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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励志故事读励志故事
展巾帼风采展巾帼风采

人们经常把救死扶伤的医护
人员称作白衣天使，在疫情防控
等特殊战役中又将他们称作白衣
战士，这样的称谓，名副其实。今
天，记者带您走进市中心医院
CRRT重症血液净化中心负责人
顾科维的医路人生，聆听她的故
事和心声。

1991年，从辽源卫校毕业的
顾科维进入市中心医院，成为一
名白衣天使。从此，开启了她的
医护生涯。儿科、老干部科、血液
透析中心……无论在哪个科室，
顾科维都是护士中最受患者及家
属认可的人。

2000年，医院成立了肾病中
心。顾科维作为业务骨干被调到
肾病中心工作。在这里，她以普
通护士的身份一干就是18年。

2018年，作为肾病中心的业
务骨干，顾科维被医院选派到北
京医院进修血透治疗技术。起
初，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认为她和
多数进修人员一样，两三个月走
个形式就回去了。顾科维心想：

“不就是怕我跟不上节奏拖后腿
吗？我偏要用事实证明给你们看
看辽源进修生的学习能力……”
此后，她每天最早一个上班，最晚
一个下班，日平均工作 10小时以
上。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她抢着
干，别人没做完的工作，她下班后
继续做完。同时，她虚心向身边
的每一位医护人员学习。两个月

后，她被正式排班独立上岗了，而
且还有相应的补助。两个月的时
间，顾科维用努力和实力赢得了
北京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全体医护
人员的认可。那段时间，47岁的
她体重轻了30斤。

顾科维在北京医院进修半
年期满后，因为突出的表现和良
好的进修成绩，又被推荐到中国
西部疑难危急重症诊疗国家级
中心——华西医院进修。两个
月后，顾科维考取了国家级
CRRT证书。

顾科维在进修结束回到市中
心医院后，即被派往 ICU重症血
液净化中心开展 CRRT 重症血
液净化救治工作。

2019年 5月，市中心医院单
独成立了 CRRT 重症血液净化
中心。顾科维作为负责人，与另
外 15名护士组成了一支“能打硬
仗”的团队。

同年10月，一位81岁的老人
被家人从长春吉大一院转至辽源
市中心医院。当时，老人因急性
肾衰竭生命垂危。顾科维带领团
队 先 后 为 老 人 进 行 了 13 次
CRRT 血液净化治疗。1 个月
后，老人转危为安，出院回家休养
了。老人至今仍健在，儿女们也
和顾科维成了亲人、朋友，经常相
互问候，偶尔还会发几段老人唱
歌、说笑的视频。顾科维叫老人

“田妈妈”，老人和儿女们与院里

其他同事一样叫她“顾总”。大家
都说顾科维有能力、有毅力，而且
雷厉风行、胆大心细、认真负责、
有大局意识，“顾总”因此而得名。

顾科维负责的科室成立时间
短，但接收的却全是在生死一线
的重症患者。而对医护人员来
说，扎实的业务功底、强大的心理
素质、良好的身体素质缺一不可。

51 岁的顾科维将全部精力
都放在了工作上。每天凌晨 5
点离家上班，晚上下班时间要视
患者病情而定，最长时间更是连
续 6天 6夜没回家。小区物业人
员及一些邻居甚至以为她搬走
了。

2021年，顾科维又到北京佑
安医院进行“人工肝治疗”理论和
临床学习。学习归来不久，就为
一名普外科术后脓毒血症、多脏
衰、伴多外伤骨折、深度昏迷的患
者运用“人工肝治疗”的方法进行
了持续 168 小时的 DPMAS 治
疗。最后，患者肝衰得到了很好
的缓解，三个月后康复出院。这
个案例的成功填补了辽源地区

