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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卫张百卫

地处四川省广元市城郊的大石镇卫生
院，是一家乡镇卫生院。每天早上8点不
到，不大的院子里就人来人往，背着背篼
的、骑着摩托车的、被家人搀扶着的、开
着车不远百里而来的……其中，很多病人
是冲着该院中医科科长梁青来的。

当笔者早上来到其办公场所，表明采
访需求时，一旁正在接受治疗的阿姨说
道：“他很忙的，经常有一大堆人找他
嘞，你进门也看见了，满屋子的患者都等
着他看病呐。”

整个上午，梁青都在询问、诊断、扎
针、开药、叮嘱服药剂量。临近 12 点
半，屋内人群才逐渐散尽。在休息的间
隙，梁青被笔者问到工作繁忙程度时，他
笑着说：“我这人最大的追求就是尽可能
治好更多的病人，所以不怎么忙。”

由于家中贫寒，初中毕业后梁青就外
出打工，但在村里目睹的状况，让他萌生
了行医救人的想法。

“那时正值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交
通不方便，村里的父老乡亲生病都要去镇
上治疗，加之很多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生
病了能拖就拖，有些突发急病的老人，因
为没得到及时救治，在送医的路上就去世
了。”这些事对梁青的触动很大，在他看
来，其实很多生命是可以被挽救的。

自那以后，他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中
医文化，考取了执业医师，并在2008年5
月成为利州大石镇卫生院中医科的医生，
在这儿一干就干了15年。

“为了努力提高医术、积累经验，我
还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广元市中医院等地
进修，自费学习针灸疗法等知识。”梁青

一边说，一边展示《中医基础理论》《中医
内科学》《中药学》等书籍，泛黄的书页翻
得卷边了。正因如此，梁青的医术越来越高
明，先后多次荣获市、区“优秀医师”、卫
生系统“先进个人”和“卫生名医”等
表彰。

医生好不好，就诊的患者最有发言权。
“梁医生态度好，看病认真，有次我忘了带
钱，他给我开了处方后，还自己掏两百元钱
叫我快去拿药，下回来还给他就行了。”“我
是从甘肃过来的，看嘛，我这腿还在其他医
院抽过积液的。到这里时一双腿肿得多高，
疼得没法走路，拄着双拐来的，住了一周，
小梁给我治得可以直接骑车了。”

省内多家医院曾向梁青抛出橄榄枝，他
都婉拒了。“这么多年的行医生涯，我认为
最重要的是一如既往，保持初心，想想当年

为什么入行，就不会感到迷茫。”梁青是土
生土长的大石镇人，他怕自己一走，周边的
乡亲父老看病受到影响。

2021年，梁青成为四川省广元市利州
区政协委员。尽管平日工作繁忙，但他始终
积极响应“同心共建现代化”利州行动，主
动参与调研、视察等协商议政活动。

“我刚成为政协委员时，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配得上这个身份，为此，我专门学习了
政协章程等有关知识，并积极履职。”梁青
先后提交了《关于加强乡村医生基本保障的
建议》《关于加大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育的
建议》等提案，并根据工作实际反映了不少
社情民意信息。

今年，利州区政协开展东片区委员之家
建设，梁青主动发挥专业特长，开展送医下
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
服务，用实际行动建立起了“老梁说健康”
委员履职品牌。

“虽然我作为政协委员履职还不到两
年时间，但希望以自己微小的力量，点亮
患者的希望之光。”梁青表示，让老百姓
少花钱、不受罪、看好病，就是他的履职
之要。

梁青：治病是“我这人最大的追求”
通讯员 李弘德 朱俊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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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在昆明参加完
云南省体育舞蹈大赛的杨钰
尼，一早带着孩子回到红河
县，便“无缝”投入了新的排
练。虽然身体有些疲惫，但大
家都还兴奋着。看着孩子们自
信的舞姿，杨钰尼不由想起了
几张“不自信”的脸——

那是8年前，还是大学生的
杨钰尼在家乡创办了钰尼文化
艺术传承中心。来这里的孩子
有想学习拉丁舞、街舞和芭蕾
的，但对哈尼族传统的音乐舞
蹈却知之甚少。有一天，杨钰
尼的几个外国朋友来到中心，
孩子们非常腼腆，不敢与他们
交流，更别提展示歌舞了。于
是 ， 杨 钰 尼 想 了 个 办 法——

“互相教”，外国大朋友教英文
歌，哈尼小朋友在她的带领下
教哈尼歌。气氛慢慢活跃起
来，孩子们不一会儿就学会了
哈尼族儿歌《阿密策》，跟外国
大朋友一起唱得欢声笑语。

从那之后，如果再有朋友来
这里，杨钰尼问谁会唱哈尼歌、
跳哈尼舞，便会有一只只小手争
先恐后地举起来，自信的笑容在
他们稚嫩的面孔上浮现。孩子
们不再觉得这些珍贵的民族艺
术是村子里的、是土的，逢年过
节跟村里的人一起载歌载舞，碰
到别人不对的地方，还会当起

