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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丘市货车司机李宝红，回村后看
到村里老人生活单调，为了让老人们看看外面
世界，让他们高兴，他自掏腰包租了三辆车，带
领村里16名留守老人组团去开封游玩。在每个
景点，李宝红都耐心地为老人们讲解，并拍照留
念，老人们笑逐颜开，对这次旅行赞不绝口。

“前两天我们全村16名老人组团去开封游
玩，观看了龙亭、天波杨府和清明上河园几大景
点，还品尝了开封的美食灌汤包……”7月22
日，在商丘市宁陵县逻岗镇李柿园村，古稀之
年的李德坤兴奋地说：“我们尽情地玩了一天，
干了一辈子农活，没想到还能有一天出来旅
游，这多亏了李宝红。”

老人口中的李宝红，是一名从事物流运输
的货车司机，也是土生土长的李柿园村人。提
起组织这次老人出游活动的初衷，李宝红告诉
笔者：“只是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老人们看
看外面世界。”

李宝红告诉笔者，他平时在外面跑车，见
过很多美景，每次回村他发现村里老人的生活
太单调了，别说外出看世界了，很多人一辈子
都没出过这座城市。

“特别是前阵子我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位
老人坐在大树下默默扇着蒲扇，这一幕让我感
触很深。”李宝红说，现在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
打工去了，很多家庭就是只剩老人在家生活，
虽然物质上没有困难，但他们生活得快不快乐
很少有人了解。

为了让这些老人能够走出家门，感受外面
的世界，他这才萌发了组织老人集体旅游的
想法。

“老人晕车了、掉队了、磕着碰着了怎么
办，你能负起这份责任吗？别好心办错事，落
得一身不是。”起初有人出面劝阻他。面对质
疑，李宝红坚定地说：“我有决心、有能力，更
有信心。”

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老人们欣然应允，大
家对外出旅行都非常期待。

为了确保出行顺利进行，李宝红早早张罗
着联系车辆、规划路线和购买物资，最终把目
的地选在了离商丘较近的开封。李宝红租用了
三辆面包车，准备了雨伞、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在出发前，他还提醒老人们随身携带身份证。

7月15日早上6点，李宝红带领16名老人
准时出发。一路上，老人们在车上有说有笑，对
古都开封充满了憧憬。

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先后游览了龙亭、天
波杨府、铁塔公园和清明上河园等著名景点，
感受了古城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气息。在每个景
点，李宝红都耐心地为老人们讲解，并拍照留
念。老人们笑逐颜开，对这次旅行赞不绝口。

在游览过程中，李宝红不仅是这次旅行的
组织者，还身兼多职：全程的引导员和讲解员、
安全守护员和后勤保障员。为了保证安全，有
的老人上厕所他都会陪同。他的责任心和细心
让老人们备感安心。这次旅行不仅让老年人开
阔了眼界，更感受到了温暖和关怀。

这次出行，租车、门票、餐饮等费用，李宝
红全包。“其实总共花费也不多，但是看到老人
们的笑容，听到他们的笑声，我觉得花再多的
钱都是值得的。”李宝红说。

参加这次旅行的老人李德坤和老伴两人

对整个行程都充满了欣喜。李德坤表示，由于
孩子在外打工挣钱，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平
时都是他和老伴两人在老家生活。对于老两口
来说，平时的生活除了守着那一亩三分地，也
没有什么娱乐方式。“干了一辈子农活，没想到
有一天也会像年轻人那样去旅游。”李德坤老
人说。

“李宝红的孝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每次
他回村都会带上自己的母亲去遛弯，对邻居也
是非常热心。这次集体出行，李宝红用自己的
行动温暖了乡邻的心，也激发了更多人关注和
关爱老人，传承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李柿园
村党支部书记李应华说。

在朋友眼里，李宝红是个热心肠，李宝红的
“车友”郭先生告诉笔者，车队平时在外跑车难
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大家遇到难事第一个想
到的都是李宝红，因为大家知道，无论谁有事找
他帮忙，他从来都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

