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框眼镜透出谦逊和蔼的
目光，布满老茧的双手总能化
解生活难题……这是全国劳动
模范、共产党员徐虎用一生铭
刻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辛
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徐虎
在水电修理工的平凡岗位上，
长期积极主动为民排忧解难，
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雷锋之
歌。

“我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
菜农。过去的家境并不宽裕，
能够读书全靠学校发的助学
金。所以，父母经常教育我，不
要忘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也
告诉自己，要用实实在在的行
动回报国家和社会。”

1975年，怀着感恩之心的
徐虎从上海郊区农村来到了市
区，当上普陀区的一名房修水
电工，担负起管区内 6000多户
居民的水电维修、房屋养护工
作，并且一干就是 23年。“房修
水电这一行，虽然脏一些，累一
些，却是老百姓安居乐业不能
缺少的技术活。当年的时传祥、
王进喜，谁不是在摸爬滚打中
成为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对
我 们 这 一 代 的 影 响 非 常 深
刻。”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徐虎
第一次去居民家修阻塞的抽水

马桶时，还是傻了眼：粪便、草
纸、污水淌了一地。别说干活，
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但是，
看着居民焦急的样子，想起父
亲说的“干一行就要干好一
行”，徐虎也只好硬着头皮上。
马桶修好了，居民连声道谢，事
后还特地给房管所写了感谢
信。这件事，给徐虎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我只是干了份内的工作，
居民却那么感激，真是应该尽
心尽力做好，否则就辜负了他
们。”从此，只要一有空，徐虎
就认真学习房修水电技术。碰
到居民报修，徐虎一喊就到，及
时解决。碰到难做的活儿，徐
虎千方百计做到居民满意。每
次修理完毕，徐虎都主动做好
清洁工作；对居民的酬谢，他笑
着谢绝；碰上挑剔的居民，还要
耐心说服。一来二去，徐虎和
居民们的关系从生疏变得熟
悉、融洽了。“从居民的欢笑声
和感谢声中，我体会到了无比
的欣慰，家人也更加理解了我
的工作。”

1998年，48岁的徐虎从修
理工一线走上了管理岗位，历
任徐虎物业经营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党支部书记等职，2002
年 5月，他又调任上海西部企
业集团任物业总监。徐虎的角
色变了，但“心系群众，爱岗敬
业”的信念没有变，他积极钻研
物业和现代经营管理理论，结合
自身实践，撰写出多篇具有前瞻
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论文；他主
动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服务理
念传授给徒弟，形成了广泛的

“徐虎效应”；他开设徐虎热线，
深入社区听取意见，及时处理群
众来信，解决了多起物业维修方
面的疑难杂症……

“我是平凡人，只不过努力
做好平凡事。”面对铺天盖地的
赞扬，徐虎永远保持着谦逊。但
是，受到徐虎服务的居民却不这
么认为。华池路 35号居民陈敬
泉说：“徐虎在平凡的工作中做
出不平凡的成绩，并能不断感染
周围的人，这平凡就是伟大，这
平凡就是徐虎精神的本色。”

如今，退休后的徐虎依然没
有闲着。借着 2010年上海世博
会的契机所成立的徐虎志愿者
服务工作站依然延续着“为民服
务”的徐虎精神。徐虎还非常关
心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总是找机
会与他们沟通交流。

在中国福利院的一次讲座
经历，给了徐虎很大的启发。

“当时有个小朋友说，现在父母
都舍不得让他们干家务活，更
别说出去义务劳动了，问我该
怎么办。我就告诉他，父母创造
一切条件让孩子专心读书，做有
用之才，这不为过。但是小朋友
也要学会自己思考，如果发现自
己在社会公益事业和志愿者服
务中有所缺失，有机会就应该尝
试一下，再把收获与父母分享，
我相信肯定能够得到支持。”

所以，现在每逢节假日或
重大活动，徐虎都会带着徒弟
和广大青少年志愿者们一起，
到社区、街道为老百姓排解生
活难题。捡垃圾、修管道、清理
卫生死角、搬运施工废材……
在一次次的实践教学中，徐虎
成为孩子们心中的“偶像”。“虽
然我退休了，但好的传统和老
一辈优秀的工作作风应该继续
传下去，所谓‘长江后浪推前
浪’。劳动模范也能像明星一样
被孩子们所推崇，为民服务成
为社会风气主流，我就很知足
了。”

徐虎

熟悉李素芝的人都知道，
如果在西藏军区总医院的手
术室里找不到他，那他大多是
带着医疗队下乡巡诊去了。35
年来，他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
力用于攻克高原病这个世界
性难题，在生命禁区屡创奇
迹，他用真心真情感动了西藏
的百姓，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门巴（藏语医生）将军”。
李素芝，西藏军区副司令

