀扎
向他的身体。扎一刀，问一声，不说
再扎。直至他倒在血泊中，也始终未
发一言。

叶成焕，722团团长。所领导的团
队当时被誉为“攻如猛虎，收如泰山，百
战百胜”。当日军发起九路围攻时，叶
成焕正患者肺病，他不顾身体的病痛，
硬是求告陈赓旅长上了战场。在撤退
时，像以往任何一次一样，留在最后一
个排，一边撤一边不忘观察增援的日
军。执着的要“看一看”，再“等一等”
的他，最终没有躲过冲来的子弹。

……
这些人他们没有名扬天下，但

他们同样是抗战英雄。
蒋殊老师经过两年时间，通过采

访那些亲历战争的人们，将历史真实
还原的同时，也为人们传递了老兵们
对于战争的感悟和对今天幸福生活
的珍惜。

“只要不打仗，哪怕每天喝一碗凉
水，安静地晒个太阳就满足。”这是一
位老人在战争时期对于和平的向往。

“有一个家，是最大的事。”这是一
位在战争年代出生的老人得到家时的
欣喜与感慨。

“活到这么大，哪有今天幸福？种
地还给钱，真是在天堂活着呢！”这是
一位从小逃难的老人对今天生活的知
足与感激。

“就是觉得对不起牺牲的同志，心里
非常难过，功劳是大家的，只是有你的一
小部分。”这是一位抗战老兵在享受到今
天幸福生活的同时，内心的不安。

70年，对一个国家，只是漫漫征途
中的一段行程，而对于一个人，却是一
生。今天的我们，丰衣足食，当我们了
解了 70 年前人们的生活状况。对于
现在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不珍惜
的呢？

英雄，抗战时期有。以后的日子
里，依然有。只不过时代不同，从事的
工作不同。

邓稼先，中国“两弹”元勋，他放弃
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发展祖国的
核事业。他成功地设计了原子弹和氢
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
了世界先进水平。因在实验中受到核
辐射，身患直肠癌，不幸逝世。在弥留
之际，还用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为祖
国献上关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为了解决
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头顶烈日，脚踩
烂泥，走进水稻的茫茫绿海，夜以继日
地观察实验。历经10年，终于将杂交
水稻研制成功。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
这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

中国女排，连续夺得世界冠军。
后来虽然经历低谷，依然不轻言放弃，
终于在主教练郎平的带领下，时隔 12
年再次获得奥运冠军，她们在不断实
现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成为国人心中
一面精神的旗帜。

……
这些人，他们为新中国的强大流

血流汗，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是新

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
我们太钢也有好多先进人物、劳动

模范，他们同样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李双良，当代愚公。面对太钢日

益升高的工业废渣这座大山，他主动
请缨，每天到渣山进行测量，对钢渣的
指标数据和几十年的出渣记录进行分
析，通过艰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没要
国家一分钱，从根本上坚决了太钢的
倒渣难题，并创造经济价值3.3 亿元。
在治理污染、综合利用方面，为全国冶
金企业走出了一条治渣新路。为国家
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科学发展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

近日，世界上里程最长、施工难度
最大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
通车。这座海上巨龙的“不锈基座”正
是来自我们太钢，为了它，不知倾注了
我们太钢人多少汗水和智慧。

还有许许多多在平凡岗位上的
“工匠”们，他们爱岗敬业，默默奉献，
在各个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和力
量。在我眼里，他们同样是英雄。正
如蒋殊笔下的抗战老兵，他们或许没
有轰轰烈烈的战绩，而他们也为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夜以继日地挥洒着
自己的汗水。他们，同样值得尊敬。

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
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历
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所有人终将化为
尘土，只有
那些无愧于
自己生命、
无愧于时代
的 人 终 将
被铭记。

——读蒋殊纪实散文《重回1937》所想到的

郎晓英

解读英雄

读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