笔者了解到，除了这次组织老人集体旅
行，李宝红还经常参与其他慈善活动。重阳节
走访慰问敬老院，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他为
贫困家庭捐款捐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2021年，李宝红意外收到17.8万元转账，
面对巨款他驾车远赴青海寻找失主，当面将
17.8万元转给失主。后来，他被评为“诚实守信
商丘好人”。

李宝红的善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与赞誉。许多网友纷纷表示，李宝红是新时代
的楷模，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事迹也激励着更
多的人关注困难群体，投身于公益事业，去传
递爱和温暖。

2023年，一条短视频《背影》被众多网
友热转，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位 90余岁高
龄却依然在职的医疗界老专家，每天清晨
七点多，准时迈着稳健的步伐，急匆匆地
赶往自己已经坚守了七十多年的医学影
像岗位，确保七点五十分开始的交接班晨
会不迟到。这条视频的评论区大家纷纷留
言：“值得尊敬的背影”……这条视频中的
老人，就是全国知名的放射科专家董季平
教授。

老话常说，人活七十古来稀，而董季平
教授今年已是95岁高龄，但他并没有退休
在家颐养天年含饴弄孙，而是准时上班奉
献余热，勇于创新、不辍耕耘，彰显了老一
辈支援大西北建设的放射专家无私奉献的
精神，更体现了医疗界老前辈在新时代继
续前行、不忘初心的殷殷家国情怀。

8月6日，董季平笑着对笔者说：“现在
像我这样九十多岁还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到
科室上班出诊的老医生怕是不多了。但我
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脑子还清楚，就一定要
坚持利用一技之长，造福三秦百姓。”

少壮而立
支援西北多奉献

1929年，董季平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
普通教师家庭。1948年高中毕业后，成绩优
异的董季平同时被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江
苏医学院及上海第一医学院四所院校录
取。由于父亲因病不幸英年早逝，早就立誓
要当医生治病救人的董季平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医学专业。1948年至1953年，立志从
医的董季平在上海第一医学院本科学习。
1953年7月毕业后，董季平决心“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1957年至今，董季平一直
在西安市中心医院放射科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遍祖国大地，西安市医疗卫生界因资金
欠缺而造成的医疗设备落后，远远不能适
应群众就医的需要。当时的医院几乎没有
较大的建设投资，多种疾病因缺乏手段检

查而无法明确诊断。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时
任西安市中心医院放射科主任的董季平陷
入苦苦思索，他常常对同事们说：“现代医
院必须具备现代化的设备，才能提高诊疗
水平。”随之一个大胆的设想也在董季平心
中酝酿。由于普通的X线诊断，越来越显
示出局限性，刻不容缓必须引进当时国际
医学界先进的CT。于是他向院领导班子
递交了报告，经过反复可行性论证后，
1985 年，董季平与多位同事一起，以“借
鸡生蛋”的模式，想方设法筹款40万元引
进日立头部CT，极大地提高了疑难患者
的准确诊断水平。

在这一成功运营思路引导下，随后，
西安市中心医院陆续引进了多部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影像检测设备，当时的西安
市卫生局特地发出正式文件，决定在西安
市中心医院成立西安市医学影像中心，从
而为众多的疑难重症患者带来了康复的
福音。

黑白影像
一双肉眼看透人间疾患

在笔者与董季平教授交谈时，西安市中
心医院放射科副主任董燕轻轻敲门进来
说：“打断一下，有一家从甘肃张掖赶来的
患者急等着请董主任签发检测会诊报告。”
董季平教授听闻后便立即起身前去电脑旁
打开这个患者的检测影像。

西安市中心医院影像科的多位医务人
员都告诉笔者，董季平教授可以说是当了
一辈子的科主任，直到74岁时，才退居二线
卸下了科室主任的重担。但当笔者问到为
什么别的医生到了国家规定的60岁便可办
理退休手续而安享晚年之乐，董季平教授
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依然在职？他们表示，在
医疗顶尖专家急缺的前些年，西安市医疗
卫生主管部门特地向市政府递交报告，要
求对全市七位医疗顶尖专家延缓退休，市
政府很快便作出批复说，只要这七位医疗
顶尖专家身体健康状况允许，就不用办理
退休手续，能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而
董季平正是这七位医疗顶尖专家中的一