员兼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山
东临沂人，1970年入伍。1976
年他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
放弃在上海工作的机会，自愿
来到西藏工作。

西藏先天性心脏病的发
病率是内地的 2至 3倍，先天
性心脏病的有效治疗办法就
是及时手术。然而，在高海拔
地区做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缺
氧将导致患者肺动脉压力增
大，血色素增高，这种手术在
国内外都没有先例。时任西藏
军区总医院一名普通医生的
李素芝立誓要将这个难题攻
克下来。

2000年 11月，经过近 20
年的艰苦努力、200多次的动
物实验、上百次失败打击后，
李素芝成功实施了海拔 3700
米以上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

术，开创了世界先例，填补了
国内高原医学空白。

在高原手术治疗先天性
心脏病，风险很大，医疗费用
也很高。如果按标准收费，绝
大部分群众承担不起昂贵的
手术费用。李素芝跟医院党委
一班人研究后，决定免费收治
农牧民心脏病患者。每年他都
要带领总医院“先天性心脏病
普查小组”，翻雪山、涉冰河，
到牧区、进学校，对西藏儿童
进行先天性心脏病义务普查，
送医送药。

2001年，李素芝在巡诊时
发现牧民吉确一家 5口有 4
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免费
为 4个孩子做了手术。为了表
达感谢，吉确把一条洁白的哈
达高高地举过头顶，并送给李
素芝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军
民鱼水情，藏汉心连心。”

急性高原病对西藏军民
的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李素
芝利用节假日，带领攻关小组
跑边防、上哨所、进牧区，对不
同海拔人群高原病发病机理展
开调研，采集药物标本，做动物
试验，研制高原病新药。2000年
6月，他领衔研制的抗缺氧药物

“高原康”胶囊通过鉴定，成为
全军高原部队预防和治疗高山
病的装备药品。不久，李素芝又
组织攻关人员成功研制出“高
红冲剂”、“花虫胶囊”等 15种
防治高山病的新药，编写出专
著《高原病学》，为世人揭开了
高山病的神秘面纱。西藏急性
高原病发病率从 1980年的
50％－60％下降到 2％－3％。

李素芝结合丰富的临床
实践经验，开展了“高原浅低
温心脏不停跳心内直视术”、

“肾移植”、“背驮式全肝移植

术”等 134项新业务、新技术，
荣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30
项，急性高原病防治研究居世
界领先水平。

任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以
来，李素芝跑遍了西藏 90％的
乡镇，免费巡诊 50多万人次。
针对农牧区群众疾病多、看病
难的特点，西藏军区总医院先
后启动“白内障复明”、“心脏康
复”、“肢体残疾儿童矫治”3项
惠民工程，免费救助病残儿童
4000多名。为西藏 52座重点寺
庙的 1.5万名僧尼办理免费医
疗卡，为 4000米以上高海拔驻
军官兵建立健康档案 1.2万份。

2010年 4月 14日玉树发
生地震，李素芝意识到，西藏
和玉树同属高原高寒地区，内
地大批救援人员集结震区，急
性高山反应会给救援带来困
难。17日 9时 40分，他立即率
领全军第一支有临床经验的
高山病专家医疗队，火速奔赴
玉树。他率领的高山病专家医
疗队承担了大量高山病患者
的救治工作。据对玉树万余名
执行抗震救灾人员抽样调查
表明，玉树地震灾区急性高山
病发病率从地震初期的 80％
下降到 18.6％，大大提高了抗
震救灾的效率。

因为长年在西藏，李素芝
与女儿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
到半年。现在，女儿不仅理解
了父亲，军校毕业后，也踏着
父亲的道路走进西藏，选择了
同样的职业。

李素芝说，我 22岁进藏，
西藏已成为了我的第一故乡，
西藏部队和地方给了我厚爱，
我和广大官兵、群众结下了深
厚的感情,这是体现我价值的
一个地方。

李素芝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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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爱民模范
欧阳海，用自己舍身推战马、勇
救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壮举，
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如果
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
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
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欧阳海，1940年出生在
湖南省桂阳县一个苦大仇深的
穷人家庭。父亲重病缠身，母亲
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沿街乞
讨要饭。1949年，他的家乡来了
解放军，把欧阳海一家从水深
火热中解救出来。欧阳海对共
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13岁那
年，他就报名参加解放军，因为
年纪小，没有被录取。他在农村
任记工员、会计，工作积极，热
心助人，经常帮助没有劳动力