“小老师”，去纠正动作。
这些变化更加坚定了杨钰

尼的信心——把哈尼族的文化
传播出去！

其实，杨钰尼最初的信心就
来自悠久的家乡民族文化。她
出生在红河县一个美丽的哈尼
山村，母亲是红河县首位民族民
间舞老师。在哈尼梯田边的儿
时岁月充满了民族文化熏陶，民
族舞蹈热烈昂扬的舞姿在小小
的杨钰尼心中扎了根。上初中
时，杨钰尼便开始尝试编哈尼族
舞，后来又在大学坚决选择了舞

蹈表演专业。“哈尼族有这样好的舞姿，这样热烈的生命
力，为何不在更大的舞台上跳给更多人看？”杨钰尼想的
是，不仅是自己，还要带领哈尼族的孩子们一起唱起来、
跳起来！

2018年，杨钰尼大学毕业，她的钰尼文化艺术传承
中心已经开办了3年。虽然困难重重，但她硬是凭着一
股劲儿往前闯——拜访老艺人路途遥远，就专门花时间
学开车考驾照；舞蹈教师资源易流失，就总结经验，学习
团队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坚定
地想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发展尽一份力。所以，毕业后回
到家乡、深入基层，于杨钰尼而言，这是一个意义重大，同
时也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决定。

一头扎进村子里——这是杨钰尼毕业后的工作常
态，她也乐享其中，因为“只有更加深入地挖掘，保护好哈
尼文化，才能更好地创新创造，为非遗注入时代活力”，也
因为“非遗传承最缺的就是年轻血液”。

这几年，杨钰尼作品不断，在这些具有浓郁的多声部
民歌、乐作舞、哈尼儿歌、器乐、手工艺风格的作品中，古
老的文化与时尚碰撞，令人印象深刻。她还和来自云南
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年轻人一起组成了云南民族街舞
团，用街舞等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表达对家乡热爱的情
感。

今年，年轻的杨钰尼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她
在《加大活态世界遗产哈尼梯田保护传承力度》的提案里
自信地呼吁：提高对哈尼梯田和哈尼农耕文化的保护传
承力度，深度挖掘并适度利用其经济、旅游、文化传承等
多重价值，为类似农业类活态世界遗产的发掘、保护、利
用和传承提供“中国经验”。

不久前，杨钰尼收获了一份珍贵的荣誉——“全国高校
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基层是高校毕业生成长成才的
大舞台，我希望我的这些经历能给同学们带来一些启示。
无论选择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都要始终保持对家乡的
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对于站在人生新起点的毕业生们，
杨钰尼想说的是，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敢于担当，敢
于创新。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牢记自己的根和源，守正创
新，用自己的所长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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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脚冰凉30多年，跟着张老师练了
两次太极桩功，手脚居然发热发烫了，持
续10多天后，脸色也红润了！”河南省新
乡市一处游园里，正在练习太极拳桩功的
徐清逢人便讲自己温县之行的神奇经历。

徐清所说的“张老师”，就是来自太
极拳发源地温县的拳师张百卫。

“喝口陈沟水，都会跷跷腿。”在河
南省焦作市温县，有一个3000多人的小
乡村，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
人人都是“练家子”，个个都有看家本
领，这里就是“中国太极之乡——陈家
沟”。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陈家沟采访，被
这里浓厚的太极拳文化气氛所感染，不禁
手舞足蹈起来。“如果你们对太极拳感兴
趣，我给你们推荐一位老师咋样？”温县

政协主席周胜利笑着对记者说。
就这样，我们与张百卫结识。记者担

心自己没有一点太极拳基础，怕学不好被
别人笑话而有些怯场。“一点都不会才好
哩，我保证让你们越练越有信心。”张百
卫打消了记者的顾虑。

一月有余，隔三差五，或郑州或温
县，张百卫领着我们走进博大精深的太极
拳文化世界。入定、站桩、起势……周边
瞬间安静下来，屏息静气，练习者仿佛跨
越时空，和太极拳进行了一场亲密接触。

张百卫很健谈，句句不离太极拳。作
为新一届焦作市政协委员，他对政协组织
和委员身份满怀憧憬。课间休息时间攀谈
起来，记者因拳识人，对张百卫的形象逐
渐立体起来。

一身才华持续递增的背后，总有无限

的热爱在支撑。酷爱武术的张百卫自幼学练
少林拳，天赋异禀加上习练刻苦，让他在幼
年即打下深厚的武术基础。随着年龄的逐渐
增加，张百卫对家乡温县行云流水、刚柔相
济的太极拳格外感兴趣。于是，他辗转找到
了太极拳著名传承人陈小旺。在悉心指点
下，张百卫不仅将陈氏太极拳掌握得游刃有
余，还对太极拳的理论知识和文化内涵也有
了更深的了解和领悟。

正是这样丰富的经历，成为政协委员
后，张百卫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在更高更大的
履职平台上把太极拳的“健康馈赠”分享给
更多人。顺理成章，在今年焦作市“两会”
期间，张百卫根据多年的传拳经验，结合焦
作市太极拳发展现状，提案建议加快发挥太
极拳康养功能。