位。于是，在他的“字典”中，从此就没有了
“退休”一说。

勇为楷模
激励一代代年轻人不断奋进

董季平教授一直认为，作为影像科医
生，必须是要懂得本医院所有科室业务的
多面手，只有这样，才能给各个科室提供准
确可信的影像检测报告。他常常教导年轻
医生，一定要多学本领，并把本领用到解除
病人痛苦上。一定要与时俱进，把最先进、
最科学的医疗技术用在患者身上。因为，患
者需要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

为了让科室的一代又一代医生随时跟
上国际医学发展的节奏，他在早年便倡导
实行了科室英语晨交班制度，每天清晨的
交接班晨会时，都必须使用英语交流分析
一两个重大疑难病例，促使全科室医生的
英语应用能力持续稳定进步，以便得心应
手地查阅国际上的英文资料。他孜孜不倦
的学术追求，忘我的工作精神，精益求精的
学术素养，也激励着年轻医生们不断努力
学习，取得更大进步。

董季平教授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准时到
达科室参加科室交班会，风雨无阻。他坚持
每天带领科室年轻人学习外文文献，要求
科室人员进行英语病例讨论，这样的学习
习惯已经坚持了数十年。虽说年事已高，但
他每天仍然坚持签发疑难会诊报告。而平
时经常从外院慕名而来请他会诊的患者，
董季平教授都要详细询问病情、查看病人，
经常晚上七八点才下班。

每当夜幕降临，该院放射科的小二楼总
有一盏灯常亮着，灯底下辛勤伏案工作着
的就是敬爱的董季平教授。董季平教授的
同事们都说，这应该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
医者情怀吧！是信仰之光照亮着前进的路，
是无私奉献书写着大爱无疆，是实际行动
践行着初心使命。

春花秋月七十载，弹指一挥间。董季平
教授一直兢兢业业，从未离开临床一线，他
将初心、仁心、爱心，全部奉献给了伟大的
医疗事业。

为捡拾城市记忆，他走遍襄阳的山山水水；为探寻历
史真相，他研读记录襄阳的各类书籍；为传播襄阳文化，
他争当襄阳文化公益事业的践行者、传播者。多年来，他
不遗余力地宣讲襄阳历史文化，让更多人了解、爱上襄阳
这座古城。他就是湖北省襄阳五中的退休历史老师李
治和。

李治和说，他翻开襄阳的历史长卷，是从1984年捡拾
起第一片青花瓷片开始。40年来，他通过到工地和汉江边
捡拾、到民间拜访、到农户家购买、接受友人赠送等方式，
收集了4万多件本地文物。

如今，他把自己的收藏捐给襄阳五中实验中学，建起
一座襄阳五中李治和老师地方文物收藏馆，并计划免费
对外开放。

五大主题尽显襄阳特色

襄阳五中李治和老师地方文物收藏馆共五部分，分
别是“唐白河化石馆”“南船北马馆”“宋元襄樊之战馆”

“这是一座真正的城馆”“感恩馆”。随着李治和老师的步
伐，聆听他热情的解说，一幅壮丽的襄阳历史画卷徐徐
展开。

“南襄盆地及周边地方，曾生活过大象。”李治和说，他多年收藏
的500余件古象化石，充分反映了南襄盆地的生态变化。

襄阳是“南船北马”的交通要道，也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
的重要区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南船北马馆”展出有南北朝
时期的佛教莲花纹瓷器、宋朝时期饮茶的黑釉碗、元朝时期的“把
杯”瓷器等。

“这么多品种的黑釉碗，说明当时襄阳人饮茶已成为习俗。这些
闽浙地区的产品，翻山越岭被运到襄阳，很不容易，体现了宋时襄阳
在万里茶道上的重要交通地位。”李治和说。

“藏品中最让我挂在心上的，是襄阳炮炮弹。”李治和介绍，襄阳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宋元襄樊之战馆”展示了众多的石炮弹、铁
炮弹、瓷炮弹等。他从《襄阳县志·军事卷》了解到，宋元襄樊之战时，
元军使用的就是襄阳炮。