“人工肝治疗”的空白，标志着辽
源地区救治水平的提高。

31年的医护工作，31年“零”
差错、“零”投诉。顾科维是同事
们的良师益友、是患者及家属们
的“顾总”。

顾科维，就是白衣战士的真
实模样。

心无旁骛钻学术
——记辽源市中心医院CRRT重症血液净化中心 顾科维

今年今年 5454 岁的张立新是个阳岁的张立新是个阳
光光、、自信自信、、开朗开朗、、大方的女商人大方的女商人，，大大
家都叫她家都叫她““张姐张姐”。”。张立新是一个张立新是一个
有腿疾的肢残人士有腿疾的肢残人士。。虽然从小就虽然从小就
靠双拐和轮椅走路靠双拐和轮椅走路，，但张立新却但张立新却
始终保持着阳光自信的笑容始终保持着阳光自信的笑容，，也也
正因如此正因如此，，使她收获了属于自己使她收获了属于自己
的爱情的爱情、、婚姻和事业婚姻和事业。。

19681968年年，，张立新出生在一个张立新出生在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已经有一个儿子已经有一个儿子
的父母迎来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的父母迎来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
儿儿，，喜出望外喜出望外。。19691969 年年，，张立新张立新
1616个月大时个月大时，，被脊髓灰质炎被脊髓灰质炎（（俗俗
称称““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病毒所感染病毒所感染，，
导致下肢瘫痪导致下肢瘫痪。。虽然从小走路要虽然从小走路要
拄双拐拄双拐，，但张立新从没觉得自己但张立新从没觉得自己
其他方面和别的孩子有任何不其他方面和别的孩子有任何不
同同。。反之反之，，别人想不到的别人想不到的、、做不做不
到的到的，，她都能想到她都能想到、、做到做到。。母亲母亲
经常骄傲地说经常骄傲地说：“：“我女儿智勇双我女儿智勇双
全全，，我对女儿有信心我对女儿有信心。”。”也许也许，，是是
她从小的坚强和勇敢给了母亲信她从小的坚强和勇敢给了母亲信
心心，，也许也许，，是母亲的认可和夸奖是母亲的认可和夸奖
给了她自信……给了她自信……

初中时期的张立新因为腿疾初中时期的张立新因为腿疾
不便而辍学不便而辍学。。虽然辍学在家虽然辍学在家，，但但
并不影响她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并不影响她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
求知的渴望求知的渴望。。收音机收音机、、电视机电视机、、故故
事书事书，，同学同学、、朋友……她的生活依朋友……她的生活依
然多彩然多彩。。

19901990年年，，2222岁的张立新觉得岁的张立新觉得

自己已长大成人自己已长大成人，，不想再依靠家不想再依靠家
里里。。父母身边有哥哥和弟弟陪父母身边有哥哥和弟弟陪
伴伴，，她想过完全独立的生活她想过完全独立的生活。。于于
是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张立新拿张立新拿
着父母给的着父母给的 200200元钱租了一间元钱租了一间 2020
平方米的小平房平方米的小平房。。既然完全独立既然完全独立
生活生活，，经济上也应该独立经济上也应该独立。。于是于是，，
张立新开始尝试着做小买卖张立新开始尝试着做小买卖，，卖卖
手炒瓜子手炒瓜子、、开食杂店和小吃店开食杂店和小吃店、、创创
办书屋办书屋、、做盒饭……能想到的做盒饭……能想到的、、能能
赚钱的赚钱的，，她都尝试了一遍她都尝试了一遍。。

这期间这期间，，张立新结识了很多张立新结识了很多
朋友朋友。。其中其中，，就包括她现在的丈就包括她现在的丈
夫夫。。当时当时，，丈夫对她一见钟情丈夫对她一见钟情，，又又
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小伙子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小伙子。。通过通过
几次接触几次接触，，张立新下决心张立新下决心：：这辈这辈
子子，，就他了就他了！！虽然两人互定了终虽然两人互定了终
身身，，但婆家人却不看好这对真爱但婆家人却不看好这对真爱
夫妻夫妻。。婆家经济条件一般婆家经济条件一般，，而张而张
立新因腿疾行动不便立新因腿疾行动不便，，所以所以，，婆家婆家
担心婚后的家庭重担会压在儿子担心婚后的家庭重担会压在儿子
一个人身上一个人身上。。然而然而，，婚后的婚后的 2626年年
里里，，性格要强的张立新承担了家性格要强的张立新承担了家
里的很多事里的很多事。。照顾丈夫和儿子的照顾丈夫和儿子的
生活起居生活起居，，洗衣洗衣、、做饭样样不差做饭样样不差，，
而且还生了健康的儿子而且还生了健康的儿子。。同时同时，，
她和丈夫一起做生意她和丈夫一起做生意，，经营自行经营自行
车配件批发车配件批发，，她在店里销售她在店里销售，，丈夫丈夫
负责组装和调试负责组装和调试；；经营摩托车销经营摩托车销
售售，，她在店里负责售前她在店里负责售前，，丈夫负责丈夫负责
售后售后；；经营品牌家具经营品牌家具，，她在店里销她在店里销