“人的健康表现方式是气血通畅。习练

站桩，人体整个骨骼框架、经络血管、神经
系统、脑部系统可以达到松静效果，细心体
悟，通过桩功修形，让人慢慢安静下来，情
绪也会像湖水一样平静，这是养生最高境界
的体现。”近年来，张百卫发现越来越多的
人因为太极拳的健康与养生功能而爱上了太
极拳。

“太极拳馈予我们的不仅是健康，还有
坚韧不拔的精神、无坚不摧的力量。有幸把
自己喜欢的武术做成了事业，我无比珍惜生
活给予的这份馈赠，不论何时何地，我都要
躬身实践，身体力行，以全部精力弘扬太极
拳文化，让健康与和谐惠泽更多人。”为
此，对于太极拳康养事业，张百卫在提案中
提出成立专门机构、有效整合资源、提供政
策支持、打通推广通道等一系列具体建议，
受到了焦作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及采纳。

衣带渐宽终不悔。多年来，张百卫先
后在山东、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地
推广传播弘扬陈氏太极拳与太极养生桩
功。“在今后的履职中，我将凝聚社会各界
共识，积极建言献策，为弘扬太极拳文
化，造福人类健康贡献己力，用实际行动
书写新时代政协委员的使命与担当。”张百
卫说。

张百卫：把太极拳的“健康馈赠”分享给更多人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崔新娟

漫步在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的林
荫道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手里握个手机，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
细细打量着校园每一个角落，时不时拍照
发信息，或者直接打电话给相关人员现场
研究解决发现的问题，往来教职员工、学
生都会习惯性地和他打招呼。

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外国语职
业技术大学董事长拜文汇。

“老话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出身于
农村家庭，做梦都想考上大学，改变命
运。幸运的是我做到了。如今，我有了能
力，就想帮助更多孩子通过上大学改变命
运。”谈及发力职业教育的缘起，拜文汇
坦言，自己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
们“有书读、读好书”。

2008年，作为外贸民营企业家的拜
文汇给山东省日照市委写了一封 《有财
力 我想干些有意义的事》的信，表达了

自己投资兴办教育回馈社会的决心，随后
在政府大力扶持下，他创办了山东外国语
职业学院。

回望来时路，谈育人理念，忆办学过
程，表职教愿景，拜文汇感慨万千，总有
说不完的话。

2014年的艰难情形，拜文汇至今仍
历历在目。“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学校发展
建设，一边是集团绷得紧紧的资金链，每
天早上起床，我就像鼓足气的气球，到处
寻求解决方案。晚上归来，又像被‘钉
子’扎过的气球垂头丧气。”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的实验实训
楼南侧，有几株扎根在岩石缝隙里的葡
柏。它们扭曲着身体，挣扎着向上攀爬，
暑往寒来，苍翠茂盛。在拜文汇情绪最低
落的时刻，这里成了他心中的图腾。

“永不服输、永不言弃的志气，不就
是‘山外’的精神图腾吗？‘山外’就是

要培养具有这种精神的大国工匠、高层次技
术技能人才！”靠着这股子劲头，拜文汇带
领员工挺了过来。

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履职尽责，念兹
在兹。2023年是拜文汇深耕职业教育一线
的第15个年头，也是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
履职的第一年。15年间，在见证了我国职
业教育发生的格局性变化后，拜文汇将自己
的感悟汇集成了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
多件提案。

作为新任委员，拜文汇对待政协履职工
作用心用情。宣讲“两会”精神，牵头组织

“山外汇梦·界别同心汇”三级委员工作
站，到一线调研……全国“两会”结束后，
拜文汇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履职工作中。时
常有工作人员笑言：“董事长已经‘不务正
业’了，现在是将政协履职作为本职工作来
做了。”

听了这些话，拜文汇只是淡淡一笑。

前不久，拜文汇惊喜地发现，自己有关
职业教育的多件提案已被立案，关于“同案
同判”的提案也得到了最高法的书面回复，
相关工作有序推进中，这也在无形中增强了
拜文汇的履职信心。“10年间，我国职业教
育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不断实现

‘再提升’，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也在
2018年成为全国首批15所职业本科学校之
一。在这期间，我发现，推进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

产教融合“合而不深”、校企合作“校
热企冷”成为制约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瓶
颈。对此，拜文汇给出了三点建议：国家层
面，细化产教融合型企业“金融+财政+土
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政策；政府相关部门
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产教融合信息共享
服务平台，通过购买服务形式培育产教融合
服务组织和企业，向各类主体提供精准化加
强产教融合信息共享服务；完善考核评价体
系，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情况，纳入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推动国有企业率先
成为产教融合型企业。

“《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明确提
出加快发展老年教育。下一步，我的履职重
点也将聚焦老年人，为办好老年教育，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多作贡
献。”言语间，拜文汇信心满满。

拜文汇：发力职业教育让学生“有书读、读好书”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