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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美儿：“麻风村”里的天使
云南西畴县拉孩村

“5分钱工程”扮靓美丽乡村

图书馆礼仪小贴士

初夏的一天傍晚，在
云南省西畴县兴街镇拉孩
村委会办公楼旁边的小广
场上，几位老人正带着孩
子玩耍，地上干净整洁，
看不到一点垃圾。

61 岁 的 村 民 侯 廷 兰
说，以前村里人随意丢垃
圾，村间道路上、沟渠里
随处可见垃圾。外面的人
对 他 们 村 环 境 的 评 价 是

“远看青山绿水，近看垃圾
成堆”。

西畴县是云南省石漠
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是国家级贫困县，农村长
期存在生活垃圾乱扔、畜
禽 粪 便 乱 排 现 象 。 近 年
来，随着脱贫攻坚和石漠
化综合治理的深入实施，
昔日贫困落后的村寨变成
了新农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去年以来，西畴县把
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与精准
扶贫工作结合起来，探索
推行“5分钱”工程，引导
广 大 乡 村 以 村 民 自 治 方
式，动员村民每人每天缴
纳 5 分钱，一年按 18 元缴
纳，作为村集体卫生保洁
费用，由村集体优先聘请
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担任
保洁员。

自愿参与“5分钱”工
程的村小组，县级财政采
取以奖代补方式对人居环
境整治经费给予补助，30
户以下村小组每月补 200
元，30户至 50户村小组每
月补300元，50户以上村小
组每月补400元，同时在各
村寨配备垃圾桶、垃圾车
等设施。

拉孩村驻村第一书记

侬正福说，他们把全村 21
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纳为
卫生保洁员，每月工资 300
元，这样既能解决村里卫
生环境差问题，又解决了
部分贫困群众村内就业、
在家增收的问题。

正在打扫卫生的 51 岁
村民龙军光说，他这个年
龄外出打工找不到工作，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现在
每天打扫村里卫生就可以
挣钱，让他的生活压力减
轻了很多。

在拉孩村小学旁边经
营小卖部的龙凡光说，村
里以前到处是垃圾，有时
还发出臭味，感觉很不舒
服 。 现 在 不 仅 村 里 “ 颜
值”提高了，贫困群众也
有了就业路子，村民都觉
得这5分钱交得值。

和拉孩村一样，一个
个 村 寨 有 了 固 定 的 保 洁
员 ， 包 片 、 定 期 打 扫 卫
生，村庄道路干净了，农
户庭院整洁了，农村人居
环境实现了从“脏、乱、
差”到“洁、净、美”的
转变。

西 畴 县 委 书 记 蒋 俊
说，目前全县已有879个村
小组实施“5 分钱”工程，
提供就近就业岗位 1000 个
以上，带动 1000 个以上农
村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户
均年增收近4000元。

据新华社

图书馆是人类智慧的
宝库，也是学习和交流知
识、获取信息的场所。因
此，要求读者在获取知识
的同时，也应遵守图书馆
的规章制度。读者上图书
馆学习应衣着整洁，进图
书馆前应自觉关手机，不
能 穿 背 心 、 拖 鞋 进 图 书
馆，要自觉遵守图书馆的
规章制度，爱护图书馆的
设施，保持环境安静和清
洁卫生，严禁吸烟。

1.到图书馆看书，要保
持安静和整洁卫生。进门
入座时动作要轻，走动时
脚 步 要 轻 ， 不 要 高 声 谈
话，不要吃有声响或带有
果壳的食物，以免影响他
人。

2.图书馆的书刊资料

属于公共财产，阅览时应
注意爱护。查阅目录卡片
时，不可把卡片翻乱或撕
坏，或用笔在卡片上涂抹
画线。不要在图书上随意
圈点、涂抹、折面，或是
把自己需要的资料图片撕
挖下来。图书馆一般都备
有复印、照相等业务，若
需要可与工作人员联系。

3.碰到熟人可点头致
意，如要交谈，应离开阅
览室找一个不影响他人的
地方，不可在室内谈笑。

4.不要为他人抢占座
位，不要在座位上躺卧，
也不要在阅览室内吸烟。

5.对图书馆、阅览室
的图书、桌椅板凳应注意
爱护，不要随意刻画、破
坏。 晚综

□木须虫

7月22日早高峰时段，四川
遂宁市消防人员处警通过当地一
处隧道时，隧道内所有私家车司
机纷纷向行车道两侧挪车，腾出
了可供一辆车通行的空间，消防
车得以优先通过。消防员拍下视
频传上网后，被网友称为“教科
书式让道消防车”。

“教科书式”一词，通常都
是规范标准的形象说法。这次被
网友称道的“教科书式让道消防
车”，与常见的礼让救援车辆相
比，显得更专业、更整齐划一，
在狭窄、车流量很大的隧道，能

够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
首先，礼让要有集体的共

识，正如“短板理论”所说的那
样，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短板而
非长板，一个人不礼让或者没有
意识到礼让，急救的通道都没办
法打通。时常见诸媒体的不礼让
急救车、消防车的案例，其实都
只是个别或少数司机缺乏礼让意
识，但所反映的则是整体文明的
困顿。

同时，在没有组织引导的情
况下，每个独立的司机个体之间
如何协调，既取决于清晰的规则
意识，也取决于相互之间行为的
认同和良性示范。遂宁这次让
道，有司机事后表示，从后视镜
看到后面车辆纷纷靠边，自己也
跟着那么做。这“跟着做”的背
后，其实就是一种良性的氛围，
礼让变成行为共识，形成积极的
示范效应。