此外，收藏馆里还有铭文城砖、珍贵瓷器、会馆遗存、古钱币，以
及家人、友人、学生捐赠的物品等。一件件文化遗存、历史碎片，通过
李治和的介绍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走遍襄阳探寻城市记忆

“襄阳城内街道开始改造后，哪里有脚手架，哪里挖土，哪里倒
土，哪里就有我。”李治和告诉笔者，40年来，他走遍了襄阳的山山
水水。

捡拾始于1984年，那年李治和被分配到襄阳五中教历史。当时，
襄阳城内街道开始改造，许多地方挖开几米深，翻起的老城渣土中
出现了许多瓷片，李治和捡到一片带有“宣德年制”字样的青花瓷
片。有一次，李治和在鼓楼发现一块泥巴中有绿色的东西，掰开一看
竟发现是一个青铜人及一个建窑碗，令他惊喜不已。

后来，李治和又从襄阳城一带有残砖碎瓦的杂土中，找到了一些
铭文城砖，有的是从襄城区檀溪和庞公的厕所墙头寻觅到的，有的
是从城内靠城墙边的菜园子围埂上找到的。“你看，这块砖上有40多
个字，写明了6名相关责任人。说明当时的责任制度多么严格。”李治
和说。

2004年春，为保护河流，市环保协会开展徒步唐白河活动。李治
和作为该协会副会长，当起了领队。在活动中，他认识了双河口摆渡
船的师傅邵新传。邵新传展示了两块黄色化石，令人遥想远古的神
秘。由此，李治和开始收集化石，他想利用化石了解历史、保护生态，
使大家更尊重、更热爱这片土地。

让李治和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年在襄王府附近，他收集到了一个
铁质震天雷。“当时我看到这‘铁西瓜’上面还有‘圆眼’，我几乎是双
手颤抖着捧住了这个东西。”李治和说，“因为我知道，襄阳有一段历
史被我捧在手中，这是宋元之战的遗存哪！”

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为了解襄
阳瓷炮弹，他翻遍军事书籍；为弄懂上万片瓷片所属的时代、特征，
他找到鉴定专家张家芳等人请教，印证明清时期襄阳瓷器的供销与
收藏盛况；他几乎把市图书馆里文史类书籍都看了一遍，对于重要
内容逐一复印，每次出差都会去买相关图书……

让历史文化融入百姓生活

一边捡拾，一边研读，李治和越来越热爱这座城市。“应该让更多
人了解、热爱家乡，让大家为作为襄阳人而感到自豪。”李治和说。

汉江是襄阳人的母亲河，汉江见证了襄阳的历史变迁，对襄阳的
城市发展和文化积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0年初，李治和参与创
建襄阳市环境保护协会、汉水文化研究会。他多次带队徒步汉江襄
阳段，带领数百人6次探访汉江源头。

2006年，襄阳举办了首届穿天节活动。而今，只要提到穿天节，一
定会有人抢着告诉你，穿天节是襄阳特有的传统民俗节日，那天会有
个叫李治和的老人，戴着傩面具，领着数百名衣着鲜亮的人吆喝着《喊
彩歌》……

岘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留存着很多历史遗迹。李治和数次发
起“邀市民徒步游岘山”活动，得到上万市民的积极响应。沿途十几
里，只要遇到景点、历史遗迹，李治和都会向市民介绍岘山上发生的
历史故事。

铭文城砖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信息。临汉门城门洞内有一块伸手
便可以触摸到的“岳”字砖。李治和每次带学生经过时，都会让学生
伸手摸一摸砖块上的“岳”字，接受历史文化的滋养。

如今，李治和已经83岁，他仍每天在收藏馆里忙碌着，梳理藏
品、做好陈列，为来访者讲解。他说：“这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了，这
是为襄阳历史文化事业做出我能做的、应做的事。”

“商丘好人”李宝红：
自费请16名留守老人组团游

◎ 闫占廷

李治和：
捡拾城市记忆
传播襄阳文化

◎ 张玉荣

躬耕杏林不老松
——记95岁高龄依然在职的一级主任医师董季平教授

◎ 吴宽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