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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友、同事一起去海边玩儿，
却遇到游客溺水，在众人还没有反应
过来之际，他已经纵身跳入海中，逆
着潮水拼命将溺水者从死亡线上拉
了回来。海中锋利的礁石将两人的
身上划得都是伤，他顾不上自己，拿
着纸巾先去帮他救上来的人止血。

他叫王有国，曾经是一名军人，
也习武了几十年，救人是身为一名军
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也是一个习武
的人应该先修好的品德。

与亲朋海边游玩
偶遇游客溺水

“哎！你们看海里面，那是不是
一个人影？”“好像是啊！刚刚有个人
把衣服放在岸边，下海去游泳了，衣
服还在岸边，也没看到他上来，瞅着
这样子是不是那个人溺水了啊！”7月
18日，49岁的王有国组织亲友和同事
一起到东港市菩萨庙镇一处海边的
景点玩儿，大伙吃过午饭，正各自分
散开在海滩上拾贝壳，这时他听到了
身旁几名游客在说着着什么。

溺水？王有国听到了这，迅速站
起身向海里望去，此时也有其他人陆
续发现了，几名女游客指着海里的一
个方向开始喊：“有人溺水了！有人
溺水了！”王有国顺着他们指的方向
看去，只见在距离岸边大概 100 米远
的地方，有一个人在海中浮浮沉沉。

这确实是溺水了，王有国马上将
身上带的腰包扯下来塞到了身旁同
事的手里就冲向了海里。

同事看他跳海救人
紧张得心脏怦怦跳

“当时大伙都还没反应过来，我
们王馆长（王有国）就把包塞到我手
里就往海里跑去，我下意识想拉住他
问他会不会游泳都没能拉住，他就冲
出去了。”王有国工作的跆拳道馆的
同事阮航回忆说，当时海滩上其实人

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孩子，
剩下的人几乎都不会游泳，也没有王
有国反应快。

眼看着王有国一头扎进了海里，
向溺水人处拼命地游，岸上的人这时
才都注意到这一幕，“大伙就想办法
怎么能帮帮他俩。”王有国的同事王
金月说，直到王馆长把人救回来了，
这三四分钟大伙都紧张得心脏怦怦
直跳。

危急三分钟
救溺水者上岸

回忆起那生死瞬间的几分钟，王
有国坦言有点后怕。出于安全考虑，
救人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走入水中的，
而他却是直接“扎猛子”跳进去的，这
样其实不对，海里有很多暗礁，这样
做非常容易撞到头，“可是当时真的
就是着急救人，想不了太多。”

王有国迅速地往溺水者附近游
去，可是此时那人却被浪潮推得越来
越远，当王有国游到他身旁时，先是
绕着溺水者游了一圈观察情况，“我
曾经当过兵，学过救援知识，救溺水
者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上前，因为溺
水者有时候会下意识地拽住救他的
人，最严重会导致两人都溺水，所以
我先观察了一下溺水者的情况，好找
最佳的救助位置。”

经过迅速判断后，王有国绕到溺
水者身后，抓住了他的头发开始带着
他往回游，“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时候，

当时正赶上退潮，往回游和潮水方向
相反，我还带了一个人，当时就呛了
几口水。”王有国说，好在他从小练
武，身体素质好，还算是挺住了，当游
了一会儿之后，他发现溺水者好像恢
复了一些意识，自己也开始划水，于
是他改变方法，将手伸到了对方腋下
带着他一起游，两人一起使劲，这才
有惊无险地回到岸边。

自己腿划伤在流血
仍帮溺水者处理伤口

此时早已等在岸边的人们迅速
上前将两人拉了起来，“这时候大伙
才算松了一口气。”阮航说，当时被救
上来的人胳膊上、身上被礁石划了不
少口子，王有国的腿也好几处都被划
伤，可是王有国没顾得上自己，一边
跟获救者开着玩笑，缓解他的紧张情
绪，一边拿着大伙递给他的纸巾给他
擦血，还帮他穿上衣服。这时获救人
的家属闻讯赶到，王有国这才坐下休
息。

温暖2019 我是辽宁人

习武几十年“退伍兵哥哥”扎猛子逆潮救人

王有国(左）拿着纸巾帮他救上来的溺水者清理胳膊上的伤口。 本人供图

记者：你说现在觉得后怕，当时
没担心救人会有危险吗？

王有国：我去救人的时候心里其
实什么也来不及想，就是我身上的军
人和习武的人这两种身份让我本能
地做出这种选择。

记者：您觉得这两种身份对你有
什么影响？

王有国：我当过5年的武警，身为

一名军人，那个时候我受到了正规、
系统的救人训练，虽然现在退伍了，
但是救死扶伤也是军人的本能。而
且我从 6 岁时开始学习武术，现在我
带学生也是告诉他们练武首先是要

“练德”，学会一身本事就更应该帮助
他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
记者 王晓阳

救人是军人的本能对话王有国

走出困境顺利毕业，一封学生写
给锦州医科大学刘学政书记的感谢
信火遍了整个校园的同时，也让更多
的教育工作者看到了，对学生单向的
善与关怀真的会发生“爱的聚变”。

进入暑期学生们已经放假回家，
仍在最偏远地区做家访的刘学政书记
谈起毕业生邢文金满是自豪，“他没有
辜负期待，虽然中途休学一段时间，但
通过努力顺利毕业，也养成了规律健
康的生活，身体好了也自信不少。”

