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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26日，盐山县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彦荣同志溘
然长逝。听到这个噩耗，我脑子里
顿时一片空白，眼前发黑，两行泪
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因感染了新冠病毒，没能前
往吊唁。连续多日，恩师的音容笑
貌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追忆几
十年来与彦荣同志相识、相交、相
知的过往，他的谆谆教诲还历历在
目，我心中不禁油然升起一种对恩
师的缅怀之情。

一位可亲、可敬的宽厚长者。耄
耋之年的王彦荣恩师，年长我 20
岁。“彦荣”这个名字，是我童年时
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中知道的。

我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
革命的老教育工作者。新中国成立
初期，为解决老区孩子们上学难的
问题，他跑区、跑县，找区长、找县
长，在当时政策不许募捐办学的情
况下，靠地方党委、政府和父老乡
亲的支持，带头卖掉自家的三间半
住房、二亩半良田和两行成材树，
捐资创办了崔刘杨完全小学。他带
领大家一年盖起 20间校舍，没花
上级一分钱，被人们称为“办学
迷”。王彦荣、张之营和我大哥就是
当年入学的第一批高小生。

父亲任崔刘杨完小校长时教
过多少学生，我说不清，但至今仍
有很多师兄、师姐见到我都会先
说：“我是你父亲的学生啊！”在父
亲眼里，彦荣这批品学兼优的学生
是他一生的骄傲与自豪……

上初中时，我爱写点小“豆腐
块”。那时，投稿要公社盖章。清早，
我骑车赶到公社，大多正是机关干
部吃早餐的时间，但王彦荣、吴志
远同志看见我都非常热情，很快就
帮我盖上公章。后来，我常想：他们
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个半大小子？
他们一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二是
出于对我这个初学写作者的鼓励。
从那时起，彦荣等恩师可亲可敬的
宽厚就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底。

一位清醒、忠诚的领导干部。彦
荣同志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举止
文雅，他恪尽职守、心系百姓、做人
民群众的贴心人，他工作脚踏实
地、办事利利索索、说话和颜悦色，
是我们老家那一带乡亲们心中德
高望重的好干部、文化人、笔杆子。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彦荣同志在杨集公社工作期间，在

抓好农业的同时，分管工副业工
作。他响应上级“以副养农”的号
召，引导和鼓励各村积极开办副业
作坊。香油坊、豆腐坊、电阻器厂、
螺丝厂等，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增加了集体收入。

从上世纪 70年代初起，他先
后任盐山县学大寨办公室副主任、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党校副校
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彦荣同志几十年如一
日，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坚持以理
想信念塑造挺拔灵魂，对党忠诚、
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一心为民，忠
诚的底色深印于心、付诸于行，是
一位有方向、有韧劲、敢开拓、肯实
干的老同志。他重事业兴衰、轻个
人进退，举贤荐能、勤勉务实的品
格修为被人们传为美谈。

一位志在守朴的良师益友。我
参加工作后，虽没有机会直接给彦
荣同志当兵，但恩师的耳提面命、
引领与呵护，是我今生今世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永远珍藏在
心灵深处。

我走上基层领导岗位后，彦荣
同志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和我谈
话。他说：“人生是一场修行，修行
的境地，不在远方，也不在他乡，而
在人的内心。”前行的路上，我不时
回味着彦荣同志的教诲、告诫和点
拨，体悟出这位恩师兼大师兄传道
解惑的至诚大爱与良苦用心。

按年龄，我和彦荣同志不是一
代人，在阅历、经历、学识、才干上
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可他从来没
有冷落过我这个铁匠出身的工农
兵学员。想来，人生中师傅与徒弟
相遇容易，相守太难。缘分只是让
我们相遇，而拥有相同的灵魂，才
是长久相处的秘诀。

我不迷信，但我总感到：人与
人之间，是有磁场存在的。这世间
最好的师友，多是相识于缘、相交
于情、相处于品、相守于心的。人生
在世，悲欢离合都是缘。

缅怀、追忆我与彦荣同志 50
多年的师生之谊，恩师那睿智的眼
神、慈祥的笑容，清晰地浮现在我
的脑海里。恩师辞世，令人痛彻心
扉,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感激、无尽
的怀念……

我祈盼着天堂里的恩师吉祥
如意、一切安然！

1月 11日下午，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重点机构和重点场所疫
情防控有关情况。

1.养老机构怎样防疫？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

在“乙类乙管”阶段，民政部门
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养老
机构“保健康、防重症”的目
标？

对此，民政部养老服务司
副司长李邦华介绍，“保健康、
防重症”是“乙类乙管”阶段整
个疫情防控的重心，养老机构
也是这样的。

“现在全国有 4万多个养
老机构，入住养老人数 220
万，多数是高龄失能和有基
础病的老年人，容易形成聚
集性感染。另外，老年人得重
症的风险比较高。”李邦华表
示，为此，民政部按照“乙类
乙管”阶段“保健康、防重症”
的总体部署，结合养老机构
的特点，坚持关口前移，会同
卫生健康和疾控部门，着力预
防和减少老年人重症的发生。

李邦华还说，一是指导养
老机构每天做好至少两次的
健康监测和每周两次的核酸、
抗原的检测。如果养老机构自
行联系核酸检测机构比较困
难，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就要积
极协调。他说，他们知道现在
有的地方核酸点在减少，但这
些医护人员主要是转移到老
年人的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症
状早发现工作，包括养老机构
阳性人员的早发现工作上去
了。

二是落实养老机构老年
人分类分级的健康服务，为老
年人配备必要的血氧仪和吸
氧设备，做到对养老机构红
色、黄色标识的人群给予重点
关注，和老年人重症前期的早
识别。

