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动湖南十大人物·沈昌健父子

让患者有尊严地活着

时隔12天再见陈历宏，他依旧奔忙。中午见到记者，有些
疲态的他立即说起早上的开心事儿———

今天收到4条干鱼，这个礼物太特别了，我没想到，患者
去世3个月了，他的家属还记着我。

原来，这位70岁的癌症老人入院时，在其他医院的治疗
费用早已超出20万元的医保报销上限。家中实在拿不出钱进
行后续的治疗，陈历宏决定，为老人请来专家会诊，超常规治
疗，并减免老人的治疗费用。

老人的肺癌已到晚期，起初，陈历宏以为他撑不了多久，
没想到进行超常规治疗后，老人还活了5个月。更难得的是，
医护人员的关心、陪伴，让他有尊严地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虽然礼物平凡， 但这份肯定让我感觉这公益做得值。”陈
历宏说。

让患者学会感恩和互助

仅2013年一年， 湖湘中医肿瘤医院救助的癌症患者达
2068人，其中接受全额免费治疗的近千人。接触了这么多的
病患，陈历宏仍然“见不得病人流泪”，“我最怕跟患者家属打
电话，他们一哭，我的‘泪点’就急剧下降。”

2004年，高盼盼的母亲曾接受“湖湘抗癌救助金”捐助，
获得免费治疗的机会，而面临辍学的高盼盼，也因陈历宏的个
人捐助，完成大学学业。

时隔8年， 高盼盼取出3万元现金找到陈历宏，“陈叔，我
现在有能力了，自己也做点小公益，这是你赞助我的学费，取
出来还您。”“泪点”很低的陈历宏一下就湿了眼眶，“钱我不要
你还，知道你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感恩、回报社会，我很高兴，帮
助你和你妈妈，值了！”

让陈历宏感觉“值”的，除了受助者的自立、感恩，还有他
们的互助精神。他说，湖湘抗癌互助会有600名会员，他们都
是癌症患者，“我们通过康复讲座、户外训练等多种形式，为他
们提供交流的平台，使他们形成一股互帮互助的氛围。这种正
能量，有时候比吃药打针更有效。”

“湖湘抗癌第一人”

陈历宏在调研中了解到，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很多偏远贫
困地区的医院，把肺癌当肺结核治，直肠癌当痔疮治，耽误了
最佳治疗时间。同时，很多人因为贫困，一辈子都没来过省城。

“我们一个医院每年能帮2000个人，可根据《2012年中国肿
瘤登记年报》显示，每年新发肿瘤病例为321万例，无数的家庭因
高额的治疗费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陈历宏感叹，在如此庞
大的癌症患者群体面前，凭一个医院的力量实在太微小了。

“如果能实现癌症患者基本医疗的免费，我相信癌症患者
能活得更有尊严。” 陈历宏说，这也是自己的梦想。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为薇

农民蓄须明志搞科研

沈家的书柜里， 珍藏着23个笔记
本，封皮上写着“一颗油菜的研究”几个
大字，这是他们全家人进行杂交油菜研
究写下的实验日志。

最早的一本是沈克泉于1978年所
写，已经泛黄的纸张上，第一句话便是
“毛主席说，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这本日志中，沈克泉记录了自己与油菜
花结缘的经过。

1978年， 沈克泉还是个养蜂人。每
年4月底，当临澧的油菜花谢了时，沈克
泉便带着蜂箱去贵州山区寻找花源。这
一年6月8日，他在山中欣喜地发现几株
还在开花的野生油菜，植株壮硕，分枝
特别多。想到湖南的油菜5月便已收割，
沈克泉如获至宝，将它们带回了家乡。

沈克泉没看走眼， 经专业人士指
点，他得知这几株野生油菜是杂交油菜
研究难得的不育系品种。对一个门外汉
的农民来说， 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沈
克泉买来专业书，白天搞生产，晚上挑
灯学习、 在油菜实验地里架个马灯研
究，忙得都没时间剃胡须。

但沈克泉的钻研劲并没有得到认
可，周围不少人反倒笑话他“不务正业，
简直是做梦，科研哪是农民能搞的？”为
了争一口气， 沈克泉索性蓄须明志，发
誓科研不成功不剃须。

父子两代人举债28万追梦

在沈克泉的感染下，沈家人都投入
到了这场长征似的研究中。

沈克泉的妻子何秀英，一个普通农

妇，时常与老伴一起下田育种、记录实
验日志。沈克泉的两儿四女，为了油菜
科研， 筹钱的筹钱， 帮工的帮工。1996
年， 开客运中巴车的儿子沈昌健一咬
牙，卖掉了中巴车，带着3万元卖车款全
心全意与父亲一起搞科研。

辛勤的付出也换来了成果。沈家父子
培育出的油菜新种“友谊一号”，每亩能多
收几十斤菜籽，成了众多农民抢着要的香
饽饽，沈家父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菜
大王”。 就这样， 沈家父子一干就是几十
年，沈克泉脸上的青黑胡茬也变为长白美
髯，科研实验失败次数不下1000次。

