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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见过这样的组赛方式。
上船的和下船的在青套湾码头相遇，

老远就高声大嗓地打着招呼。 但他们的问
候礼，既不是城里人的“你好”，也不是乡
下人的“吃了吗”，而是“你咋呢”。 头一人
的头一声，我没听清，当第二人第二次发
声时 ，我才明白这是 “你干啥呢 ”的缩略
语。 跨过这一方言障碍，便听明白：下船的
人是在安康城里打工的， 回来过端阳节
哩；上船的人是进城去的，买过端阳节的
物品哩。

船走七八米了，舱口的牛娃子站起身，
冲着岸坡大喊一声：“二表哥， 听说你进城
是给人家划龙舟去了？ ” 岸坡上一个穿背
心，光膀子，面色黑红的中年人转过头来，
手一扬：“是的呢，今儿个上午刚赛完！ ”

船上猛然安静下来。 正当晌午的阳光
晒在头皮上，能听出噌噌噌的冒汗声。 船
又过了七八米，牛娃子再次站起来，冲着
岸坡吼：“光给人家整，咋不自己整！ 自己
的赛龙船停了上十年啦，咱们却一个个地
去给别人当划手。 咱们的端阳节耍龙船，
还耍不耍？ ”

“耍！ ”
先是一人回应，继而三人响应，很快

九人呼应。
船调头了，返回来了。
聚在码头上，他们才看清：光这两条

船上的老少爷们，就能凑出十一个划手！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来，你忆自明清

以来青套湾“端阳节耍龙船”的辉煌历史，
他讲十年前那次中省电视台来拍《青套湾
龙舟习俗》的红火场景，刘二哥说起这些
年在安康城给龙舟节当水手队长的高薪
待遇，杨家表叔说开了在咸阳湖做职业龙
舟划手的风光与安逸……聊着议着，牛娃
子竟发出了哭腔：“明儿个要过端阳节了，
江里还是静悄悄的， 我爷清早又骂我呢，
说是一代不如一代， 小伙子成了怂人，连
个耍龙船的老传统都传不下去！ 我给他解
释，好多中青年外出打工，耍不起来了。 可
他不管，只嚷着老祖宗的过节玩法不能失
传啊，唉……”

“耍得起来，咱们耍！ ”
二表哥一巴掌拍下去，把自己的胸膛

拍得血红。 那片汗星相伴的红光，在午阳
的照射下格外性感。

信息时代，速度好快。 过去光开会、宴
请、组队、邀战、放信就得三五天，现在凭
一条短信就妥当了，连同给镇村干部的汇
报，给四邻八村的联络，一并了之。

从没见过这样的比赛阵容。
九条日常在汉江上跑渡的小划子如

约而来，准准的清早七点半。 有青套湾的
六条，上游石梯铺的两条，还有一条来自
斜对岸的旬阳市段家河镇。 这些船，全然
不是城里玩的专用龙舟，就是汉江两岸民
众日常行水的木划子小船。 因而，流传了
三百多年，享誉汉江流域、秦巴二山的青

套湾传统龙舟赛，当地人称“端阳节耍龙
船”。

龙头抬来了，龙尾扛来了。 你看，杨家
的龙头，是十年前夺冠的红龙头，平日放
在楼上没用处， 昨天下午杨老大刷上桐
油，晒个太阳，又是明光闪亮的。 紧随其后
的杨大嫂，扛的那龙尾，不仅刷了油，而且
绑上了彩条布，个性十足的夺彩势子。

刘家二爷站在码头前的白火石包上，
看着拿划桨的，扛棹子的，提桡子的陆续
到齐了， 就让背响器的福娃子递上大锣，
他挥舞锣槌，猛敲三响，这嘹亮的响声顿
时让喧闹的汉江肃静下来。

锣声就是号令，响一声，一号龙船人
员到位；响两声，二号龙船人员到位……
当九条龙船的人员都到齐了，人们便看清
了这雄壮威武的场面：

九条龙船，停在岸边，每条船尾都系
着一根粗长的缆绳，拴在扎有红绸巾的柳
木柱上；

每船八个划手、两个棹手、一个桡手、
两个锣鼓手， 都列队站在各自船头的岸
上，穿着或白或蓝、或长或短的衣服，头上
戴着刚才用菖蒲、艾蒿编好的帽卷，寓示
着健康长寿、吉祥如意。