三是发挥养老机构、医疗
机构和定点协议医疗机构的
作用，储备相应的药物，通过
远程或者上门巡诊服务，做到
老年人感染的早干预。

四是健全老年感染者的
转运机制和就医的绿色通道，
提高转诊效率。在医疗资源紧
张的时候，养老机构提前预订
的床位如果比较紧张，我们就
会要求民政部门和卫生健康
部门加强协作，统筹辖区内其
他资源，优先为养老机构老年
人安排病床，做到早转诊。

2.如何进一步做好重点
人群服务保障？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
社会治理司一级巡视员李健
表示，协助做好“一老一小”等
重点人群的服务保障工作是
城乡社区落实“保健康、防重
症”目标的重点任务。城乡社
区工作者要努力做好三个方
面的工作——

一是了解掌握重点人群
的健康状况。要与重点人群加
强联系，掌握其健康状况。要
依托微信等渠道，与重点人群
及其家人保持联络；对没有建
立网上联系的老年人等重点
人群，采用“敲门行动”等方
式，与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共同
上门，了解、掌握这部分人群
的身体情况和服务需求，为提
供有针对性的健康服务打好
基础。

二是协助做好对重点人
群的健康服务。重点人群健康
服务主要集中在就医、用药以
及疫苗接种这三个方面，因此

要加强与家庭医生、基层医疗
卫生人员、辖区药店、疫苗接
种单位的对接，配合做好在线
问诊、就医送药、联系转诊、引
导疫苗接种等工作。同时，还
要注意组织邻里互助，设立

“共享药箱”，尽可能保障居民
的用药需求。

三是要加强对居民群众
的宣传引导。依托微信群、公
众号、智慧社区客户端等城乡
社区信息平台，用好村民委员
会和居民委员会的事务公开
栏，以及乡村大喇叭等阵地，
开展科学用药、居家康复等防
疫知识的宣传。

“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
类乙管’之后，广大城乡社区
工作者要继续做好‘百姓健康
守护人’，发挥积极性、主动
性，解决居民实际困难。”李健
表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
部门要为城乡社区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医疗
药物资源要向基层倾斜，建立
城乡社区与医疗机构、药房之
间的直通热线，社区反映的问
题要及时回应、解决，需要城
乡社区承担的工作事务要整
合并规范化，让城乡社区工作
者有更多精力去统筹更多资
源，以便解决居民群众的急难
愁盼问题。

据澎湃新闻

缅怀恩师王彦荣
张兴华

养老机构人员

每周两次检测核酸、抗原

96岁的于万春是沧州市运河
区四合家园小区的居民。他在我
市人民公园练习打花棍已经有10
年了，强身健体，乐享晚年。

韦殿禄 摄

上学

我8岁开始上小学，一个四合院
式的院落就是我们的学校。教室很
简陋，没有桌椅。简单的几根柱子
上，搭着一块长木板，那是我们的课
桌。自带的凳子，高低不等。一三年
级一起上课，二四年级一起上课。最
难过的是冬天，寒风刺骨，大雪纷
飞，教室中央却只有一个煤炉，砖砌
的那种。

上初中，要到乡中学。家里只有
一辆“大铁驴”，我们只能步行七八
里。无论寒暑冷暖，不管风雪雨霜，
我都会在早上六点半准时出发。

多年后，我的女儿上学了。孩子们
赶上了好时候：宽敞明亮的教室、整齐
的桌凳，冬有暖气，夏有电扇……

车子

至 今 ，家 里 还 保 存 一 辆“ 铁
驴”，那是老爸自己用铁管焊制而

成的。他就是骑着这辆自行车，下
地干活，出外奔波。过年时，小叔叔
就骑着“铁驴”，载着我们去姑姑家
拜年。车大梁上坐两个孩子，后面
的车座上再跨坐上两个。一辆自行
车上坐 5 个人，是当年之见怪不怪
的风景。

到了 21世纪，路宽了，车多了，
“私家车”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家
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汽车。我家也
有了一辆汽车。有了汽车，人就像生
了翅膀，曾几何时，回老家需要坐火
车再倒长途汽车，最后一段路还要
亲人来接，单程就得花一整天时间。
现在，开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一天就可以打个来回了。

房子

我们曾挤住过一间平房。当时
我怀着女儿，本就怕热，又正值暑
期，电扇24小时不停地旋转，可我依
旧感觉酷热难耐。祸不单行，我感冒

了，又不敢吃药，整夜整夜地咳嗽、
失眠，难受得直哭。后窗临街，为了
安全，只好把它封住。夏天，家里又
热又潮，地板从来不敢擦，可依旧涔
涔地“冒汗”，鞋柜子里的鞋上长出
又长又绿的毛……女儿就在这个地
方度过了她的童年。

1998年年底，老公单位集资建
的住宅楼终于盖好了。拿到钥匙，我
们等不及收拾，只是稍作简单整理，
就赶紧搬进来。多幸福啊！屋子里暖
融融的，雪白的墙面，敞亮的南北通
透的户型。它不再是一个房子，而是
承载着我美好愿望的地方。

女儿长大了，后来上了大学。满
头青丝的我也已华发初生。

后来，我们住进了三居室的电
梯房。这曾是我不敢有的奢望！

拿到新房钥匙那一刻，我知道，
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更是因国家
富强了，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小康。

我的前半生
王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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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环境优美 ★护理服务细心
★饮食科学营养 ★文化活动丰富 招收自理、不自理老人 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社区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沧州市民政事业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