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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深圳市
民政局发起的“深守护·民暖
心”防疫关爱项目，深圳市慈善
会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支持
下，快速成立“深圳市慈善会·
抗疫关爱专项基金”，为抗疫人
员、“一老一小”等困难群体、
特殊群体提供关爱与帮助。

3月23日，首批共计1.6万
份“抗疫关爱专项基金关爱包”
陆续发货，分批运往福田区、南
山区、龙华区的困难群众和一线
抗疫单位手中。

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房
涛介绍，接下来，“深圳市慈善
会·抗疫关爱专项基金”还将分
6批向全市60家养老机构、儿童
福利领域服务机构发放“抗疫关
爱专项基金关爱包”，并根据深圳
一线志愿者、“三区”实际情况及
特殊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动态
调整服务对象及内容，全力以赴
做好“抗疫关爱专项基金关爱
包”供应工作，为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慈善力量。

（代雨菲）

深圳市慈善会：“抗疫关爱包”送温暖

本报讯 近日上海正在经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最为严峻
的一次考验。为此，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及下属各区代表处积极开
展“我们‘疫’起行动 同心守

‘沪’家园”抗疫援助专项行
动，筹措款物，为该市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其中，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从
“抗疫专项行动”专项资金中再

次划拨400余万元，用以采购防
疫应急物资，包括10万件医用
防护服、10 万个 N95 医用口
罩、10万个普通型医用外科口
罩以及价值60万元的消毒液等。

同时，为了关爱奋战在一线
的防疫工作者，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采购了一批防疫物资，将陆续
送达各区代表处，发放给街镇社
区防疫一线。 （夕颜）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同心守“沪”家园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每
年春节后的一段时间，往往是
厦门市的献血淡季。日前，厦
门鹭岛老兵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队员等近百名退伍老兵参与了
一场“鹭岛老兵”无偿献血
活动。

“只要血站有应急招募，我
们服务队都能做到‘招之能
来、来之能献’。”厦门鹭岛老
兵学雷锋志愿服务队队长张宁

义介绍说，该服务队成立于
2017年 7月，由在厦门工作和
生活的全国各地复退军人组成。

近5年来，厦门鹭岛老兵学
雷锋志愿服务队累计组织和参
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335场次；
设立了“鹭岛老兵春蕾班”，捐
款资助150人次家庭贫困学生上
学；多次组织安全消防教育培
训，同时成立应急小分队，积
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厦门近百名老兵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山中飞出“小百灵”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马
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脚蹬虎头
靴、身穿印有蔚县剪纸虎头图案的中式
上衣，用希腊语唱响 《奥林匹克颂》。
2分 27秒，没有伴奏，如天籁般纯净
的声音传递着友谊与和平。

44个孩子，如同44只百灵鸟，从
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走进国家体育
场。他们中有8人来自马兰村的“马兰
小乐队”，11岁的席庆茹就是其中的

“一只小百灵”。
“总盼着邓奶奶来，每次跟着她上

课都特别开心！”席庆茹清楚地记得她
和邓小岚的第一次见面，“短发头，眼
睛亮亮的，时常露出和我们一样孩子般
的笑容，普通话说得特别好。她教会我
的第一首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

参加“马兰小乐队”，除了学唱
歌，还能去邓奶奶的“音乐城堡”里练
习吉他、手风琴、小提琴等乐器。早在
2015年,在学校旁的山坡上,邓小岚就
亲自设计、自筹资金打造了一座三层的

“音乐城堡”。“城堡”里，花草、乐器
和五线谱的装饰相映成趣，就连楼梯栏
杆上都是音符，这儿也成为席庆茹和小
伙伴们最喜爱的乐园。

面对之前从未接触过乐器的孩子，
邓小岚总是鼓励他们大胆尝试，不厌其
烦地告诉他们手指应该放在哪里。席庆
茹读三年级时被选进“马兰小乐队”，
由邓奶奶带着学会了吹口琴、弹吉他，
后来从吉他手升级为小乐队仅有的3名
小提琴手之一。

2021年10月，冬奥会开幕式导演
组向大山里的孩子们发出邀请，要组建

“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参加开幕式表
演。邓小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孩子们
时，席庆茹感到新鲜而兴奋，这意味着
她有机会走出大山，去好好看看外面的
世界。