每一支龙船队所对应的啦啦队，有老
婆娃子，有父母亲人，每人都提着各种手
工吃食，地上还有整件的面包、饮料。

从没见过这样的开赛仪式。
司仪刘大爷哐哐哐地狂击一阵猛锣，

击得人人噤声肃立，击得平日里人称“干
皮”的瘦老头此时威风凛凛。

他喊一声“祭龙”，九条龙头便被九支
队伍的前排两名划手高高举过头顶。 立
时，唢呐声起，鼓乐齐鸣，只见人群中走出
满头华发的老村长，一手端碗，一手执笔，
走向首船。 他先向龙头行了个注目礼，再
将毛笔伸向碗里，点上和着朱砂、鸡血的
雄黄酒，为龙头点睛。

当他点到第二只龙头时，便有两个老
人提着粽子，来给划手们送“壮力饭”。 老
人剥一只，水手吃一只，千叮咛、万嘱咐，
都在这不言的粽子中。

点睛完毕，喝“壮胆酒”。 一壶壶自酿
的米酒， 兑上含有消毒灭菌功能的雄黄
酒， 渗入象征富贵祥和愿景的桂花酒，满
满的倒上一碗碗，献给一个个水手。 他们
一口气喝下去，一个个头顶冒汗，满脸泛
红，精神抖擞。

紧接着，一人一碗，举至齐眉。 老村长
手执酒碗，站于阵前，他用食指沾酒，先点
眉心，再弹指洒出，口中高声领颂祭词：

领：一敬天地———
应：人行天地，头顶道义！
领：二敬屈原———
应：精忠报国，薪火万年！
领：三敬龙船———
应：龙马精神，世代相传！
……当龙船被洒上酒星，这宽阔的青

套湾、奔腾的汉江水立马充满了迷人的酒
香。

三声锣响，龙头上船。 划手们转身对
江，举起龙头，你传我，我转你，相跟上船。
龙头安好了，龙尾扎实了，人马就位了。

司仪鸣锣三声，老村长宣布：青套湾
端阳节传统龙船赛开始！

鞭炮炸响，鼓乐喧天，人声鼎沸，波浪
翻卷。 只见九条龙船如同离弦之箭，嗖嗖
嗖冲向对岸。

哦，这就是“横渡汉江”，是拼气力、抢
速度，斗智斗勇的首场赛！

从没见过这样的比赛样子。
他们的赛法，不是表演的，不是花样

的，更没有一丝丝的形式主义，而是完完
全全、彻彻底底、痛痛快快的拼，拼搏，拼
命！

第一场，横渡，要赛三轮。 第一轮，九
船齐划，淘汰后三名；第二轮，六船赛，录
取前三名；第三轮，三船赛，决出一二三。
一场下来，多数人四肢散架。 故而，安康城
的龙舟赛只比一轮。 青套湾的农人到底是
从小在山上劳动干大的，在江里奔波练大
的，他们有的是力气，有的是勇气！ 你看冠
军船上的根柱子， 上岸时倒在媳妇怀里，
像个没气的鲤鱼，可当媳妇喂他喝了一碗
雄黄酒，吃了两个盐茶蛋，又贴他耳边说
了两句悄悄话，他立马满血复活，一头扑
进了汉江。

接下来的上水赛与下水赛，均为每场
三轮。

最难的，是上水赛。 因是山湾的流水，
看似速度不快，实则水劲扎实，没有猛力、
耐力是玩不了这个命的。

然而，青套湾的龙船赛，精彩就在这
里。

汉江在这里拐了两个拐，拐出了青山
相套的两个对湾， 虽然地名叫青套湾，但
地属安康市辖的两个县。 江南原为安康县
的，现叫汉滨区石梯镇；江北是旬阳、安康
两县的，现旬阳已改县设市。 两个地方的
农民，平时把地界、山界、江界分得一清二
楚，但耍起龙船却亲如一家。

你看这两岸犬牙交错的山包，东一个
西一个，斜一个顺一个，如此的山石无序，
导致了航道的错乱，水头七拐八弯，龙船
就得顺势转向 ，否则 ，闯上水头 ，逆浪而
上，极易导致祸端。

岸上观众正看着议着，便见九号船钻
进了一个之字形水头的“胳膊拐”。 眼看拐
子将要挤拢，船身左右抖动，桡手猛喝一
声，棹手猛压一把，锣鼓猛击一阵，划手猛
划一气，船头猛迎上去，一下子就跃上了
龙脊形的水头身上。 然而，正当桡手鼓足
勇气，要吼第二声时，只见脚下一闪，身子
倾斜。 他用桡头撑住身子，边撑边吼，众人
使力，猛地一拱，就冲了过去。