售售，，同时每年两次广东进货同时每年两次广东进货，，丈夫丈夫
负责接货负责接货、、送货及售后维护送货及售后维护。。在在
每个领域每个领域，，夫妻俩都经营得风生夫妻俩都经营得风生
水起水起。。

张立新会赚钱也会享受生张立新会赚钱也会享受生
活活。。她喜欢和丈夫在家小酌她喜欢和丈夫在家小酌，，享享
受二人世界受二人世界，，也喜欢给儿子做爱也喜欢给儿子做爱
吃的拿手菜吃的拿手菜。。她经常参加公益活她经常参加公益活
动动，，也常和三五好友小聚畅谈人也常和三五好友小聚畅谈人
生生。。

近年来近年来，，张立新发现身边很张立新发现身边很
多朋友都经历着情感及婚姻困多朋友都经历着情感及婚姻困
惑惑，，还有一些三四十岁依旧单身还有一些三四十岁依旧单身
的大龄青年的大龄青年。。她看在眼里她看在眼里、、急在急在
心上心上，，同时也想让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想让自己的生活

““慢慢””下来下来。。于是于是，，张立新将家具张立新将家具
经营全权交给丈夫经营全权交给丈夫，，儿子已经儿子已经 2525
岁无需再操心岁无需再操心，，她想多做些公益她想多做些公益
事业事业。。于是于是，，20192019年年 77月月，，她专门她专门
买下一间门面房买下一间门面房，，开了开了““沐阳红娘沐阳红娘
情感驿站情感驿站”，”，为单身人士提供婚介为单身人士提供婚介
服务服务，，为有感情纠纷问题的人提为有感情纠纷问题的人提
供情感咨询供情感咨询。。

采访过程中采访过程中，，张立新一直表张立新一直表
示示，，自己没有什么事迹可以报道自己没有什么事迹可以报道，，
几十年来自己做的都是为了家庭几十年来自己做的都是为了家庭
和生活和生活，，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迹迹，，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但记者却认为但记者却认为，，
这样一个自立自强这样一个自立自强、、上得厅堂又下上得厅堂又下
得厨房得厨房、、家里家外家里家外““一把手一把手””的超能的超能
女人女人，，怎能不叫人心生敬佩呢怎能不叫人心生敬佩呢？？

阳光勇敢不言败
——记沐阳红娘情感驿站肢残人士 张立新

于红，50岁，东丰县横道河镇
三好村人，县级品牌生态肥代理
商、东丰县金谷种植专业合作社法
人。听了这样的介绍，多数人都会
认为这是农家女中的成功者、幸运
儿。但在于红 33岁之前，生活却
和她接连开了几个“玩笑”，让她尝
尽了人生的苦。多年来，她化压力
为动力，凭借自己的干劲儿和闯劲
儿，为自己和家人闯出了一片天。

1995年，23岁的于红在父母
包办下和第一任丈夫结婚。2001
年，因夫妻感情不和，经过深思熟
虑后，于红与第一任丈夫协议离
婚。婚后，女儿归她抚养。那一
年，于红29岁，女儿5岁。

2004 年，于红遇到了现任丈
夫。虽然丈夫家的经济条件也不
是很好，但为人忠厚、性格温顺。
2008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有
了稳定的家庭，还有两个女儿和双
方父母，一家人的生活都要于红和
丈夫来承担。所以，于红决定自己
创业。

