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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现任白城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院长的朱荷香(右
二)，从事临床医疗工作30余年，始终坚持
以病人为中心，用真心、真爱、真诚对待
每一个患者，从细微之处做起，深得广大
患者的信赖和敬重。她还紧跟医学发展前
沿，使自己的业务知识始终处于领先水
平，救治了大量的心血管重症患者，在心
肌梗死、复杂心律失常、急性左心衰竭、
高血压重症等诊疗方面有较高造诣，在患

者和同行中享有很高声誉。她先后在《中
国心脏病介入杂志》《中国老年学杂志》等
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7 篇，在省级杂志
上发表论文4篇，获得白城市科技进步奖3
项，一项科研项目通过省卫生计生委验
收。她还参与编辑出版了《医学百科大事
典》，担任 《吉林医学》 杂志特邀编委、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编委。她还被评为市
“三八”红旗手，2017年被省总工会评为医
德标兵。 陈宝林摄

在广阔乡村有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植物叶
子——苞米叶，日常生活中，人们只把它作为烧柴
用，可高跃琴却把苞米叶变废为宝，带领众乡亲用苞
米叶编织成工艺品，畅销全国，成为了农民手中的

“钱串子”，编出了一条致富之路。
高跃琴是大安市大岗子镇五圣堂村一位普通的

村民。在上世纪90年代，她一家4口靠不足1公顷
的土地维持生活。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日子
过得虽说清贫，却也习惯了这样靠天吃饭的生活。
然而，这样的日子，高跃琴越过越不甘心。

为改变生活现状，2000年春天，高跃琴和儿子到
沈阳市民乐造纸厂打工。高跃琴由于工作积极肯
干，勇于吃苦，再加之责任心强，深得厂领导信任，领
导决定让她管理车间。可她觉得，这也不是她想要
的生活。一人富不算富，只有家乡的父老乡亲富了，
家乡才富有，那里才是她的根。后来，她听说市场上
冬虫夏草很好卖，经过考察市场，她从家乡组织了20

多名兄弟姐妹来沈阳给一个商家种植冬虫夏草。高
跃琴先后带出的50余名农民兄弟姐妹依靠打工挣了
钱、发了家、致了富，过上了好日子。

高跃琴心想，在外打工不是长久之计，要想发展
事业，还得回到家乡找创业门路。2009年10月，她
毅然放弃了在沈阳的心爱事业、高额的经济收入，回
到家乡，踏上了返乡创业的征途。

回到家乡后，当高跃琴看到当地农民在秋收后
将扒苞米的叶子堆放在房前屋后，用来烧火做饭、烧
炕取暖时，她想，怎样才能把这些在农民眼里看来分

文不值的苞米叶子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加工成工艺
美术旅游产品呢？她从网上查到一条消息，苞米叶
子能加工成瑜伽垫、糖果枕、拖鞋、鞋垫等经济实惠
的家居产品和工艺品。想法成熟后，2016年2月，她
在大安市大岗子镇五圣堂村成立了高跃琴草编农民
专业合作社。高跃琴利用农闲时节，组织本村妇女
学习草编技术，每名妇女每日可增加收入70～100
元。现在，该村已有100余人熟练地掌握了苞米叶
工艺美术编织技巧，合作社从原来的7人发展到现在
的176人，其中残疾人13人，形成初具规模的草编工
艺生产基地。

高跃琴草编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苞米叶，编织
成瑜伽垫、糖果枕、拖鞋、鞋垫、汽车坐垫、靠背垫、床
垫、宠物窝、吊花篮、糖果盘、女士坤包、提篮、笔筒等
50余种系列旅游工艺品，不仅样式新颖，色彩鲜艳，
而且实用环保。这些工艺品表现了关东的民风民
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具有浓郁的关东情韵，深受
消费者的青睐。年生产能力达1万余件，年销售额在
100多万元左右。由于产品工艺精美，质地柔韧, 做
工精细，又经济实惠，绿色环保，产品供不应求。产
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沈阳及省内各大旅
游城市，还销往到台湾等地区。2016年9月，产品在
长春农博会参展，受到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为让更多的妇女、特别是贫困户家庭、残疾人学
到编织技术，她主动与大安市妇联、残联、农业局、人
社局等单位联合，举办草编培训班，让更多的人学会
这一技能。她还坐到了老乡的炕头上，手把手地教，
提高了苞米叶工艺品编织质量。两年来，共举办各
类培训班5期，有150余名妇女参加了苞米叶编织技
能培训。