然而，冲过艰险，他才发现：不是自己
冲过来的，而是被人顶上来的。

是七号船的桡手，用桡头猛猛地指着
他的船头；是七号船的左前划手，用船桨
将他们推了上来，让他们冲出了险境。

然而， 当七号船将他们顶过了浪头，
自己却瞬间失去了冲浪、冲刺、冲锋、冲决
名次的机会。

七号龙船节节后退，浪头推波助澜而
来。 只见桡手大吼一声“退仗！ ”划手们跃
身下水，分布龙船左右，他们一手扶着船
帮，一手用力划水，护着龙船直直下行。

码头上的人被他们的义举、壮举震惊
了，先是啊啊呼叫，再是鸦雀无声，当看到
他们拥着龙船退出赛道，有人笑着，有人
叫着，有人对着龙船的方向在岸边奔跑。

正当午时，太阳直射。 在波浪翻卷的
汉江上，看着那么精壮的汉子拥着龙船退
赛返航，我的眼睛瞬间湿润。 真正的战士，
虽败犹荣！ 真正的战场，拼的不是你死我
活，而是人性的光芒！

从没见过这样的拼命赛手。
淘汰了七号龙船， 检修了其他龙船，

夯实了安全措施，比赛鸣锣重启。
七号船的牛娃子，在扶船返航时擦伤

了手背，媳妇心疼地抱上直哭。 但当他擦
干血迹，包好伤口，歇了一伙，要去八号龙
船接替鼓手时，媳妇却边拧他边夸他：“真
是一头犍牛！ ”

从八号龙船退下来的鼓手，不是战败
的，而是要转战，去给五号龙船当桡手。 他
所替的杨大爷，年龄大了，几个回合下来，
腰伸不直了。

年过七旬的杨大爷，年轻时是汉江上
的浪里白条，忙时务农，闲时打鱼、摆渡，
四季喜水。 可惜五十岁时因扛龙船而扭伤
了腰，天一变就生疼。 然而，哪怕卧床三
天，他一听赛龙船，就朝江边跑，浑身立马
精神抖擞。 可是，这些年来，因为外出务工
多了，龙船划不起来，赛事也便停了。 近两
年，本地的林果业、养殖业丰富了，旅游业
兴盛了，不少人返乡创业了，乡村的人气
旺起来了，他便盼着“端阳节赛龙船”的老
玩法该恢复了！

今天，正当端阳，龙船开赛，杨大爷兴
冲冲地洗涮了龙头、龙尾，拿起桡子，抖起
了当年龙头老大的威风，天刚亮就率着儿
孙兴冲冲地奔到了江边。 虽然，岁月不饶
人， 三场下来就把他的腰累成了一张弓，
但他走下桡手岗位却没有退阵。 喝一碗
酒，鼓一把力，他又来到赛口上，给赛手们
敬酒、加力、壮威。

战鼓响起，战船出征。 刚才还躺在沙
滩上吼着这儿疼那儿疼的赛手们，一听到
刘大爷那号令般的锣声， 就一跃而起，向
岸边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或是张家妹
子、王家表嫂抛个飞吻，挤个媚眼，抹一把
汗水，又牛气冲天地跳上了战船。

青套湾的龙船在飞，战鼓在催，龙的
传人正在这奔腾的汉江上演绎着奋勇拼
搏的龙马精神。

耍 起 龙 船 闹 端 阳
市直 李焕龙

早上， 太阳在东山头刚一露脸儿，该
是七点多的样子吧。 扑扑通通的，我们一
群男孩子，争先恐后脱光衣服，跳进小河
里去洗澡。 这是我们村里端午节一个仪
式，是男孩子过端午节固定的节目。

洗澡的潭，就叫儿娃子潭。 长有百来
米，潭头有个大大的三角巨石。 这石头，阻
拦了河水，造出河道的落差，形成一段急
流。 急流下面，是个深过头顶，鱼儿穿梭往
来的潭。 向下游方向，潭尾是锅底样越来
越浅。 几个胆小怕冷的，蹲在岸上晒太阳，
会被从水里爬起来的人冷不丁的从后面
往身上抹稀泥浆。 这样子了，不想下水也
得下了。 这时候的水，真的还冷，刚下去的
时候，冻得人上下牙齿直打磕磕，浑身上
下也不停地打冷战。 待你狗刨子扑腾一会
儿，两两对打一会儿水仗，比赛扎几回合
猛子，捡几回扔到深水里的白火石，人身
上也就舒服了。