2009 年，于红开始做农资销
售。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一直

“不安分”的她总想着创新，觉得再
也不能像老一辈人那样按照老方
法种地了，只有相信科学，传统的
种植业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于
是，于红开始尝试新路子，按照有
机水稻的种植标准探索出适合本

地水稻种植的发展模式，又在当地
率先尝试价格很高的新型杀虫
灯。在于红看来，土壤污染减轻
了，水稻品质提升了，带来的综合
收益一定可观。从春季插秧到秋
季收割，每个细小的环节她都严格
把关，用汗水滴灌每一株水稻幼
苗。几年来的付出没有白费，渐渐
地，于红和她所在的三好村在辽源
地区声名远扬。村里给予她很多
支持，镇政府也将她作为典型在全
镇宣传。

2012年 12月，于红注册成立
了东丰县金谷种植专业合作社，创
建了“康熙鹿苑富硒富锌高钙功能
大米”品牌。

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是基
础。合作社由最初的 67户发展到
今天的 187户，带动农民每亩增收
800至 1000元。合作社自主创新
品牌，采用独特的管理模式，为全
村人作示范引领，走出一条新型农
业之路。

匠心独裁，尊重自然。于红带
领合作社采用稻田养鸭、养蟹及人
工除草的种植方式，真正做到有机
生态种植。清澈无污染的辉发河
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资源，田间施
用由发酵鹿粪、草木灰和腐殖酸生
物有机肥（菌剂）混合的生态肥料，
用太阳能生物诱杀灯捕杀害虫，做
到不用农药和化肥的一季寒地水

稻种植。千亩稻田在多个视线宽
阔处安装摄像头，人工插秧、人工
除草、人工脱粒以及蟹、鸭、稻共作
等种植全过程，均可通过 24小时
实时监控，实现手机同步观看和监
督。

于红的创业初衷就是“践行农
产品安全，以粮安天下为己任，为
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如今，生
意做得风生水起，自己家富了，乡
亲们的生活也好了。于红最大的
心愿就是尽自己所能奉献爱心、回
馈社会。除了日常扶弱济困之外，
于红每年都会在线上线下爱心平
台捐款数千元钱。

多年来，于红和她的合作社多
次获得荣誉。2018年 9月接受中
央电视台 CCTV7 农业栏目组和
农资导报的采访报道；2018年 12
月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命名
为“中国小产区认定与保护试验示
范基地”；2019年 6月被中国合作
贸易企业协会授予“优秀农产品重
点培育品牌”；2019年 12月，在第
四届中国农业（博鳌）论坛获得“上
榜品牌”；2020年11月被中国农业
技术推广协会授予“中国富硒好
米”；2020年 12月，在第一届国际
米食味品鉴大会中国赛区获得优
胜奖；2021年 11月被吉林省市场
监督管理厅命名为“吉林省放心消
费示范企业”。

示范引领走新路
——记东丰县横道河镇三好村金谷种植专业合作社 于红

男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金钱，
而是有一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女人
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容颜，而在于内
外兼修的品行。贤良淑德的女人到
底是什么样子？怎么做才算是贤良
淑德？63岁的刘美荣，做到了！

1959 年，刘美荣出生在我市
一个普通家庭，有兄弟姐妹七个，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身下一弟一
妹，她排行老五。母亲去世早，父
亲要外出工作养家，十几岁的刘美
荣就和二姐承担起了照顾全家的
担子。

1983年，24岁的刘美荣经人
介绍认识了丈夫徐连才。两人年
龄相仿、家境相似，几个月之后便
结婚了。婚后，刘美荣的担子更重
了，要照顾年轻守寡的婆婆，还要
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心里还挂念
着自己的父亲。虽然夫妻俩经济
拮据，但刘美荣的脸上总是挂着温
暖的笑容，孝敬婆婆，细心照顾丈
夫。

