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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马晓虎先后到华西医
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
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进修学
习，不断学习国内外心血管领域新进
展、新动向，结合所学把较先进诊疗理
念应用于临床，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带头开展新业务新技术，并能把国内
先进的医疗技术、治疗理念结合本院
实际应用到临床治疗中，在同行中获
得较高评价。

他先后参加英国牛津大学与中国
协和医科大学研究项目 1项、主持开展
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石嘴山
市科研项目 2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余篇。

马晓虎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
养，在教学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做到理论讲解与临床实例相结合，他
的课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深受学生喜
爱。他所带领的团队，人才济济，多次
荣获院内先进科室，他个人也连续多
年获得优秀个人、优秀带教老师称号。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勇挑重
担乐于奉献——这是马晓虎在事业上
的真实写照，今年他荣获自治区五一
劳动奖章。“汲取新知识、新观点，用所
学知识服务于患者，把最新、最成熟技
术服务于患者，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提高生存质量，挽救病人的生命。”
马晓虎说，这些平常的工作不过是践
行了每一位医生都遵循的《希波克拉
底誓言》，未来将一如既往秉承，尽己
所能服务好每一名患者，为建设和谐
社会作出贡献。

这些年，在赵建浦的精心照料下，他种下的树木在赵卷槽村
扎下了根，绿色渐渐覆盖了这里的荒山荒坡。赵建浦也意识到，
果树在改善乡村面貌、对当地生态建设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还
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文冠果是一种特有的木本油料作物，它的花朵、果仁具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文冠果盛花期时，它的叶儿和芽都可以做茶叶，浑
身都是宝。”赵建浦说，每年 5月，他就联系相关部门，组织村民来
采摘文冠果芽茶，还会组织商贩来现场收购。“村民自行采摘，可以
现场卖给商贩，也可以带回去自行处理，采摘期大概持续半个月。”

在赵建浦的林区“安家落户”的柠条树，也给周边村民带来
了不少收益。赵建浦告诉记者，每年 7月，他会组织村民来采摘
柠条树结出的种子，将其带回家自行售卖。不少周边地区的村民
也慕名前来采摘文冠果芽茶、柠条树结出的种子，为自己赚得一
笔收入。赵建浦每次也是热情接待。

一年年的时光，把赵建浦的身体折弯成与大地同行的身影，
但他的身影又如同东部旱塬上的文冠果树，坚韧、耐旱、顽强而又
永不服输。他说：“看到家乡生态一年比一年好、群山一年比一年
绿、沙尘一年比一年少，心里就热乎乎的。”

万亩林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

种下万亩林 为大地披绿
——记同心县政协委员

张家塬乡赵卷槽护林点护林员赵建浦
本报记者 单 瑞 文/图

5 月份，走进同心县张家塬乡赵卷槽村的人工林区，郁郁葱
葱的文冠果树林长势喜人满树繁花。在这里，60 岁的同心县政
协委员、张家塬乡赵卷槽护林点护林员赵建浦用 10 年时间绿化
造林上万亩，将昔日荒芜的大山变成苍翠的青山。近年来，赵建
浦先后获得吴忠市五一劳动奖章、自治区劳动模范等荣誉，并入
选2023 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

“我从小在山脚下长大，出门就是大山，对这方山特别有感
情，有责任为保护绿水青山尽一份力。”看着这片无比熟悉的人
工林区，赵建浦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10 年前刚到这里工作时
的场景也浮现在眼前……

义无反顾走进大山种下万亩林

赵建浦的家乡赵卷槽村，位于我区中部干旱带的最东边。这
里地理条件差，山高大沟深，全年极度干旱少雨。“全村没有像样
的道路，一年四季几乎不下雨，村民吃水极其困难，要拉着驴驮上
两个大水桶，去隔壁村挑水。有的村民为了存水，就挖个水坑。”
回忆起曾经荒山秃岭的家乡，赵建浦不禁叹了口气。