“但我们坚持下来了， 原因已不是
最初争一口气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的研
究、阶段性成果获得了中国杂交油菜之
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庭栋等专家的肯
定，也获得了他们的帮助和鼓励。”沈昌
健说，他们不能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2009年12月， 病危的沈克泉将家
人叫到床前：“我没时间了，油菜事业不
要丢，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的！”几天
后，70岁的沈克泉带着长长的白胡须去
世，家人遵从遗愿，将他葬在离实验地
不远的山坡上。

未完成的“油菜梦”，交付到了沈昌
健手中。碰到技术难题，沈昌健四处请
教专家，缺乏科研基金，沈昌健四处借
钱贷款。到目前为止，为了杂交油菜研
究，沈家父子已经举债28万元。

沈昌健说，高产杂交油菜品种十几
年前便已成功， 现在是向优质阶段迈
进， 需要让杂交油菜芥酸低、 硫苷低。
“新品种已在评审鉴定阶段，2015年我
们的品种有望通过省级审定。”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永生难忘”的手工盒

淡紫色的沙发、窗台上黄色向日
葵花束，位于长沙雨花区侯家塘街道
的“青护园”里，温暖如春。

大厅的一角，有一个透明玻璃柜，
里面装的全是近年来失足孩子们给孟
妈妈亲手做的礼物， 每一个都藏着一
个“重生”的故事。其中一个印有“永生
难忘”的手工盒子，很是别致。孟妈妈
说，这与一个叫小松的孩子有关。

5年前， 当时只有17岁的小松因
涉嫌抢劫，在法院不公开审理。由于
小松是湘西凤凰苗族人，汉语说不流
利，庭审前提出要请苗语翻译。

孟繁英四处联络，通过凤凰苗网
找到一位大学生“翻译”，在庭审中为
当事人提供了语言帮助。小松进入未成
年犯管教所后， 她专程去五百多公里
外、交通十分不便的凤凰老家，将小松
父母接到长沙来看望了高墙里的儿子。
亲情的拉近、社会的关爱使小松十分感
动，融化了他心中的坚冰。

由于表现良好，小松获得减刑提
前出狱。 孟繁英让小松进入青护园，
一边接受技能培训， 一边做义工，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迷途的少年，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小松给孟妈妈的信中这样写道：
“当我踏进那一堵高墙，我以为我的生
活就是一片黑暗。 正当我打算用绝望
来面对一切时， 是孟妈妈走进了我的
生活，给我的生活重新注入了希望，给
我带去家的温暖，让我学会了关爱、感
恩，还有责任，是你们教导我，只要改
过自新，未来总是美好的。”

一颗赤诚之心

孟繁英深深感到：只要把每个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 多一份关怀和鼓励，
孩子的心扉就能打开，更多的家庭就能
温暖，社会就能凝聚更多正能量。

小新，本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孩子。5年
前因年少无知犯下重罪，背负8年刑期。

在2011年的文艺汇演中， 小新唱
出了自己写的歌《妈妈我想你》。很多
观众感动落泪， 孟繁英正是其中的一
个， 从此开始与小新长达3年的通信、
交心鼓励，凭着一颗至诚之心，感化了
小新。

在小新3年后写给孟妈妈的一封信
中说道：“孟妈妈，请原谅我，曾几何时，
我对您有过一阵疑虑。对于我们这样的
‘另类’群体来说，当我们触犯法律的那
一刻，我们就被贴上了‘标签’，除了自
己的亲人朋友，还有谁会来关心一些被
唾弃的人？这3年里，我真真切切地看到
了您做的这些事情。当您知道我自己写
了歌以后，更是激动，您希望为我宣传。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不是金石，却真
真被您的精诚感动……”

小新将他创作的两首歌《爸爸，我
爱你》、《妈妈，我想你》交给孟妈妈，希
望通过她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心声。

这样的故事，无数次在孟繁英身边
上演。“孟妈妈青护园”成立5年来，文花
枝、洪战辉、任菲莉、李丽等近2000位社
会爱心人士成为“青护园”的爱心园丁，
通过上门走访等帮扶特殊群体青少年
近2000人，帮助220名失足青少年回归
社会、升学、就业。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周红泉

农民父子为实现
“油菜梦”坚持科研36年
失败上千次，负债28万，都没有让他们放弃追梦

感动湖南十大人物·孟繁英

爱心妈妈：用爱温暖
叛逆失足青少年
5年帮助220名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

十年斥资逾千万
奖励偏远乡村教师
助教、助困、抗灾救灾，10年累计投入上亿

让每位癌症患者
活得有尊严
救助两千癌症患者，为近千人免单

为梦想而生，为坚持而奔，为善爱而呼
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央电视台、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三湘华声全媒体承办的“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人物”评选活动落下帷幕。
从2013年12月25日至今，本报记者兵分几路再访11位感动湖南人物，他们依旧奔忙在各自的感动征途上。面对荣誉，他们没有气壮山河的宣誓，没有排山倒海的

