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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祖孙三代齐抗“疫”他们都叫志愿者
一场疫情，吹响

了一家三代的“集结
号”。

父子二人都是
乡村医生，一起战斗
在抗“疫”一线。除
了每天挨家挨户为
村民测量体温，重点
观察隔离村民，还为
村民当快递员，购买
生活必需品。13岁
的孙子也加入到他
们中间，做起了义务
宣传员。

此时，他们是家
人，更是“战友”。他
们有着共同的名字
——抗击疫情志愿
者。

3 月 2 日上午，蔡牛镇北长村，
高书明、高俭父子在家中正在整理
他们亲手登记的各种表格。“尽管应
急响应降到了三级，我们还是不能
麻痹大意。”高俭说。

高书明父子都是北长村的村
医，疫情发生后，父子俩没有任何犹
豫，加入了村志愿者行列。

高俭走在抗“疫”最前线，挨家
挨户进行人员排查登记、体温测量、
入户消毒、宣传防疫知识，高书明做
好后方保障工作，在家看诊售药，做
好村民买药看诊信息登记。

高书明今年 65 岁，祖辈几代人
都是中医。“1980 年开始就做了村
医，那时候还叫‘赤脚医生’呢，这一
干都 40 几年喽。”高书明感慨着。

高俭 38 岁，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喜
爱医学，读的也是医学专业。

2003 年非典疫情发生时，高俭
刚刚从医学院校毕业一年多，当时
在村里和父亲一起负责村医工作。

高俭回忆，当时的防护工作无
法达到现在的标准，他和父亲只是
戴着一个口罩，但他们从未退缩，一
直坚持到疫情结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高俭已
经成为村卫生所的主要负责人，这
次换成他带着父亲冲锋陷阵。“17年
前，父亲带我抗击‘非典’，17年后，
我带父亲战‘新冠’。一直以来，父
亲在为人从医的道路上给了我指
引，危难时刻，就要有奉献精神，冲
锋在前。”

父亲带我抗“非典”我带父亲战“新冠”

高书明父子每天奔走在抗“疫”
一线，13 岁的孙子高诗博嚷着也加
入志愿者队伍。

每天到诊所购买药品的村民，
高诗博都要给他们“上课”。

从新冠肺炎的危害、预防，到自
己应该怎么做，小家伙把从爷爷和
父亲那学到的抗击疫情的知识讲给
村民们听。除了这些，小家伙还通
过微信，将这些知识告诉同学们。

大年初五，高书明 96 岁的老父
亲高俊丰去世，初六一早，老人的遗
体就火化了。“特殊时期，就要特事
特办，相信老父亲会理解的。”高书
明说，父亲也是中医，“非典”那年，
年近八旬的父亲也曾和自己一起，

每天发放传单，登记来往人员。
“父亲常说，悬壶济世是我们作

为医生的传统和使命。”高书明说，
小孙子能有这样的觉悟，相信父亲
一定特别欣慰。

随着疫情形势严峻，北长村全
村封闭，村民们吃用都遇到了困
难。按照抗疫工作安排，高俭可以
出入村子。村主任王洪丹找到了高
俭，问他能不能每次出去时为村民
们代购生活所需。高俭痛快地答应
了下来。

就这样，高俭负责起了全村购
物，当起了了快递员。为了让村民
们吃上豆腐，高俭有一次，排了两个
多小时队。

孙子宣传抗“疫”知识 争当志愿者

朝阳苏婕带领志愿者奋战在防控一线

我们共风雨，我们共担当。1
月 30日，建平县雷锋爱心团团长苏
婕在志愿服务群里发出了号召：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雷
锋队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苏婕
通过网络密切关注疫情发展。“驰
援武汉，我们团队必须全力以赴！”
苏婕说，团队的 60余名志愿者踊跃
报名签下“请战书”,请求去疫情一
线奋战。

苏婕在团队发出倡议并首先
捐款 500 元，队员们争先恐后踊跃
捐款。截至 2 月 20 日共捐款 45110
元。其中 25320 元善款汇入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用于购买湖北疫区
急需的防护用品。其余善款全部
购买食品，捐赠给建平县一线防控
工作人员、环卫工人等。

连续奋战，很多城区社区一线
防控工作人员紧缺，苏婕得知后，
召集志愿者为铁南街道涵洞口和
热源社区 6 个无物业小区站岗值
班，连续奋战 6 天，共出车 22 台，负
责每天的站岗、“爱心物资”的发
放、接送上下岗人员。

“天挺冷的，但咱们志愿者没
有早退迟到的、没有空岗的。”疫情
期间，雷锋爱心团队在苏婕的带领
下倾情投入、无私奉献。

召集志愿者，为6个小区站岗值班

永远坚守着一颗火热的爱心，
与苏婕良好的家风分是不开的。“我
爷爷书画好，过年给村里人画老虎、
写对联，妈妈爸爸是老师，看到学校
里有困难学生就帮助他们。”苏婕
说，当年全家从乡下搬到县城里时，
村里人家家都请爸妈吃饭，舍不得
他们搬走，那年她才 13岁。她第一
次感受到爱的力量。