由于生存条件恶劣，1986年，赵建浦全家搬迁至中宁县大战
场镇。搬迁后，赵建浦外出打工，并成立了一支工程队修公路、盖
大楼。赵建浦打工期间，赵卷槽村完成整体搬迁，政府开始对赵
卷槽村大力开展生态修复。尽管环境有所改善，但全村的生态依
然十分脆弱。“每逢清明节，我们全家都会回赵卷槽村祭祖，村里
已经种植了柳树、桃树等，但是由于无人打理，那里又常年干旱，
很多树木都枯萎了。”看到枯萎的树木，以及依然脆弱的生态环
境，赵建浦心疼不已，也让他萌发了种树的念头。

怀着“想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水青山”的心愿，2014年，
赵建浦带着打工时的积蓄回到赵卷槽村。他承包了 5000余亩的
耕地，经过考察决定种植文冠果，并招募了 10余名工人。自此，
每天早上 6点钟，赵建浦和工人们准时起床，扛着树苗，拿起铁
锹，带点干粮就出门植树。遗憾的是，由于经验不足，他第一年种
下的 2万多棵文冠果，只活了 5000多棵。

“第一次种树失败后，我总结发现，种树不能蛮干，要讲技术。”
面对失败，赵建浦没有气馁，他找到果树种植培育专家，学习文冠果
培育种植技术。随后，他转变种植思路，从2014年至今，赵建浦不仅
成功种植 5000亩文冠果林，还在山沟里种满了榆树、杏树、柠条树，
占地 7000余亩。记者了解到，在同心县发展文冠果产业中，赵建
浦是唯一自掏腰包、未享受国家补助的种树农民。

种树难，护树更难。2018年，赵卷槽村护林点在赵建浦的文
冠果林区设立，赵建浦便又多了一个身份——赵卷槽村护林点护
林员。“树栽活了，管护最关键。”赵建浦说，成为护林员后，这些年
在保证树木成活的前提下，他把精力放在了林区管护上。

护林是每天要做的事情。作为护林员，赵建浦始终牢记自己
的责任。每天，他都会在包里塞上干粮和水，沿着沟壑纵横的山
路徒步巡林。每到一处，他都要停下来看看树木长势情况，有没
有病虫害，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留下垃圾。在巡护时，赵建浦还
常遇到有人赶着羊群偷牧，他都会立即上前阻拦，耐心宣传保护
森林草原的法律知识。

赵卷槽村护林点管护面积大、山大沟深，护林防火工作非常
艰巨，尤其秋冬季节是火灾多发期和防火关键期。这时，赵建浦
会格外注意携带火种进入林区的可疑人员，以及有没有人留下火
源的痕迹。如果遇到携带火种进入林区的人员，赵建浦会耐心细
致地宣传森林防火等相关林业法律法规知识。

自从事管护工作以来，赵建浦周而复始地坚持翻山越岭开展
巡林防火，为这片林区奉献着自己的日日夜夜、春夏秋冬。他的
手机每天记录步数在 2万步以上，一年穿坏几双胶鞋，脚被扎破
的次数更是数不清。“我对这片林子有感情。”赵建浦笑着说。

甘当护林员 只为守护“绿色血脉”

在文冠果树前，赵建浦（左一）向客人介绍文冠果花的
功效。

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誓言
——访石嘴山市政协委员 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马晓虎

本报记者 毕 竞 文/图

马晓虎，石嘴山市政协委员，现任石嘴山市第二人
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他是石嘴山市心血管内科专业学
科带头人，石嘴山市“351 人才”工程专业拔尖人才，获得
石嘴山市建市 60 周年感动先进个人，享受石嘴山市政府
特殊津贴。从业三十余年，马晓虎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和
钻研，从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逐步成长为银北地区心
血管介入高技能人才。