这扔白火石的节目，是一种潜水能力
比赛。据说，是代替扔粽子的。洗过一会儿
后，你出水反而觉得冷，在水里泡着，却不
愿意出来。 这样的活动，对现在的小孩子
来说，是禁区，也差不多就是神话了！

据大人说，只有端午这天早上在冷水
里洗过后，这一年里，皮肤上就不会再生
疮疖了。 那时候每年的端阳节，我们男孩
子的这个活动，从没有被哪家的大人阻拦
过。 这应该是在暗示，洗这样的冷水澡，对
皮肤的防病，对锤炼孩子的意志，真是有
好处的。

今天家长的教育，在锻炼孩子体能和
生存能力方面，好像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开
明了。

太阳金色的光芒，把小村的坝子照得

光鲜亮丽， 也同时照亮村西边的山林、照
亮哗哗流淌的秋河水，照亮河两岸业已绿
油油的稻田。 节令来到夏至，稻田里的早
秧，已返青发蔸了。 收过油菜籽的田，收过
小麦的田，也已经插齐了秧。 紫色的、白色
的洋芋花还在开着，有的洋芋禾子已经结
了小绿果。 旱地里，豌豆收了，蚕豆收了，
小麦也收了。 苞谷的头遍草也薅过了。 赶
在夏至节到来之前，夏粮都收完了，全部
插上秧。 农谚说：夏至不分秧，分秧喝米
汤。 我们家乡，把端午叫端阳。 “犁上赶到
耙上，忙完好过端阳”。 端阳节前后，一年
中农活最忙。

关于端阳节，有个神秘的疙瘩，我至
今也没能解得开来。 端阳节这一天正中午
时候。 你在田野里，见不到蛇、见不到青
蛙，也见不到癞蛤蟆。 再就是，这天过后，
田里的黄鳝就开始咬人了。 在这日的正
午，我数次到田野里、在草丛里寻找传说
都躲藏起来的青蛙王子、美女蛇还有丑陋
的癞蛤蟆，都没有。 就连黄鳝，也是没有
的。

秧田里多的是黄鳝。 黄鳝好吃，但这
家伙老给田埂打洞，是很害人的。 黄鳝黏
滑黏滑的，要捉它，你得有技巧。 中指和食
指、无名指分开，用三个指头，从两边由慢
到紧的夹住它的脖子部位。 黄鳝、泥鳅，是
现在菜市上的金贵东西。 我小时候，家家

油水还少，一般都不怎么吃这两样。 秧田
在栽秧前，撒上白石灰。 黄鳝、泥鳅都给戗
得翻到水面上了，随手一捡就是一竹篓。

我们在河里洗澡的这个时段里，家里
的人，已经踏着露水，割回来一捆药香飘
飘的艾蒿等物。端阳的艾蒿是个宝。药用，
大人艾灸治劳伤、风湿，煮水治小孩积食，
腹疼，还可辟邪薰屋子。 家家大门的两边，
按照古老传说，必插上传说让家人免遭涂
炭的平安符：垂直门槛插两根艾蒿，又靠
墙在这两根艾蒿上，竖向挂一蔸菖蒲。 这
翎毛般长叶飘飘青香的菖蒲， 白色的根
须，其上一段粉红色的茎，样子挺漂亮。 割
回的草药，那是预备着熬水，添加到晚上
人人都得洗澡的水里的。 一锅黑黄色的端
午洗澡药水里，熬有金银花藤、车前草、夏
枯草、叶下珠、鹰爪枫、桑叶诸类，药性全
是祛火败毒的。

早在前一日的傍晚，母亲、父亲、姐姐
们，一家人齐动手包粽子。 酒米是早浸泡
好的，加了白色的碱面的酒米，被染成淡
黄色。 箬叶是深绿的、笋壳叶是卡其色的，
其上饰褐色的斑点，像鸟羽毛。 捆扎用的
是棕叶丝，是浅绿的。 也许是大人嫌我力
气小，不让我包粽子。 这捆扎的棕叶，是我
早些时候砍回来的。 棕叶经太阳晒蔫儿
了，色变淡，再去掉硬的筋骨，撕成一条条
的，扎成一捆备用。 一家人包粽子，无形中