1985 年，刘美荣怀孕了。她
依然洗衣、做饭、上班。馋肉了，以
豆制品代替；想吃水果了，吃一根
黄瓜；偶尔家里改善一次伙食，她
也是将好东西留给婆婆和丈夫吃，
自己尽量不吃。生孩子、坐月子是
女人的关键时期，可刘美荣在月子
里也不忍心让婆婆伺候她，洗洗涮
涮的活还是自己抢着干。

1991 年，刘美荣和丈夫徐连
才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却双双下
了岗，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

加霜。但他们不等不靠不抱怨，用
借来的 2000 元钱进购了一批玻
璃，在家具市场街边摆摊贩卖。夏
天晒得皮肤过敏，冬天冻得手脚生
疮。但刘美荣每天都陪着丈夫一
起卖玻璃，而且还经常鼓励丈夫：

“老徐，虽然咱们没有店面，但咱家
的玻璃质量好，咱们做买卖又讲诚
信，放心吧，咱们会好起来的！”这
样的日子，一过就是5年。

1996 年，夫妻俩的生意刚见
起色，在家具市场也有了自己的店
面，儿子正在上小学，但刚过 60岁
的婆婆查出了癌症，这对夫妻俩来
说犹如晴天霹雳。婆婆得有人照
顾、店铺得有人经营、儿子也得有
人看管……自婆婆确诊到临终的
两年时间里，刘美荣一直精心照顾
婆婆。老人曾说：“能有这么好的
儿媳是我们全家的福气，我知足
了！这些年，这个家多亏了美荣！”

1998 年，夫妻俩有了一些积
蓄，已是衣食无忧。但丈夫徐连才
不甘于现状，想走出去学习更好的
经营理念和成熟的产业链条，把事
业做大。于是，家里的一切就交给
了刘美荣，徐连才开始到全国各地
考察学习。

丈夫在外地开拓市场，妻子在
辽源坚守阵地。夫唱妇随，比翼双
飞。2005年，他们在辽源买了厂
房，建起了玻璃加工与销售为一体
的工厂。辽源“玻璃大王”的称号
也逐渐传开。此时，夫妻俩不忘初
心，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节以及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丝毫不减。
2015年，刘美荣 57岁。工厂

有着成熟的运营模式，有固定客户
和订单，儿子在澳洲有自己的事业
且已结婚。此时的徐连才想要回
馈家乡和社会，打算建个生态农业
旅游庄园。徐连才的这个计划把
刘美荣想要夫妻共享晚年生活的
想法打乱了，但刘美荣还是默默支
持着丈夫。

丈夫忙着筹建庄园，刘美荣就
在工厂坐镇；庄园人手不够，她就
赶过去当工人；丈夫说要在家请朋
友吃饭，她就提前精心准备拿手的
家常饭菜。每到春夏，庄园的绿色
果蔬吃、送不完，她就开车拉到市
场去售卖。

现在，庄园已经筹建了 8年，
投入资金两千余万元，但因为规模
大、水准高，目前依然是在建状态，
夫妻俩也由企业老板变身“农
民”。有朋友让刘美荣劝说丈夫不
要再大手笔地投资建设庄园，而是
应该安享晚年、周游世界。但刘美
荣总是笑笑说：“老徐有这个乡土
情结，也喜欢田园生活，就随他折
腾吧。庄园基建都已完成，竣工也
快，到时候也算是为家乡和社会作
了一些贡献。”

当年，刘美荣把婆婆当亲生母
亲来孝敬，如今也已成为婆婆的刘
美荣同样把儿媳当女儿对待，婆媳
俩情同母女。

刘美荣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诠释了贤良淑德的意义。

贤良淑德是楷模
——记在家好主妇、创业好行家 刘美荣

女性，也许生来便注定了伟
大。美丽的容颜、善良的内心、真
挚而细腻的情感、执着而坚定的信
念……

有人说，美丽的容颜千篇一
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辽源女
性德智俱在、内外兼修，吃苦耐劳、
外柔内刚。她们是孝顺的女儿、是
贤惠的妻子、是伟大的母亲、是社会
各个领域的贡献者……她们在家
能做贤内助，在外能顶半边天。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我市不
同职业、不同年龄，但同样优秀的四
位女性，将她们充满正能量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