“如今愿望成为了现实，很兴奋能
让全世界听到我们马兰山里娃的歌
声。”从北京回到马兰村，席庆茹和大
家一样，迫不及待地和邓小岚分享此行
的收获。

谁能想到，意外来得猝不及防。3
月19日17时许，正忙于策划音乐节的
邓小岚突发疾病，两天后于北京病逝，
享年79岁。18年来，她协调捐赠了近
500件乐器、数千册图书，培养了200
多名学生，其中10余人正在大学就读
艺术专业，或在走出校园后从事艺术教
育。

“始终不能相信，那个满脸挂着微
笑、开心地跟我讨论音乐的人，那个
和我们一起爬山、一起拍照，快乐得
像个小朋友一样的人走了……”毕业
于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孙志雪至
今记得，在那间课桌后面堆着木柴的

教室，她忍不住好奇地按下了电子琴
键，正是那“当”一声响，为她打开
了音乐之门，“是邓老师的无私和奉献
成就了我们……”

“让他们的童年变成彩色的”

冬奥会后，邓小岚从北京回到马兰
村，一直为了“月亮舞台”的建设和第
五届“马兰儿童音乐节”的筹备工作奔
波忙碌。在她的床头，一张张设计图
纸、规划方案将时间定格，一笔一画都
诉说着对马兰村无限的热爱。

巍巍太行山，清清胭脂河。抗日战
争时期，邓小岚的父亲、时任晋察冀日
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带着同志们来
到马兰村，在山里一边游击、一边办报。

“1943年秋，日军发动扫荡，妄图
灭掉报社。马兰村及附近乡亲为掩护报
社的同志，19人惨遭杀害。”

“一次突围后，妈妈在一间荒废的
破屋子里生下了我，寄养在马兰村附近
一位老乡家中，他们倾尽所有喂养我长
大。直至 1946 年，我随父母离开阜
平。”

……
往事悠悠，邓小岚平日里讲给马兰

村孩子们好多故事。她深情地叮嘱孩子
们，这些红色记忆，不能忘。

2003年清明节，已退休的邓小岚
和原《晋察冀日报》部分老同志回到马
兰村，为葬在胭脂河边的革命烈士扫
墓。那一天，马兰小学20多名小学生
也参加了纪念仪式。

“给爷爷奶奶们唱首歌吧！”活动结
束后，邓小岚满怀期待地提议，没想
到，从 《小燕子》《我爱北京天安门》
到 《少先队队歌》，但凡她说出的歌
名，孩子们全都一脸懵懂，只有一两个
孩子会唱国歌，还有些跑调，这让邓小
岚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在清华大学音乐团拉了 6年小提
琴，邓小岚深知音乐的力量，“生活里
没有歌声，该是多么苍白，我想让他们
的童年变成彩色的。”

2004 年夏天，她再次回到马兰
村，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还动员弟弟、
妹妹一起凑了4万元，把4间破旧的小
学教室翻盖成7间新校舍，为深山里的
孩子义务教授音乐课程。

从北京到马兰，邓小岚每年要往返
20余趟，寒暑假都住在村里。早上8
点出发，公交车换火车再坐长途汽车，
到村子时，往往天都黑透了。直到
2010年10月，阜平通了高速路，车程
才缩短为5个多小时。

孩子们从五线谱开始学起，音乐逐
渐唤醒了沉睡的小山村。太行山上、胭
脂河畔，总能听到孩子们的歌声与山涧
鸟儿的鸣唱相和，述说着心中的欢乐与
忧伤。

教会了孩子们唱歌，邓小岚又开始
教他们乐器。她从亲戚朋友手中“搜

刮”闲置的乐器，小提琴、手风琴、竖
笛、小号……搜罗来一件，就手提肩背
地往马兰村运一件。

2006 年，邓小岚挑选了 6 个孩
子，组建了“马兰小乐队”。从此，指
甲缝带泥的小黑手弹奏起西洋乐器，
《雪绒花》《山楂树》的旋律回荡在大山
深处，顽皮的孩子们在田野上亮开了嗓
……