的家庭干活，并用自己的粮食
救济本村困难户。

1959年 3月，欧阳海应征
入伍，在广州部队某部一营三
连七班任战士、班长。入伍后，
他工作积极，全身好像有使不
完的劲。连队搞训练，他起早
贪黑练硬功。连队执行施工任
务，他干起活来不要命，哪里
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就往哪
里冲。大家都称他是个“小老
虎”。他有病从来不讲，卫生员
让他休息，可一转眼，他又上
了工地。连队执行战备任务，
他主动要求调到后进班，用自
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后
进战士，全班很快被连队评为
先进班。他曾两次跳进水中，
奋不顾身地救起快要淹死的
小孩；他曾经冒着烈火，抢救
一位老大娘脱险。欧阳海只读
过一年半的书，却凭着顽强的
毅力，读了很多毛主席著作和
其他革命书籍，写了大量读书
笔记，极大地提高了他的革命
觉悟。他在部队一贯表现积
极，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
团里评为标兵。1960年 5月，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
曾对战友说：“我们入党宣誓
时说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为

共产主义奋斗，绝不是一句空
话，那就是干、干、干，尽心尽
力地干，忘我地干，什么也不
怕地干，一直干到停止呼吸！”

1963年 11月 18日清晨，
部队野营训练沿铁路行军，行
至湖南省衡山车站南峡谷时，
满载旅客北上的 288次列车
迎面急驶而来，驮着炮架的一
匹军马猛然受惊，蹿上铁道，
横立双轨之间。就在火车与惊
马将要相撞的危急时刻，欧阳
海奋不顾身，跃上铁路，拼尽
全力将军马推出轨道，避免了
一场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
住了旅客的生命和人民财产
的安全，自己却被卷入列车下
壮烈牺牲，年仅 23岁。

1964年，中国共产党广州
军区委员会追授欧阳海“爱民
模范”荣誉称号。同年 1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
名他生前所在班为“欧阳海
班”，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
欧阳海同志的崇高品质，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朱德、董必
武、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
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
题词，高度赞扬他的英雄行
为。1988年，他生前所在部队
修建了欧阳海纪念馆。

欧阳海

在朝鲜金化以西邱少云牺
牲的 391高地，高高地耸立着一
座石壁，上面镌刻着一行鲜艳夺
目的红漆大字：“为整体、为胜利
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
同志永垂不朽！”

邱少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级英雄。1926年生于四川省
铜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父
亲是一个性情耿直、不畏强暴的
庄稼汉，因反抗地主压迫而惨死
在地主的欺压下。1949年 12
月，邱少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他发誓要为天下穷苦人报
仇。在革命军队里，他懂得了很
多革命道理，自觉用铁的纪律严
格要求自己。他认真学习毛泽东
著作，在训练之余写下了几万字
的读书心得笔记。他作战勇敢，

意志坚强。1950年秋，随连队参
加四川内江地区剿匪，在高梁镇
战斗中带病参战，奋勇当先，深
入匪巢，毙伤匪徒 10余名，协同
战友活捉匪首。

朝鲜战争爆发后，邱少云积
极报名参加志愿军，决心在抗美
援朝的战火中将自己锻炼成为
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
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为了
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利，我
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1951年
3月，邱少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赴朝作战。部队开赴前线途
中，他冒着美军飞机的扫射轰
炸，从燃烧的居民房屋里救出一
名朝鲜儿童。

1952年 10月，邱少云所在
部队担负攻击金化以西“联合国
军”前哨阵地 391高地。为缩短
进攻距离，便于突然发起攻击，
11日夜，部队组织 500余人在
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12
日 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
烧弹，其中一发落在邱少云潜伏
点附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
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邱少云身
后就是一条水沟，只要他后退几
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水里将
火苗扑灭。但是邱少云没有这样
做。他想到，这是敌人的盲弹，只

要自己稍一挪动，很可能会使敌
人发现我军的潜伏目标。那样，
潜伏行动就会暴露，整个作战行
动就会被打乱。为防止携带的爆
破筒和子弹遇热爆炸，他强忍着
烈火烧身的剧痛，轻轻地将爆破
筒推向一边，将子弹埋到土里。
为了不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
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
邱少云放弃自救，咬紧牙关，两
手深深地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烧
焦头发和皮肉，坚持 30多分钟，
直至壮烈牺牲。志愿军反击部队
在邱少云伟大献身精神鼓舞下，
当晚胜利攻占了 391高地，全歼
美军一个加强连。

战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邱
少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追授

“模范青年团员”称号。1952年
11月 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
给他追记特等功。1953年 6月 1
日，志愿军总部追授他“一级英
雄”称号。同年 6月 25日，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
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1953
年，四川省铜梁县建立邱少云烈
士纪念馆，并在凤凰山顶竖立邱
少云烈士纪念碑，朱德为之题
词。

邱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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