如今，高跃琴的成功让大岗子镇周边乡村的妇
女，特别是贫困户家庭、残疾人看到了创业就业的希
望，纷纷加入到了苞米叶编织工艺品的行列。过去，
农村妇女“猫冬”打麻将、看纸牌的现象不见了，东家
长西家短闲扯的没有了，都到高跃琴草编农民专业
合作社编织她们的致富梦去了！

广袤无垠的科尔沁大草原，盛开着耀
眼夺目的萨日朗花。萨日朗花，翻译成汉
语，就是草原上的山丹花，东北人都叫它
百合花。萨日朗花是一种红色的花，纤细
的茎叶，雪白得像蒜一样的鳞茎，火红的
花冠向上卷起，簇拥着花蕊，昂扬绽放，婀
娜多姿，热情豪爽。花开时节，远远望去，
像一团团跳动的火球，热情奔放。通榆县
蒙古族学校校长暴文明，如盛开在草原上
的萨日朗花，向着太阳，追逐梦想，改革创
新，蓬勃向上。

1965年 3月，暴文明出生在科尔沁
草原东部边陲一个历史悠久、古老的蒙古
族村落，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查戈歹村。
受父辈的影响，暴文明从小就喜爱草原。
他把对草原的情愫和民族的爱，深深地埋
在心底，铢积寸累，厚积薄发。

儿时的暴文明，经常听父亲给他讲述
关于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和嘎达梅林等动
听又感人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憧
憬着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名草原上的民
族英雄。他骨子里透着蒙古族人特有的
骁勇、粗犷的性格，双目中流露着果敢和
坚毅的眼神。

从小学到初中，他始终努力学习，且
品学兼优，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重
点高中——通榆县第一中学。在高中的
3年里，他每天都起早贪晚，废寝忘食，双
休日、节假日从不休息，遨
游书海，集腋成裘。功夫
不负有心人，当年高考，他
以全县理科第11名的优
异成绩，考进了他理想中
的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数学系。1986年8月，他
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怀
揣梦想的他，被分配到通
榆县蒙古族中学，开始了
他梦寐以求的教学生涯。
勤勉敬业、教学相长，改革
创新、励志圆梦，一切都从
这里开始……

6年的班主任工作，
使他成了学生们的良师益
友。他管理的班级，年年
被学校评为优秀班级。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1989
年，他教的高三毕业班，考
入大中专院校10人，占全
省同类民族学校中录取指
标的58%。不鸣则已，一
鸣惊人。班级管理井然有
序，教学成果卓有成效。
1992年，他被提拔担任校
教导处主任，1995年被任
命为教学副校长。

从 1986 年参加工作
到1995年担任副校长，岗
位、责任、挑战、担当，角色
的转换，职务的升迁，唯独
不变的是他那颗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的心。

恪尽职守、勤勉敬
业。不论担当什么职务，
他始终把教育教学、教育
科研、教学改革工作放在
首位，落到实处。他经常
和老师们说，课堂是学校
教育教学工作的主战场，
是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
在，是一所学校的生命
线。作为教师要研究教
材、驾驭教材、研究教法、
研究课堂教学结构，走进
学生、分析学生，因势利
导、因材施教，把课堂还给学生，真正让学
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他十分重视课堂教
学，向课堂要效益、要质量。以科研、课改
促进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推动科研、课
改，不断向纵深发展，从而推进全校的教
学质量不断攀升。

从1986年8月到2000年8月，整整
15年，从普通教师、班主任，教导主任到
教学副校长，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暴
文明始终不忘初心，壮心不已。

2000年8月，县教育局任命暴文明
为通榆县蒙古族学校校长，从此开始了新
的征程。暴文明堪称县教育界的“智多
星”，善谋略、会管理，集思广益、运筹帷
幄。他深知教学管理是一门学问，也是一
门领导艺术，在学校管理过程中，既有严
格的规章制度，又有亲善的人性化管理，
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寓管理于三结合的
法宝之中，极大地调动了全校师生的主观
能动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骄
人业绩。