是在比赛手艺。 比的是谁包得漂亮，捆扎
得紧致。 有棱有角、个头大小合适的粽子，
是最好的。 这样的粽子又好看，吃起来，一
碗装三四个，尖尖朝上，也不觉得蛮实。

我父亲包得一手好漂亮粽子，他包的
粽子，小巧，紧扎，嚼着瓷实。 粽子包好后，
先大火后文火，在一口大扇边锅里，木锅
盖压实，经夜的煮着。

我们在河里洗澡，体力消耗快，肚子
饿得快。 其实，人在河里，心里是装满粽子
的香味的。 回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就自己
动手剥粽子吃。 吃粽子，白砂糖、暗红黄色
的糖都可以，我们家吃粽子，用四姑送的
蜂蜜！

端阳节这天，丰盛的是晚饭。 餐桌上，
必有腊肉、有泡蒜薹炒鳝段、有酸辣小河
鱼、有焖鸡、有煮鸡蛋、煮鸭蛋、变蛋。 我们
把松花蛋叫变蛋。 有煮熟的带皮的新大
蒜。 父亲准备好一壶橙红色的雄黄酒。 这
酒，人人都可以喝下一点的，但主要是洒
向床里边、墙角，防蛇、防蚊虫，或涂抹在
暴露的皮肤上，也是防蚊虫叮咬。 母亲，则
发给每人一个辟邪的香荷包，那是她熬夜
亲手缝制的。

吃完端阳粽子，就是大热天了。

我 们 的 端 午
黎胜勇

端午节赛龙舟，原本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因忧国忧民愤而
投江的爱国诗人屈原。 随着时间的推移，赛龙舟逐渐演变成为
兼具多重含义的群众性体育竞技活动。 每年端午，除湖北汨罗
江一带外，全国众多有条件的地方也举办龙舟赛。

安康龙舟赛，是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 由于安康地处
秦巴山区，古时湖广移民众多，加之紧临湖北，受楚文化的影
响，安康自古就有赛龙舟的习俗。 安康龙舟赛有着鲜明的地域
特色。 每临赛事，都要请出清道光年间的老红龙头，点龙睛、龙
头游行、下水祭祀、吃汉水排子席等是龙舟赛必不可少的重要
环节。 比赛中还有抢鸭子、摸鲤鱼等独具特色的竞技展示，让观
众一饱眼福。

安康赛龙舟，是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梦。 安康处于汉江中
下游地区，举办龙舟赛不仅仅是纪念屈原和竞技，它还承载着
人民群众期盼国泰民安，汉江安澜，期盼风调雨顺，来年丰收的
愿景，承载着老百姓对水神的崇拜和征服水患的期望。

安康龙舟赛，是安康地域文化的符号。 安康龙舟赛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 据史料记载，安康龙舟赛起源于东汉，唐代形成
风格，明清兴盛，经久不衰。 清康熙三十四年（1605 年），首次以
官方名义组织了盛大赛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组织群众
性的龙舟赛，1958 年端午节，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赛事。 为此，西
影厂专门拍摄专题片并推介全国。 自 2000 年起，以政府为主导
举办第一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至今已举办二十多届。 目
前，安康汉江龙舟节已先后获得“中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推广项目”“中华体育文化优秀节庆项目”等多项荣誉。

安康龙舟赛， 是一部磅礴的历史与现代相融合的交响曲。
史上的赛事盛况，我们不难想见，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与政府举
办的龙舟赛交相辉映，高潮迭起。 特别是 2000 年起，历届龙舟
节更是盛况空前。 每逢庆典，汉江两岸红旗招展，旌旗飘扬，人
山人海，一派盛世景象。 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如潮，商贾云集。 旅
游观光，文化交流，商贸洽谈，学术论坛以及当地美食、特产展
销等等，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为龙舟节注入了新的
活力，已然成为弘扬汉水文化，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
平台。

安康龙舟赛在新时代有更加广博的精神内涵。 当你看到水
手们群情激昂，精神抖擞地划桨驱舟、勇往直前、顽强拼搏、奋
力争先、勇夺第一的英雄气概时；当你为队员们摇旗呐喊、鼓气
助威，与他们融为一体时；当你沉浸在那个高光时刻与众人共
享幸福与欢乐时，是否思考过安康龙舟赛的真谛是什么？ 这种
精神，不正是实现安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吗？ 这种
精神，必将激发起凝聚人心、激发斗志、不屈不挠、争创一流的
动能。