在专业领域，马晓虎擅长冠
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
竭等疾病的临床诊治，在心血管
疾 病 诊 治 方 面 成 绩 突 出 。 近 年
来，他完成心血管疾病介入手术
6000 余例，每年带领科室人员成
功 救 治 疑 难、危 重 病 人 500 余 人
次。他服务态度好，服务质量高，
能够想病患所想，急病患所急，处
处为病人着想，坚持以病人为中
心，对待病人无论贫富贵贱，总是
一视同仁。

2010 年 3 月，马晓虎从平罗县
调到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刚上
班不久的一天晚上，急诊送来一名
70多岁老人，经诊断发现是“下壁心
梗”患者。“当时这名病患心率特别
慢，血压也很低。那时候我们没有
更多的治疗手段，为患者手术植入
了一个临时起搏器，很快他的心率
就上来了，但是病情一直不稳定，没
想到，晚上起搏器脱落后，再次出现
心率减慢。”马晓虎回忆起 14 年前
的那个晚上仍记忆犹新，他整晚守

在患者床边，直到将临时起搏器重
新置入。“看到他病情平稳了，我长
出一口气。”马晓虎说，那时候治疗
手段较为单一，他内心一直在寻求
更先进的前沿技术，希望能帮助更
多的人。

马晓虎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
严冬酷夏，无论是凌晨深夜，还是
周末假期，只要病人需要，他都随
叫随到，毫无怨言，他坚持服务好
每一名患者，并从病例中获取更多
的医学经验。

2011 年，马晓虎前往北京安贞
医院学习冠脉介入手术。回到医院
后，在他的带领下，该院成立了心脏
介入中心，在银北地区率先开展冠
心病介入治疗，填补了该地区冠心
病介入治疗的空白，使石嘴山市心
血管疾病诊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完成了本地区多项首例新技术新业
务，在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水平上
有了大幅提升。

“我进修回来后，有一天晚上送
来一名大面积心梗的病人，病情特别
严重，按以往的经验，他随时可能出
现心脏骤停死亡。”马晓虎回忆说，

“当时我们介入诊疗团队在上级医院
医生指导下，在病患入院一个小时之
内，对他进行血管造影，成功将血管

打通。首例介入手术成功的消息传
出后轰动了整个医院，我感到非常自
豪，病人家属也非常开心。”

从此，马晓虎感到肩上的责任
重大。“自从开展介入手术以后，团
队基本上每天都要面对有治疗需
求的患者，虽然非常辛苦，但也非
常有成就感。我和团队就是从那
时开始，对这项技术逐渐成熟，到
现在特别熟练。挽救了很多危重
心脏病患者。”

在马晓虎和团队的技术支撑
下，2012 年该院成立远程会诊中
心，开始与国内顶尖医院专家进行
学术交流；2016 年成立石嘴山市首
家冠心病监护病房，进一步提高了
心血管疾病诊治能力；2017 年在石

嘴山市成功开展了三腔起搏器植
入术；2019 年医院胸痛中心通过了
国家认证；2021 年成功对心房颤动
患者进行冷冻球囊消融术，该手术
目前处于自治区领先；2022 年成立
石嘴山市心脑血管中心；2023 年成
功实施一台“零”造影剂冠脉支架
植入术，推动医院心血管疾病介入
技术迈上新台阶。近年来，马晓
虎和他的医疗团队先后开展“高
速冠状动脉内膜旋磨术”“房颤射
频 消 融 术 ”“CRTD”等 多 项 新 业
务、新技术，成功挽救了大量急危
重症患者，大大降低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的死亡率、致残率，为石嘴
山市医疗卫生健康水平的提升作
出积极贡献。

恪守医德 技术精湛

爱岗敬业 忠于职守 科研教学 硕果累累

马晓虎（左二）查房时询问患者病情。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
梁建华说，音乐是他一生所钟爱的
事业，他是腾讯音乐独家签约音乐
人。多年来，他行走于中卫大地，
体验生活，用心、用情、用音乐讴
歌家乡。