通榆县蒙古族学校是吉林省公立学
校唯一一所“一二三三”式12年一贯制学
校，即是一所学校分设两地，校本部在县
城，分校在向海蒙古族乡；三部含“小学
部、初中部、高中部”；三种授课形式“普通
汉语授课，加试蒙语授课，全蒙语授课”。

这样的学校管理起来，的确有很大难度。
暴文明上任后采取了相对独立、集中管理
的方法，校本部的三部，各分设一名副校
长主管。向海蒙古族乡乌兰塔拉分校，专
设一名分校长，分管本部的人、财、物。真
正做到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人尽
其才，物尽其用”。

暴文明深知，“要想火车跑得快，全靠
车头带”的道理，学校领导班子的建设至
关重要。要想真正带出一个具有亲和力、
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领导班子，他
这个班长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严格要求
自己，凡事必须首先做到严以律己、率先
垂范，甘当人梯、为人师表。不论在政策
理论、素质修养，还是业务水平和言谈举
止等方面，都要成为全体教师的楷模，努
力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科研型、创新型、
专家型的合格校长。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的落实和执行，他都率领班子成员率先垂
范，甘当标杆，成为教职工的榜样。

“学校要管人、管人要管心、管心要知
心、知心要关心”，这是他的服务理念，也
是他的管理手段。为有利于信息渠道畅
通，变管理为服务，他制定实施了“高站位
决策、低重心运行、零距离服务”的管理模
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理想效果。

暴文明任校长以来，蒙校经历了数次
艰难困苦的抉择，是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

持，使学校绕过险滩，驶向航
道，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尤
其是2003年的移址重建，使
蒙校重获新生。与原通榆县
第三小学合并，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与第三小学合并以
后，暴文明针对新时期、新教
育的特点，重点放在要求学
生从小事做起，从尊重他人、
孝敬父母等方面做起，牢固
树立“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恩
从娃娃抓起”的教育理念。
他建议把校训定为“从热爱
母亲开始”，得到了全校师生
一致认同，并一直沿用至
今。这一校训充分体现了中
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思想。把中华民族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感恩母
亲（祖国）的优良传统，用“从
热爱母亲开始”这样一句最
浅显、最基本也是最真情的
话语表达出来。既教会了学
生做人的根本，又指明了学
校的办学方向。

目标已经锁定，只有担
当拼争。暴文明从接任校长
的那一刻起，就决心要把蒙
校办成一所，以人为本，和谐
施教，凸显民族教育特色的
蒙古族学校，打造民族教育
的精品。他用前瞻性的思
维，谋划学校的发展蓝图。
他用坚实的脚步，实现了民
族教育办学的“四连跳”，使
学校规模由小到大，学生由
少到多，社会影响力由弱变
强，学校再次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
的发展，原校舍已不能满足
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暴文明
多次逐级向上反映情况。经
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得
到了县、市、省各级领导的
高度重视，并于2014年 6
月达成共识，通榆县政府出
资5000万元，省政府出资

3500万元，用于新蒙校移址重建。工程
于2015年4月动工，2016年8月交付使
用。一期工程共建设教学综合楼1.1万平
方米，宿舍4000平方米，食堂1000平
方米，塑胶运动场地一处。新建的蒙古
族学校，成为通榆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新亮
点，在全省同类学校中也毫不逊色。该校
多次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教育示范
校”；两次被国务院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
进集体”。

暴文明为民族教育，付出了心血和
汗水，也获得了诸多殊荣。1990年被评
为“地区优秀教师”；1998年在全省优
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比活动中荣获“优
秀教学管理奖”；1999年被评为“吉林
省少数民族教育先进个人”；2004年荣
获“吉林省蒙古族教育工作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2006年荣获“白城市专家型
校长”；2008年荣获“全国教育科研管
理先进校长”；2009年荣获“吉林省教
育科研骨干校长”；2014年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受到
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亲切接见。

人物写真人物写真

为深入推进农村法治宣传，洮北区司
法局调整充实普法骨干队伍，发掘激活普
法宣传基层力量，扩充法治宣传志愿者队
伍，确保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有序开
展。截至目前，已开展“送法进乡村”活
动12场，受益群众达2000余人次。

