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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3月26

日致电洪秀柱，祝贺她当选中 国
国民党主席，希望国共两党以
民族大义和同胞福祉为念，继
续 坚 持 “ 九 二 共 识 ”、 反 对

“台独”，巩固互信基础，加强
交 流 互 动，共同维护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台海和平稳定，同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

同日，中国国民党
主席洪秀柱复电习 近 平
表 示 感 谢 ， 指 出 两
岸 同 胞 同 属 中 华 民
族 ， 期 盼 两 党 继 续
秉 持 “ 九 二 共 识 ”，
进 一 步 强 化 互 信 ，
深 化 合 作 ， 共 同 为
两 岸 同 胞 创 造 更 多 利
基 与福祉。

中国国民党主席补选于
3 月 26 日进行投票。最新结
果显示，台湾立法机构前副
负 责 人 洪 秀 柱 获 得 78829
票，得票率超过 56％，成为
中国国民党首位女性党主
席。

此次补选投开票从 3 月
26日早上8时开始，下午4时
结束。有投票资格党员超过

33万人，包括嘉义、金门等地，都有
过半投票率。

国民党 1 月在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中落败之后，时任党主席朱立
伦宣布为败选承担责任，辞去党
主 席 职 务 。 党 主 席 补 选 随 即 展
开，候选人除了洪秀柱外，还有
现任国民党代主席黄敏惠，国民
党籍民意代表陈学圣，台北市民
意代表李新。 据新华网

“哪里不舒服？”“在哪家医院
看过病？开的什么药？”“你知道这
是激素吗？”“平日爱感冒吗？出汗
多吗？”……

提问者是陕西省友谊医院免疫
变态反应科专家、92 岁的离休医
生吴合，面对的是专程从甘肃陇南
赶来西安看病的叫尹玲的病人。尹
玲一一应答的同时有些诧异，患病
两年来，她头一次与医生这么深入
交流。

这是日前记者采访看到的情
景。

如此高龄的吴合医生眼不花、
耳不聋、写字不抖，每天坚持坐诊
4小时，问诊时中气十足，带点上
海口音。

那天给尹玲触诊后，她还给尹
玲介绍治疗思路，讲解服药方法，
并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有任何
疑问，可以随时来电”。

“朋友介绍说吴医生好，我才
大老远赶来，没想到她问得细看得
细讲得更细。”尹玲说，吴医生给
开了 1 个月用量的药才 100 来块
钱，其中最便宜的每盒只要八毛
五。

在吴合看来，医生必须做到一
切为了病人，退休了还上班是因为
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治疗。

吴合1924年出生，自小在上海
长大，1948 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

到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后方医院工
作，那时候就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好
医生”。1954年转至陕西省友谊医
院，并在该院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
家免疫变态反应科，在恢复免疫功
能为原则的防治反复感染、过敏性
疾病的研究上取得显著成果。

60 岁退休后，吴合也曾去老
年大学学了几天国画，但她很快就
主动要求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去，

“看病救人才是我的生活”！医院对
吴合进行返聘，这一干又是 30 多
年。医院也曾劝说吴合在家安享晚
年，但都被她拒绝了。2015 年年
初，吴合开始义务坐诊，不拿任何
津贴和补助。去年 10 月，因不慎
伤到腰膝无法下楼，她就改在家里
出诊。

每天早晨，吴合起床吃过早
餐，在电脑上查阅邮件后，便会坐

到客厅的沙发上等候病人上门，唯
一的变化就是不穿白大褂了，而是
身居家打扮。茶几旁边，是一捆捆
病例，那是吴合多年的习惯，对每
一位患者，她都会详细询问、记录
病情，并将病历进行编号造册、建
立详细的病程记录，以便跟踪随
访。

“喂，是看病的吗？我在友谊
西路 281 号，就在医院隔壁家属
区，赶紧过来吧。”这样的电话她
每天都要接好几个，病人去医院挂
号后，然后找到吴合家看病。看病
之后，吴合的“助手”——已经退
休的女儿朱建平会带着病人回医院
拿药，每天如此，反复多趟。朱建
平说：“母亲一辈子对吃穿住都没
有要求，唯一的爱好就是工作，只
要她身体条件允许，我们会一直支
持她。”

记者了解，除了工作，吴合还
热心公益事业。自 1993 年至今，
她给多个助学工程基金会和慈善机
构捐资近７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79 人。她曾 3 次献血，一次献骨
髓，并申请登记了捐献角膜和遗
体。

“无论时代怎么变，好医生的
衡量标准不会变，那就是有仁心懂
仁术。我一直努力要求自己，做一
个好人，当一个好医生。”吴合
说。 据新华社

“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医生”
——记92岁的坐诊医生吴合

洪秀柱

为照顾母亲“自强哥”做三份家教
为帮患病母亲治病，吉林大学

学生刘天游每天医院、学校来回
跑，还要挤出时间兼三份家教，

“只要母亲能好起来，我再累也没
啥！”母亲生病后，刘天游的生活
十分困难，甚至一度想辍学照顾母
亲，在师生的帮助下，他挺了过
来，把病母从黑龙江接到长春，靠
自己的能力赚生活费，同学们叫他

“自强哥”。

妈妈是家里的顶梁柱

刘天游出生在农安县，很小的
时候跟着父母去了黑龙江，几年
前，父母分开了，他一直跟着母亲
生活。

在他的印象里，什么困难都难
不住妈妈，缺钱时就朝妈妈要，妈
妈虽然辛苦，但从没让他吃过苦。
刘天游说，那时妈妈在虎林市一家
米厂卸米，经常白班连夜班，“我
那时只知道妈妈是家里的顶梁柱，