2021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创作歌曲《一生相随》在民
盟中央微信平台展播。同年创作
歌曲《我们》被中卫市委宣传部拍
摄成抗疫歌曲 MV。创作的歌曲
《我们是黄河的儿女》《中卫中卫》
《星星之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歌》等被人民群众广泛传唱。歌曲
《感谢有你》荣获中央音乐学院“央
音在线”歌曲征集比赛铜奖。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梁建华始
终牢记初心使命，关注社会经济发
展和民生事业，积极参加各种考察、
调研，认真履行委员职责，踊跃建言
献策。

担任民盟沙坡头区副主委，热
心盟务工作，团结和带领盟员积极
创建活力支部，民盟义务教育联合
支部获民盟中央 2020年“先进基层
支部”荣誉称号。2022年他个人被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授予“宣
传工作优秀个人”称号。

在新的征程上，梁建华始终保
持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的初心，以教育为本、音乐为魂，
为家乡高质量发展奉献自己的智慧
和力量。

躬耕教育三十载 德艺双修桑梓情
——记中卫市、沙坡头区两级政协委员 中卫市第五中学音乐教师梁建华

本报记者 孙振星 文/图

梁建华，中卫市、沙坡头区两级政协委员，民盟沙坡头区副主委，
中卫市第五中学音乐教师。中卫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宁夏音乐家协会
主席团委员。

梁建华是土生土长的中卫人，1969 年出生于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
镇关桥村。他自幼喜欢音乐，中学时期参加学校管乐队，1988 年考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军乐队，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原宁夏银川
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系（现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学习。

1992 年大学毕业后，梁建华被分
配到中卫柔远中学执教，从此一头扎进
教学一线，践行“立德树人、教书育人”
神圣使命，30 年如一日，用音乐唤起
乡村学生的理想，用音乐陶冶少年儿童
的情怀。

梁建华告诉记者，他喜欢钻研先
进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在中卫，他
是最早制作教学课件带着笔记本电脑
上课的老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
下，他主动担任中学音乐特长生辅导
与学生管乐队训练，他是中卫市第一
个农村中学学生管乐队的组建者，辅
导的学生乐队多次获得中卫市铜管乐
大赛一二三等奖，辅导的学生合唱队
多次获得中卫市中小学生合唱比赛一
二三等奖。他格外关注热爱音乐的学
生成长，利用业余时间无偿为特长生
辅导，30 多年来先后使上百名音乐特
长生考上大学。

梁建华认真总结教学经验，探索
教学方法，先后发表《成功的音乐欣赏
课》《农村中学管乐队的辅导与训练》等
多篇论文。2009年调入中卫市第五中
学任教，因教学成绩突出，先后 4次年

度考核为市级优秀；2019 年被中卫市
教育工委、市教育局评为优秀教育工作
者；在 2019年全国“一师一名课，一课
一名师”评比中获得部级优课。

生于斯，长于斯。梁建华从内心
深处感念家乡父老的培养，这是他多年
来坚持社会公益活动的动力。2009年
参加了中卫市无偿献血志愿者爱心艺
术团，后被聘任为中卫市无偿献血协会
副会长，是无偿献血志愿者爱心艺术团
主要组织者、参与者。

“中卫市无偿献血志愿者爱心艺
术团，多年来定期到社区、企业、学校、
部队、敬老院等进行公益演出，开展文
化惠民服务活动，宣传无偿献血、社会
互助、爱心公益和创建和谐文明社区、
倡导良好家风等内容。”梁建华说。

新冠疫情期间，他积极参加志愿
服务，在值守帐篷里坚守了 47天。志
愿服务期间他被抗疫一线的医生、护
士、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群众的抗疫
精神深深感动，创作了抗疫公益歌曲
《感谢有你》《英雄无名》等，歌曲在学
习强国App等多家网络、电视平台推送
展播。

教书育人 用爱培育莘莘学子

音乐创作 用情讴歌塞上江南

梁建华给学生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