此外，礼让还是个技术活，

及时正确避让，才可能让每个个
体的行为反映到整体上是协调有
序的。消防车经过隧道只花了5
分钟，是平时拥堵时段通行时间
的四分之一，整体及时正确的避
让操作功不可没，这些显然还得
益于“如何避让”的能力的长期
养成。

“教科书式让道”，见证了文
明成长的进程。在汽车日渐普及
的城市，礼让从无意识到有意
识，再到达成共识付诸行动，也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出现在遂宁
的这种集体的自发、有序和富有
效率的礼让通道的现象，当下虽
然还比较少见，但它所带来的启
示是：其实大家都是有公共意
识，都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
更需要行动，需要养成习惯。长
此以往，礼让会成为每个司机的
文明习惯，善待急救、消防车辆
会成为城市交通中司空见惯的风
景。

“教科书式让道”应成常态

把最美的青春留在山坳

潘美儿至今还忘不了，1996
年，刚从湖州卫生学校毕业的她
第一次跟着有近 20年工作经历
的老护士长楼月琴巡查病房的情
形。当潘美儿靠近病房时，一股
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她下意识
地捂住了鼻子，只觉得反胃恶
心。护士长看了她一眼，却没有
批评她。后来潘美儿才知道：这
是麻风溃疡散发出来的味道。

走进病房以后，第一次面对麻
风病人，潘美儿也觉得害怕。因为
麻风病患者的身体，大多是残缺
的，很多人五官都不全。护士长向
大家介绍，这是新来的护士潘美
儿。话音刚落，房间里的每个人都
突然欢腾起来。手脚不便的拼命
地点头；没有手指的，就用拳头使
劲地拍着；还有人用自己能够利用
的身体部位，用力地拍打着。她没
有想到，一个从来没有和他们见过
面的小护士，竟然能让他们如此拼
尽全力地欢迎。

这一刻，泪水涌上了潘美儿
的眼眶。那以后，潘美儿就留在

了上柏住院部，留在了这个被称
为“麻风村”的地方。

对麻风病人来说，药物只能
治疗身体的不适；而爱，才是最
神奇的良药，也是麻风病防治医
护人员的使命所在。从那以后，
潘美儿和麻风病人越来越亲近
了。她常常会在病房里穿梭忙
碌，和病人聊聊天，拍拍他们的
肩膀，摸摸他们的额头，和大家
亲如一家。因为麻风病人的眼睫
毛是倒长的，容易损伤眼角膜。
为麻风病人修剪倒长的睫毛，是
护士每天要做的工作。

潘美儿常常挨近他们，仔细
地检查他们的眼睛，小心翼翼地
一根根拔除。由于有些休养员一
直躺在床上，她每天去为他们翻
身、清洗、给溃疡病人换药，停
下来聊聊天，帮他们缝缝补补。
就在这些琐碎平常的工作中，潘
美儿收获了麻风病人的喜爱和信
任，也学会了付出和尽责。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她慢慢
理解了老一辈麻风病防治医护人
员，理解了他们为什么总是把病
人挂在心上，理解了他们为什么
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村落里，一
待就是几十年。因为这些遭受挫
折的生命，让他们懂得了生命的
来之不易，因为这些期盼开花的
生命，让他们获得被需要的幸
福！

带着这样的幸福工作，山坳
里的人生豁然开朗。用心交流，
就能听到花开的声音。曹大妈是
麻风反应病人。刚进麻风村时，
因为药物色素沉淀的缘故，她全
身发黑，眼睛是呆滞的，从来不
开口说话。

但是，潘美儿知道自闭病人
的内心，也是渴望交流的。她每
天给大妈溃疡的伤口换药。为了
不增加老人的痛苦，她用生理盐
水一点一点将粘连起来的衣服剥
离。每次，她都要花上很长的时
间。

山坳里的人生照样精彩

2005 年，潘美儿当上了护
士长，开始带领着年轻的护理人
员一起为麻风病人服务。帮麻风
病人试水温、泡药水；帮老人擦
身子，换内衣；把卧躺在床上的
老人抱扶到室外去晒太阳……这
些温馨的场景，让人已经分不清
他们是医患关系，还是亲人关
系。潘美儿说：“我们享受自己
的工作和生活！”

因为爱而坚守，因为坚守而
美好。

23 年前，潘美儿走进麻风
村的时候，也许是想找到一份工
作。10年前，当潘美儿站在南
丁格尔奖的领奖台时，她感到了
这份职业的神圣而伟大。今天，
她说：他们的工作确实很平凡，
只是一些日常护理的事情，是作
为医护人员该尽的责任。可是，
他们的工作又确实很重要！这些
平凡而琐碎的事情，坚持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做好，不仅治疗麻
风病人的伤痛，还能抚慰他们的
心灵。让他们真正体会到社会不
但没有歧视、抛弃他们，而且对
他们充满关爱！

以大爱，以医者仁心，践行
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
神，潘美儿让自己生命之花在麻
风村里美丽绽放。

据《光明日报》

全球护士的最高荣誉——
南丁格尔奖，是对医护人员非
凡 勇 气 和 奉 献 精 神 的 嘉 奖 。
2010 年，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
究所上柏住院部护士长潘美儿
获得了这个崇高的荣誉。

23 年来，坚守在浙北山坳
里的潘美儿，因为非凡的坚
守，用她的大爱和人性之美，
完美地诠释了山坳里的人生照
样可以精彩。

潘美儿潘美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