褒扬，没有光鲜浮华的虚荣。而有的，是近在眼前的项目规划，是紧迫在即的手术方案，是巴望受助的贫困学子。科研、公益、教育，在他们看来，都是没有终点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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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湖南十大人物·高云安

感动湖南特别贡献奖·陈历宏

他们是地道的农民，却有培育出高产优质超级杂交油菜品种的梦想。
没有专业知识，他们买书彻夜研读；没有专业分析仪器，他们凭肉眼观察，靠实

验日志总结规律；缺乏科研资金，他们四处借钱，为此负债28万元；父亲留下“油菜
梦”去世，儿子继续执着坚守。

他们是常德市临澧县杨桥村的沈克泉、沈昌健父子，这条艰难的科研路，他们
已走了36年，而今，研究成果已初现曙光。

她为语言不通的孩子请来翻译，又辗转数百公里接来父母，只为温暖孩子冰
冷绝望的心。她一次次奔走高墙内，和孩子们谈心、写信，用精诚之心引导他们向
上、向善。她组建“青护园”，为孩子培训、学习新技能日夜操劳，只为他们能重回生
活正轨。

她所面对的，都是原本陌生的孩子。13年来，她把他们一个个当成自己的孩子。
这，是一个高贵母亲的无私大爱。

2013年12月25日，“感动湖南” 特别贡献奖的获得者
陈历宏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4条干鱼。 干鱼是一位已
故3个月的癌症患者的家属送来的， 这位患者在医院接受
救治的5个月里，不仅获得了10万元医疗费用减免，在临终
前还享受了与普通患者同样的服务和关怀。

“让每位癌症患者活得有尊严”，是陈历宏这位“湖湘
抗癌第一人”的公益追求。

【人物回访】

7年，能够抵达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中华慈善奖，这是“运达乡村教师

奖”一路走来的风景。2010年，运达集团董事长高云安在中南海紫光阁受到
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亲切接见和颁奖。

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民间公益大奖，湖南运达集团十年
斥资逾千万奖掖坚守在偏远乡村的教师。

帮助他人，他人回报社会

高云安，一位商界的标杆。却很
少有人知道，30年前，他曾是一名乡
村教师， 切身感受过农村教育的贫
瘠， 农村教师的贫乏和农村孩子的
贫困。走出乡村，高云安的事业在长
沙叱咤风云， 但他念念不忘的还是
乡村的教师、孩子。

“运达乡村教师奖”设立之初，
有人曾对给予每位获奖者5万元奖
金的额度提出过异议。但高云安说，
如果你真正了解了那些最贫困的乡
村教师， 你就会发现奖励他们再多
也不为过。2008年、2009年， 直到
2013年，每年12月的定评会，都让
评委们泪眼湿襟。 高云安以超群的
经营管理能力成就了一个优秀的企
业， 更以他博大而持之以恒的爱心
成就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

第六届“运达乡村教师奖”的
获奖者澧县青龙窖小学教师王永
刚，患上了慢性白血病，家境贫寒，
年近七旬的老母亲还偷偷地捡破
烂为儿子凑药费。 高云安得知后，
悄悄安排专人联系湘雅医院，为王
老师寻找骨髓配型、安排入院及生
活起居并负责全部医疗费用。如
今，王老师已正式入院，并即将进
行骨髓移植手术。还有白血病患者
娄底姑娘方娟、澧县小女孩高典炜
也都在高云安的资助下顺利完成
了骨髓移植手术。

2008年，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
镇中心小学教师兰朝红获得了第二
届“运达乡村教师奖”。让高云安没

有想到的是，兰朝红却将奖金的一半
捐给了希望工程，一半捐给了自己任
教过的清溪小学和金水小学。

如同一粒石子，“运达乡村教师
奖”一经投掷，便在慈善的湖泊里激
荡起一泓又一泓的波浪。

社会责任是企业家的成人礼

如果说“运达乡村教师奖”的设
立，是高云安的一种情结，那么将慈
善的触角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则体现
着他“达善天下”的担当。

高云安把责任的理念植根于企业
文化中，并以辐射状传播开去。他总
是用行为在引导着他的企业和员工。

不管是汶川、玉树、雅安地震，还
是办学修路，高云安的公益步伐始终
坚定。规模常变但助困未变，实力常
变但行善不变。有运达，便有了运达
助困金、运达奖学金，便有了运达乡
村教师奖……

10多年来，运达集团为资助教育、
助贫助困、抗灾救灾等公益事业已累计
投入上亿元。除了“运达乡村教师奖”耗
资1500多万元以外，他们还投入100万
元为平江县设立“运达平江乡村优秀教
师奖励基金”； 向常德市慈善总会定向
捐款1000万元修建敬老院； 累计出资
100多万元救治白血病人；为修建澧县
翊武学校捐资2000万元；为社会助学、
助困、助孤、助残、修路、修桥等先后捐
资逾2000万元……这份账单， 许多运
达人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被运达奖励和
资助过的人们， 终将永远铭记这份爱。

（下转T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