话说龙舟
李俊民

我与安康汉江龙舟赛有两段难忘的情缘。
一段是 2000 年第一届安康汉江龙舟赛， 我作
为特邀选手参与横渡汉江； 另一段是 2019 年
受邀在第十九届安康汉江龙舟赛上为龙头点
睛。可以说，为龙头点睛是我一生的荣耀！虽然
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令我终生难忘。

2019 年， 第十九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
开幕前夕，我接到市委、市政府邀请我在龙舟
节开幕式上为龙头点睛的邀请函。 当时，我受
宠若惊， 因为此前我见过省上领导以及明星、
名人为龙头“点睛”的画面，而我不过是市人民
医院口腔科的一名普通医生， 竟能获此殊荣，
一时不知所措。 后来工作人员解释：本次受邀
为龙头“点睛”者，都是为安康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突出贡献的人， 都是安康最尊贵的客人，包
括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新民风建设、劳动模范、
中国好人等各行各业的代表。 其中，我有幸作
为中国好人代表入选。

6 月 16 日上午， 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开
幕。 为龙头“点睛”是历届龙舟节的传统习俗，
龙头祭祀仪式结束之后， 我们 18 名代表整齐
排列于龙舟园的舞台中央，在锣鼓喧天、万众
瞩目中，我们分别为 9 条金色的巨龙点上了神
圣的眼睛。 点睛后的巨龙双目炯炯，飞舞在碧
波汉江中， 融进安康的青山绿水。 “为龙头点
睛，点染出了秦巴明珠的无限神奇，点染出生
态安康的蓬勃生机。”听着播音员的激情解说，
我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此时，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是最幸运最幸福的人。

我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虽然缺吃
少穿，生活十分艰苦，但我始终谨记着父母和
老师的教诲，做一名正直善良对社会有贡献的
人，并在艰难的岁月中锤炼自己，后来成为一
名光荣的医务工作者，有了施展自身潜能的舞台。 虽然付出了
许多艰辛和汗水， 但也收获了为病人解除痛苦后的轻松和喜
悦。 工作之余我习练武术，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还
被选为汉滨区武术协会副主席。

1995 年盛夏的一天， 我刚走进安康铁路分局游泳池时，突
然听到有人喊救命，我来不及脱衣服纵身跳入深水区，几经周
折救起了奄奄一息的溺水女童。 原来，这名年仅 7 岁的女童不
知泳池深浅，在玩耍时误入深水区。 2017 年 7 月 23 日下午，一
名西安游客到县河游泳，因不熟悉河水状况，不慎陷入深潭。 正
在游泳的我听到呼救声后，毫不犹豫逆流而上，先后 3 次潜入
水中奋力施救，最终在众人帮助下将溺水者抬出水面。 上岸后
溺水者口鼻出血，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即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
急救，几分钟后，溺水青年渐渐恢复了意识，经过医院一周多的
精心救治，溺水游客终于康复。 随后，各级媒体对我多次救人的
事迹进行了报道， 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为此，
2017 年我入选陕西好人榜，并被评为陕西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和陕西省第五届道德模范，2018 年又光荣入选中国好人榜。 客
观地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所做之事很平凡，面对这些荣
誉，面对为龙头点睛的崇高礼遇，我深知这是党和政府对普通
劳动者的最高褒奖。 我将以实际行动把良好的医风、纯朴的民
风发扬光大。

有了“点睛”的经历之后，我常常想，自己虽然年过五旬，但
也要努力多做对工作、对社会有益的事，否则就有愧于自己获
得的诸多荣誉。 2021 年 11 月，医院选拔人员参加乡村振兴工作
队，我积极响应，主动请缨，成为一名驻村工作队员。 来到旬阳
市赵湾镇高东村后，环境和条件虽差，但村民的真诚和热情深
深感染了我，我很快融入他们中间。 我和工作队队员们一道从
搞调研、选项目、订计划，力求将帮扶资金用在刀刃上。 经过大
家几年共同努力，看着村子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和村民一样发
自内心地高兴。 在做好帮扶工作的同时，我充分发挥自己的医
学专长，主动为村民普及医学常识，积极防病治病，受到村民的
一致拥护和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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