邢文金的改变，是学校育人的硕
果。学校的工作人员介绍，刘学政书
记是在学校的“一帮一”助困基金理事
会上，了解到当时邢文金遇到了生活
上的困难。“一帮一育人工程”从1996
年开始就在全校开展，到现在已经有
17个年头。锦州医科大学的帮扶教师
用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私的援助
走进了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成长。

2011年，参与助学的党员446人，
帮扶学生452人，学习成绩100%有显
著提高，学习名次在年级排榜中平均
上升了7.1%；2012年，参与助学助困
的教师 460人，共帮扶学生 506人，各
单位与 113 个班级结成帮扶对子；
2013年，学校募集“一帮一助困基金”
近20万元，资助了身患重病和突然遭
受重大意外事故的学生……

助困、助学、心灵导航，学校内以
师生“结对子”的方式，通过开展多种
形式的活动从帮生活、帮学习、帮思
想入手，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顺利完
成学业；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
提高学习成绩；帮助思想上有困惑的
同学，正确认识生活。

这封特殊的感谢信让学校的老

师也很受感动，“作为一名新教师，
我收获了太多感动和启示。”学校党
委宣传部的王芳说，锦州医科大学
党委书记刘学政教授身体力行，为
学校开展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的工作做出了表率。“刘书记
工作繁忙，但依然花费时间、精力，
亲自关心有困难的学生。他付出的
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帮助，还有持续
多年的情感关怀、精神激励和思想
启迪。”王芳认为育人活动在学校长
期坚持，得益于学校领导身先士卒，
在和学生结对子和为困难同学捐款
等方面都走在前列。“他的做法激励
我们每一位员工，不忘教育初心，牢
记育人使命，做好立德树人工作。
今后我会更加积极主动投入到育人
工作中，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爱，把

这份爱化作前行的动力，并把这份
爱传递给社会。”

在这种大爱精神的熏陶下，学校
涌现出大批优秀群体和个人。从见
义勇为的优秀大学生张昊、张雪峰、
林博到勇斗歹徒的王月、李莹；从抗
击非典英雄孙英宁到自强不息的好
学生王慧林；从2008奥运志愿者刘石
建璁到辽宁省大学生志愿服务标兵
张华峰、姚娜；从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林乐伟、郑妍、杨冬梅到荣获第八
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的黄寅鹏
……17 届学生受益于学校良好的育
人氛围，怀着对学校和老师的感恩走
上社会，并散播出这种爱，带动和帮
助更多的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锦州特
约记者 张墨寒

新闻闪回：锦州医科大学 2019届的毕业生已经陆续离校，依依不舍的同学们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合影留念，不舍大学时光。
2019届临床医学专业的一名毕业生给校党委书记刘学政留下了一封特殊的感谢信，倾述对学校和老师的不舍情谊。

新闻到底：《毕业生离校前 一封感谢信温暖校园》②

“从善出发、到爱回馈”共同续写爱的传递

受到帮助的学生和老师在一起。 校方供图

《一封感谢信温暖一座校园》这
篇报道，我看了之后，第一感觉是：
这似乎不是太过新鲜的事情，在我
所闻中便有不少“学生遇到困难，学
校以各种方式救助”的事例。但这
个刚刚发生在锦州医科大学的故
事，还是有让我特别感兴趣之处。

让我感受强烈的一点是，这所
高校已经从上到下地酿成了一种氛
围。那位当时的刘校长，也就是后
来的刘书记，他不但直接出手帮助
一个有困难的学生重返校园，还在
学校建立了一个“一帮一”的基金，
汇集每人每月一块钱的力量，聚合
在一起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学
业。这封感谢信的主角邢文金同学
在生病的时候，这个基金承担起了
主要医疗费用，而学校的老师和同
学们也始终陪伴在他左右。可以
说，他自始至终都被锁定在学校的
深切关注中，这个学校在他身上，滴
洒下了醇厚浓烈的爱的雨露。

我不禁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文
章《感恩原生家庭》，讲述了一个家
庭里父母把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孩
子长大以后各自组建了新家庭，他
们原来和父母在一起的家庭就是

“原生家庭”。后来，一个老人住院

了，儿子带着儿媳和他们的孩子来
照顾。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代的孩
子感受到了一种爱的传递……

我更看重的就是这种爱的传
递。

锦州医科大学这所学校，显然
已经建成了一种氛围，真正的把教
书和育人齐头并进地做出了实效。
学校给予学生的爱不单是滋养他的
雨露，更是一颗植入学生心灵的种
子。

“您像一盏明灯照亮我的人生，
指引我前行。”这是邢文金在感谢信
中写下的一句话，作为一名医科大
学毕业的学生，他即将开启的工作
之旅，恰恰需要处处播洒爱的雨
露。他在这样的学校中接受了这种
爱的种子，他能否像接过接力棒一
样，把这种爱和关怀在自己的社会
角色中继续传递延续下去，这很重
要。学校的做法，隐含着这种深
意。邢文金的感谢信不是答卷的结
尾，而是刚刚开了个头。

“从善出发、到爱回馈”，我真的
是非常希望，在随后的“未完待续”
中，这个故事能一直成长，不断强
大，绽放出更灿烂芬芳的花，茁壮成
更荫繁昌盛的冠。

辽沈论语

这个“从善出发、到爱回馈”的故事
还有庞大的后续成长空间！

□著名作家 黄世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