山路弯弯，邓小岚走了18年。村
头唯一的公交站台，总有一张张稚嫩的
脸庞满怀期待地守望着。孩子们至今还
记得，从长途汽车上下来的邓奶奶一身
疲惫却满脸笑容，拉着行李箱，和他们
一起边走边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
碧连天……”

音乐给马兰村孩子们的童年带来丰
富的色彩以及无尽的欢乐。正如邓小岚
生前所说，“我相信孩子们在音乐的陪
伴下，会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会更加
热爱我们的祖国。他们的一生都会自强
自信，生活得幸福快乐！”

音乐给山里娃打开一扇窗

对于所有熟悉邓小岚的人来说，分
别来得过于突然。“宁静的村庄，沐浴
着阳光……”哽咽中，合唱团的孩子们
用一首《马兰童谣》送别邓奶奶，稚嫩
的歌声飘出窗外，去向更远的地方。

铁贯山脚下的“月亮舞台”旁，忆
起邓小岚18载倾情付出，马兰村党支
部书记孙志胜泣不成声：“除了教孩子
们音乐，邓老师还自筹资金，为村里修
路、种树，鼓励乡亲们建民宿、发展生
态旅游。如今的马兰村越来越好，她却
永远离开了。”

早些年，孩子们站在自家的猪圈旁
练习过小提琴，也在芦苇茂盛的河谷里
举办过音乐节。2008年10月，邓小岚
带着“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第一次走

出大山，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木雕长廊前
举办了小型音乐会。当孩子们唱起邓拓
作词、邓小岚谱曲的《题马兰烈士墓》
时，曾经在马兰战斗过的耄耋老人们老
泪纵横；2012年，她又带着孩子们登
上北京卫视的春晚舞台；今年，这些山
里娃娃带着泥土的芳香，让马兰的歌声
唱响冬奥、传向了世界……

孙志胜至今记忆犹新，2013年 8
月24日，邓小岚发起的“马兰儿童音
乐节”在村外的山谷里精彩启幕，她和
孩子们一起唱响《友谊地久天长》，山
坡上满满都是观众。到现在，“马兰儿
童音乐节”已举办了四届，吸引了全国
各地的小歌手、大歌手到马兰分享“歌
声与微笑”。

去年金秋时节，背靠青山的“月亮
舞台”有了雏形，立面是一轮半月的形
状，湖水从舞台前流过。夏天时，邓小
岚曾冒着酷暑，弯腰铲出一级级台阶，
一锹一镐，规划出一条供人登山的通道。

在邓小岚原本的计划中，将于今年
5月在“月亮舞台”举办第五届“马兰
儿童音乐节”。届时，水坝修好，山里
水涨起来，就能看到两轮半月连在一
起。她还计划在舞台旁种满凌霄花、连
翘、榆叶梅，“再过几年，等夏秋到来
的时候，藤萝爬满墙体，星月交辉下清
溪环绕，盛开的凌霄花簇拥着孩子们
……”然而，她没能等到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马
兰，别忘记唱一首心中的歌谣，让孩子
们知道爱在人间……”悠扬的歌声再次
唱响，又到了马兰花开的季节，邓小岚
静静地走了，18载光阴荏苒，孩子们伴
着美好的音乐长大，她在马兰种下的每
一颗梦想的种子，都在生根发芽。

怀着无尽的思念，孩子们想告诉敬
爱的邓奶奶一句话：“请您放心，我们
会让音乐之声在‘月亮舞台’永久回
响！”

歌声留驻马兰村
——追忆邓小岚

本报记者 赵莹莹

“伯伯，血压较昨天降下来
了一些，等明天再来测一下，我
再看是否开药给您，不要担心，
注意不能抽烟喝酒了，盐巴也要
吃清淡些……”3 月 23 日早 8
点，贵州省黄平县翁坪乡潘家
村，潘寿兰一瘸一拐地来到高血
压患者潘家廷家中，按时为他做
血压测量，讲解如何调整生活
方式。

42岁的潘寿兰，被村民们
亲昵地称为“跛脚村医”。身体
上的残疾并没有让她失去对生活
的信心，在父母的鼓励下，她被
磨砺得更加坚强，并以优异的成
绩考上黔东南州卫校。中专毕业
后，潘寿兰放弃了在县级医院实
习的机会，果断回村干起了村
医，至今已经22年。