苏婕的父母经常提到“雷锋”的
名字，这个名字从小就扎根在苏婕
的心底里。上学时，更是对雷锋有
了更多的了解。淳朴的家风铸就了
苏婕那颗善良的心，无论是上学还
是参加工作之后，苏婕总是把困难
留给自己，把爱留给他人。2001年，

苏婕的单位改制，她下岗开了一家
针织店。在这期间，她正式走上了
志愿服务的道路。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苏婕帮
助的人太多了，她已经记不过来
了。但是有一个 80 多岁的大娘她
还记得，苏婕一照顾就是 6 年。换
洗衣物、喂饭、买煤……在老人眼
中，苏婕比亲闺女还亲。在苏婕的
感化下，老人的二儿子主动把老人
接家里照顾了。十余年间，岁月有
痕，苏婕体会到了付出的幸福。

现在苏婕的建平县雷锋爱心团
队有 460余人，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队员们学
雷锋志愿服务热情高涨。

淳朴家风熏陶，毅然走上志愿之路

永远保持旺盛的激情，这是苏婕的
性格。她又开始着手筹备雷锋事迹纪念
馆，自筹5万元租用了建馆用房。随后又
组织专人设计布局，请来专家指导，多方
获取可贵的雷锋照片和资料，花费 20多
万元，把建平县第一个以雷锋为题材的
场馆建立起来。

2016年8月9日，建平县雷锋事迹纪
念馆在人民会堂正式建成开馆。2017年
4月又扩建成建平县雷锋事迹展览馆，苏
婕担任馆长，她先后为展馆和团队建设
投资 40 余万元。建馆 3 年来，已接待党
员干部、中小学生、各界群众2万余人次。

苏婕带领团队一路走来，大到国家遇
有灾难的特殊时期，小到救助每一个贫困

学生，把雷锋的助人为乐、志愿服务的奉
献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她一路历
经风雨、执着前行、无怨无悔，一直奋斗
着、奉献着。她从29岁开始做志愿服务一
直做到48岁，累计个人为社会捐助40多
万元。从45岁组建雷锋爱心团队、投资建
设雷锋展馆，个人投资40多万元，共计80
余万元。几年来，她率团队开展扶贫助
残、救助濒临失学儿童、帮扶弱势群体，做
了许多受群众欢迎、为政府排忧解难的好
事实事，共为社会捐资90多万元。

“我愿意做那粒种子，把雷锋精神传
播到每一个人中间。”苏婕说这句话时，
眼神里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张勇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琦

自筹自建雷锋展馆 为社会捐资90余万

这是一位平凡
的女子，从 29 岁开
始做志愿服务，一直
做到48岁。她扶贫
助残、救助濒临失学
儿童……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她更是
带着爱心团队捐款
捐物、倾情抗疫。

这又是一位不
平凡的女子，她组建
雷锋爱心团队、投资
建设雷锋展馆，捐资
90 多万，让许多人
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和幸福。

她的名字叫苏
婕，朝阳市建平县雷
锋爱心团团长，她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生
动诠释了雷锋精神，
诠释了她“永远学雷
锋，终生为人民”的
大爱情怀。

苏婕召集志愿者发放爱心物资。 建平文明办供图

保护好自己 才能保护全村人的安全
作为村医，除了正常的给村民们看

病拿药，疫情期间，责任更是重大。“我和
父亲都特别注意保护好自己，每天都多
次测量体温，洗手消毒就得五六次。”高
俭说，万一自己出问题，会连累全村人。

即便防护做得到位，有些村民仍避
之不及。“原因是我们村有三人在家隔
离，我每天需要给他们测量体温，近距离
和他们接触，村民们这样想，我也很理
解。”高俭说。

村民王某就是被隔离人员，最开始
对高俭极为不配合。“我去他家消毒，大
门紧锁，根本不让我进去。”高俭笑着说，
后来让消毒，但是每天测量体温也总是

把他关在门外。
“我只能尽可能地说服他，有时候

就站在外面半个小时。”经过沟通，王
某对疫情有了足够认识。“后来非常配
合，尽管已经过了隔离期，不用每天测
量体温，王某仍然在家自己坚持测量，
并将结果拍摄照片发到我的微信上。”
高俭说。

现在，村民们对高俭父子都很理
解。最初上门买药不愿意进门的村民，
也能主动和高俭父子讨论疫情了。村民
们说，人家爷俩白天黑夜地忙乎图啥，还
不是为了我们大家更安全吗？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赵天乙

3月2日，高书明父子在整理登记档案。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赵天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