普法队伍网格化。各村按照片区组建
网格，由司法所工作人员专门指导，两委
干部、法律明白人、普法志愿者等人员参
加，形成分块管理、网格到人、责任到位
的普法宣传模式。

普法活动多样化。以村居为基础网
格，在重大节日、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日，

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抓住农闲时节、
农村大集等时机展开普法宣传，针对婚姻
家庭、生产经营、土地流转、邻里等相关
法律问题，抓住宣传重点，法治宣传融入
基层日常。

普法手段新颖化。运用“洮北普法”、
法律服务微信群等平台载体，开展以案释
法、以案普法、现身说法等活动，变抽象
法律条文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道德法
律知识，使基层群众与法律零距离接触，
听得懂、学得进、记得牢，形成了良好的
基层法治氛围。

（张旖 本报记者 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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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北区司法局

多举措推进农村法治宣传

图为高跃琴草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用苞米叶编织的工艺品。

“救命之恩永生难忘！一定要找到那位救
命恩人！”在近千个日夜里，这句话在洮南市
华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职工冯继敏的心中，
甚至在梦中都一遍遍地重复着。苍天不负苦
心人，近日，冯继敏终于寻到了救命恩人、通
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宇波。喜极
而泣的冯继敏，当即提笔向通榆县公安局写
下了一封饱含真情的感谢信，感谢杨宇波的
救命之恩，感谢通榆县公安局培养出做好事
不留名的“雷锋式”好民警。

回忆起被救的经历，冯继敏控制不住泪
水涟涟……

2015年12月10日12时许，冯继敏驾车
行驶在由长春返回洮南途中，车上有刚刚术
后出院的母亲及陪伴的父亲。由于冰天雪地
路面结冰，当车辆行至长岭县106线 74公
里+200米处时，与另一辆车相撞。当时，冯继
敏驾驶的车辆驶入路下并撞到树上。冯继敏
严重受伤，4根肋骨骨折扎伤肺部，且头部遭
受严重撞击卡在车内失去意识。冯母捂着术
后的伤口和父亲两个人分别在路边向过往司
机求助。但半个多小时过去，没人伸出援手相
救。就在两位老人绝望之际，一位身穿警服的
男子迅速赶到事故地点，将浑身是血的冯继
敏从车内抱出，并用他的车将3个人送到就
近的长岭县南太平山卫生所抢救。但是，由于
该卫生所救治条件及设备的局限，面对如此
严重的伤势，根本无法实施急救。这名好心人
又将3个人送到去往长岭县第一人民医院的
救护车上……第二天，在冯继敏还未脱离危
险期时，这名好心人买来鲜花和果篮专程到
长岭县第一人民医院探望。当时，冯继敏的家
人再三追问这名好心人的姓名，可他也没有
留下姓名，只说了一句：我是白城的警察。

“我是白城的警察”根据这句话，康复后
的冯继敏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这名好心的
民警恩人。冯继敏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寻人信
息无果，后又借助白城微信平台发布消息寻
找恩人，但事情过去两年多了，一直毫无音讯。

救命之恩，永生难忘。寻找恩人的愿望，已融入冯继敏的生
命。2018年1月，冯继敏和朋友在聊天时又习惯谈起此事，朋友
在听完冯继敏的详细描述后，突然受到启发说：“通榆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的杨宇波，一直默默地做好事，且不留姓名，能不能是
他啊？”不放过任何寻找恩人蛛丝马迹的冯继敏，马上联系通榆
的朋友帮助核实。最终确定，自己的救命恩人真的是通榆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宇波。

谈及寻找救命恩人的过程，冯继敏说自己一直把目标锁定
在白城市公安局，没有想到，救命恩人竟然在通榆寻找到了。在
电话采访中，冯继敏激动地说：“如果不是遇到‘活雷锋’杨宇波，
冰天雪地中我流血不止，必死无疑。所以，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
达我对恩人的感激，用任何词汇都无法表达我对咱白城警察的
敬仰之情。”

面对冯继敏的感谢，杨宇波说自己只是做了一名人民警察
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为人民服务是职责所在，不足为奇。朴实的
话语，道出了白城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有这样
的警察队伍，乃白城之福，更是白城百姓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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