“记得小时候，家乡交通条
件很差，相邻几个村都没有卫生
室，老百姓几乎不知晓卫生知
识，常常是小病只能忍着，病情
严重，就叫几个年轻人用竹架抬
到县里去看，单程就要花上三四
个小时。”潘寿兰说，在自己出
生8个月的时候，正是因为村里
没有专业的医疗人员，延误了小
儿麻痹症的治疗，使得她肢体四
级残疾，从此走路只能一瘸
一拐。

村里缺医少药的情景时常
在潘寿兰眼前浮现，看到很多
人像她一样因病而苦，掌握了
医学知识的潘寿兰下定决心，
用自己的汗水和真心，让村子
里的人走最少的路、花最少的
钱把病看好。

距离县城70多公里的潘家
村，山岭起伏、梁峁交错。尽管
行动不便，但无论天晴下雨、风
霜雨雪，只要村民有需要，总能
见到潘寿兰一瘸一拐地出现。行
医20多年来，她累计入户看诊
4万多公里，被村民们誉为大山
深处的健康“守护神”。

去年除夕，由于普降大雪，
路面到处结冰，长期病重卧床的

老人吴珍美半夜全身发热。得到
消息后，潘寿兰不顾天黑路滑，
带上药品器具，跛着脚，去给老
人看病、打针、输液，直到老人
退烧后才回家。

村医生涯中，类似的情况数
不胜数，最令潘寿兰难忘的，是
2008年8月13日，夜里下着瓢
泼大雨，一个村民的孩子发热，
她拿着手电要赶过去，结果不慎
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为了保护药
箱，自己摔得鼻青脸肿，头部受
伤出血，但她还是忍痛去给孩子
看病。“家属在半夜打来电话，
这本身就是对我的一种信任和托
付，我感到非常荣幸。”潘寿
兰说。

心里时刻装着村民，把他们
当家人，时常不定期入户为村民
做大病、慢性病排查，为老年人
定期检查身体，帮助患者疏导情
绪……潘寿兰用真诚和关爱赢得
了村民们的信任，村民也把她当
亲人。

因丈夫外出务工，家里只剩
下潘寿兰和年过六旬的父母，村
支“两委”干部、驻村干部以及
四邻乡亲不仅每年农忙时自发帮
她干农活，平时也隔三差五地帮
她做家务、照顾老人。

“一个人，一个药箱，一个
村庄，‘一瘸一拐’就是22年。
22年里，她每天都要从山沟到
山头，再从山头到山沟，一个月
差不多走坏一双鞋，却依然在风
雨中用信念和坚守，换来了当地
民众的健康。”驻村第一书记潘
开义情不自禁地在朋友圈为潘寿
兰点赞。在他看来，这种把自己
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默默奉献给基
层卫生事业的精神，将会不断影
响着更多人投身到乡村振兴
中来。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还未过去，潘寿兰说，她将继续
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村民们的
身体健康。

（杨玉娟 杨森德）

“跛脚村医”潘寿兰：

大山深处的健康“守护神”

电影《了不起的老爸》上映时，在
成都一家影厅里，一位川妹子在不知不
觉中泪水打湿了面颊。如电影主人公蒙
着眼睛练习走路、弹钢琴一样，她也曾
闭着眼睛走盲道，让4岁的儿子牵着自
己，教他如何给妈妈指引方向……

她叫小浅，患有一种罕见病——视
神经脊髓炎 （NMO），如今右眼失
明，左眼尚有视力。如果只是和她聊
天，在那爽朗的笑声里，你丝毫察觉不
到病痛曾带给她的折磨。在创立了
NMO成都之家后，她的生活重新忙碌
起来。

小浅是四川达州人，大学学习播音
主持，曾带领团队在大学生创业比赛中
得过一等奖，毕业后在四川电视台做记
者。和老公是高中同学，后来成了幸福
的妈妈……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直
被包裹在一个很有爱的环境里。”

直至2016年，小浅的身体发出了
一连串异常的信号。

“起初是严重的呕吐，接着开始不
停地打嗝，后来出现了更危险的症状。

我当时正在开车，忽然发现，右边来往
的车辆看不见了！”身体的种种变故导
致频繁去医院，小浅形容自己“仿佛进
入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与人生”。