从小到大生活、学习的费用都是妈
妈给的，去年我以635分的成绩考
入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面对
5000 多元的学杂费，妈妈没迟疑
一下”。

好心人助他渡过难关

去年 12 月 17 日，他正在上课
时，接到从黑龙江打来的电话，

“妈妈病倒了，诊断是脑出血，当
时我就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天游说。

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给妈妈
治病，从来不借钱的他，这次给
很多亲人、朋友打了电话，可面
对几万元的医药费，他借的钱远
远不够，“那时候，我不想再读
书了，想打工赚钱给妈妈治病，
可即便有工作，妈妈也没人照
顾，怎么办？”刘天游说，那时
候因经常逃课，学校老师和同学
知道了他的情况，立即帮他联系

了贷款，组织捐款，让他顺利参
加 了 期 末 考 试 。为方便照顾母
亲，今年元旦过后，他把母亲接到
长春治疗。“这样可以一边上课，
一边照顾妈妈，虽然她还没康
复，但只要妈妈在身边，我心里
就有底了！”刘天游说，妈妈生
病，让他一下子长大了，原本他
打算毕业后去南方打拼，“现在我
的想法是毕业后，能在长春找个
工作，到时拼命工作，这样既可
以把母亲带在身边，还能赚钱给
母亲治病。”

身兼三份家教

自从母亲生病，吉林大学的师
生给了他很多帮助。日前，农安志
愿者团体带着爱心企业解决了他大
学四年的生活费和学杂费。

“天游每次吃饭都打便宜的
菜，班级的活动也没时间参加，
他一个人要照顾生病的妈妈，还

要兼三份家教，我们都很尊敬
他。”王同学说，让大家没想到的
是，同学们给他的捐款，他都一
笔笔地记在小本子上，“他说以后
赚了钱要还给大家，我们都叫他

‘自强哥’”。
虽然学习的费用都解决了，可

刘天游一天也没闲着，“妈妈的医
药费有借的，还有好心人帮助的，
我要靠自己的努力给妈妈赚点生活
费，多努力一点，就可以少用一点
好心人的捐款”。

吉林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
雪峰老师说，刘天游学习成绩很
好，在学校表现也很好，母亲生病
后，家里陷入困境，学校得知情况
后，立即启动了相应预案，帮助他
办理了助学贷款，申请了困难补
助，并安排了勤工助学岗，还将研
究减免学费，能够帮助他顺利完成
学业，也希望更多的好心人能帮助
他的母亲。

据《新文化报》

四川大巴山区生长着郁郁葱葱的
青冈树，这是当地人再熟悉不过的树
木。然而，就是在青冈树这小小的叶
片上，一对兄弟正“雕刻”着自己的
人生。

今年 30 岁的吴星明是四川省巴
中市恩阳区双胜乡凤山村人，自幼喜
欢画画的他 2005 年从当地一所师范
学校美术教育专业毕业。毕业后的吴
星明当过美术老师，后来先后在广
东、成都做与绘画相关的工作。

“我弟弟吴敏很小的时候因为一
场疾病，使他的世界永远失去了声
音。虽然现在他已经结婚生子，但他
依然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人。”吴星明
说。

2013 年年初，吴敏在一次上山
途中，发现了被虫子蚕食过的青冈树
叶片，所剩叶脉部分就像一幅天然的
画作，从小对绘画同样感兴趣的吴敏
将这个发现告诉了哥哥，兄弟俩随即
萌生了在叶片上进行雕刻、绘画的想
法。

为了帮助生活拮据的聋哑弟弟找
到一个自食其力的谋生手段，他毅然
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同弟弟
一起开始“钻研”树叶。

吴星明的母亲多年前在外打工时
因为意外导致左眼失明，家中爷爷奶
奶常年多病，全家只能靠父亲收废铁
来维持生活，家庭条件十分贫困。兄
弟俩窝在家中“不务正业”摆弄树
叶，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和亲邻的
冷嘲热讽。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兄弟俩的决
心。大巴山山路崎岖陡峭、村里交通
不便，所有树叶都是他们用背篓一筐
一筐从山中背回家中；为了记录浸泡
树叶的效果，他们经常半夜数次起床
查看树叶变化。几个月后，他们找到
了处理树叶和保存树叶的方法，并开
始尝试在树叶上进行雕刻、作画。

在克服了许多困难，经历了无数
次的失败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片
片有着大熊猫、川剧脸谱和生肖等图
案的叶雕、叶脉画作品在他们的手中
诞生了。

2013 年年底，吴星明在成都锦
里景区找到了合作伙伴，开始销售他
们的叶雕、叶脉画，受到了很多游客
的喜爱。一片片树叶给他们带来了收
益，也带来了家人的认可。

如今，他们的作品除针对旅游商
品外，吴星明还将作品制成书签、摆
件。吴星明在不断地探索，他设想将
叶雕、叶脉画运用到居家设计中，创
作出更有欣赏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作
品。

“小小的树叶给了我们希望，虽
然现在还在起步阶段，但我相信凭借
我和弟弟的努力，一定能使这个家庭
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吴星明对
记者说。 据新华社

树叶雕刻脱贫路
大巴山中兄弟情

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