2017年 2月，她在北京一家医院
被确诊为视神经脊髓炎。经过激素冲
击、血浆置换等治疗，病情总算控制住
了，可惜右眼并没有好转。医生叮嘱她
定期监测B细胞，一旦升高，千万要重
视，小心复发。

天性乐观的小浅时常感慨当时的自
己傻得可爱，过于小瞧了“复发”二
字。

几个月后，小浅的左眼突然开始疼
痛，视力下降，出现和右眼相似的一系
列症状。她赶紧到医院用激素，还好，
恢复了视力。这让小浅觉得，发病后及
时治疗就好。直到2018年下半年，她
又一次发现视野缺损，再次用激素保持
住了身体状态，这才对NMO有了清醒
的认知：原来这个“家伙”随时可能发
作，会导致永久性的失明、残障。

调整好心态后，直面NMO，小浅

发现，仅仅守护好自己，并不够。从整
体上看，本地医院对NMO的认知与治
疗方案，与北京、上海相比，客观上有
一定差距。她开始积极地为病友奔走，
经常与本地一些神经科医生探讨最新的
诊疗资讯。有外地病友来求医，她会告
诉伙伴，到哪家医院床位比较宽松，能
够尽快住上院、用上药。她还联合病友
共同绘制了一张西南地区的罕见病就医
地图。

2020年末，小浅参加了病痛挑战
基金会脱髓鞘项目组主办的一期病友骨
干培训营。第一次接触到全国数十位脱
髓鞘疾病病友，第一次了解到各地脱髓
鞘组织所付出的努力，她大受触动。

当时，广州的一位医生应邀来给营
员讲课，那种台上台下畅所欲言、平等
交流的美好气氛，让小浅在感动和欣喜
中，看到了奋斗的目标。她立刻想到，
促成这种和谐温暖的医患关系，自己能
在成都做点什么？

小浅的想法得到了许多伙伴的鼓
励。她创立了NMO成都之家，先和四

川的病友开了个会，梳理一下本地病友
的需求，大家的心愿有很多：用药更方
便、治疗更方便、药费纳入医保、提升
生活质量……但最基本的，是对疾病知
识的认知尚有不足。

为此，小浅开了公众号，希望先从
科普内容做起。“科普的文章有很多，
但如果你对一位没有医学背景的病友讲

‘脱髓鞘’这样的字眼，他可能很难明
白。”媒体人出身的小浅，此时专业背
景起了作用，“可以用一些比喻啊，给
病友们讲清楚病因病理、注意事项，说
得通俗易懂一些。”

她把经历急性期和缓解期的身体比
作火山，让大家感受随时爆发的危险
性；她和伙伴们邀请病友讲述与病痛相
伴的人生，鼓励大家树立走向康复的信
心；NMO成都之家开展了医患交流活
动、病友聚会等，让更多医生成为病友
的暖心伙伴。

半年前，小浅加入了“希有女孩”
乐团，成员都是患有罕见病的年轻女
性。在不久前举办的第15个罕见病公
益晚会上，她们用饱满的情绪和质朴的
声音唱出爱与坚强、生与希望。

小浅喜欢一句格言，“给时光以生
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一场大病
改变了她的事业轨迹，但没有夺走她
的幸福人生。她期盼着，能够有更多
病友掌握科学的诊疗知识，保障体系
能够不断完善，让大家病有所医、药
有所保。

愿给时光以生命
——记NMO成都之家创办人小浅

本报记者 赵莹莹

3月21日，著名报人邓拓之女、“马兰小乐队”创始人邓小岚于北京病逝，享年79岁。生
前，她用18年的坚守，让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在音乐中找到自信、找到快乐。如今，她把音容
笑貌永远留在了那片挚爱的土地，更把音乐的种子深深埋进了每个孩子心里。

教学用的小提琴是邓小岚的孙女用过的教学用的小提琴是邓小岚的孙女用过的。。支教使用的乐器支教使用的乐器，，不少是她从家不少是她从家
里带来或自费购买里带来或自费购买，，还有一些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还有一些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