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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人的心中都多少有一点英雄情结，都向往英雄、景仰英雄。
也正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由中央十一部委联合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罔成
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活动中，群众参与投票
总数近一亿。
这其中的每一张选票，都表达了人们对英雄模范的崇敬之情，寄托着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否则这个民族就不会强大。
当国家危难之时，懦弱者选择了逃避、妥协甚至投降，英雄们却挺身而出，用热血捍卫民族的尊严，
人民的幸福。
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
他们之中，有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懈奋斗的
优秀共产党员，有在全民族抗战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爱困将士，有英勇杀敌的战斗英雄和革命群
众，有积极从事进步活动的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祖国的骄傲，是
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丛书，就像一部星光璀璨的英雄谱，真实、完整地记录了英
雄模范人物不平凡的一生，再现了他们非凡的人格魅力和精神世界。
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
模孔繁森⋯⋯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犹如群星闪烁，光耀中华。
    当今中国正处于伟大变革的时代，迫切需要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承担历史使命、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
切的先进人物。
在“双百”人物崇高精神的引领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必将英雄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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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贵州省尾月亮山    月亮山区是贵州省最边远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些人称自己来自“第九世界”，具体
的含义就是：月亮山区是贵州省的第三世界，贵州省是中国的第三世界，而中国本身就是第三世界，
合起来正好是第九世界。
因此，月亮山区历来都是各级政府帮助的重点。
    这里风景非常优美，民族风情非常浓郁，“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是黔东南的真实写照，还以其“
唐朝发型，宋代服饰，明清建筑，魏晋遗风”般浓郁的民族风情，被誉为“人类疲惫心灵最后的家园
”。
    从江县地处贵州省东南部，把守着贵州省的南大门。
过去还没有通公路的时候，来自广东的客商，沿都柳江逆流而上，经过从江，从此踏上北上贵州、重
庆、四川的道路。
从成都到广州的32l国道修好以后，许多从四川、重庆去广东、广西的汽车，也是通过从江南行。
    因为大部分土地地处月亮山区深处，从江县在贵州省的地位，就和贵州省在中国的地位一样，处于
最落后的地位，“省尾”是其在贵州省地位的真实写照，其实现的多项工程，在贵州省都标志着一个
时代的结束——1964年从江县城通公路，结束了贵州省县城不通公路的历史，2002年从江县光辉乡通
公路，标志着贵州省乡乡都通了公路。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是用来形容贵州环境恶劣和经济贫困落后的话，但作为
贵州省自然环境欠佳的从江，一点都不为过，甚至当地人告诉你的从江，环境更加艰苦，“九山半水
半分田”才更为真实。
    这里居住的主要是苗族和侗族，然后才是汉族。
当地人介绍，从江的苗族，来自北方，是蚩尤的后代，主要生活在高山上，妇女穿的裙子有一截是白
色的，也被称为白裙苗；而这里的侗族，则是从南方来的百越民族之·，主要居住在江边，许多靠打
鱼为生；这里的汉族主要是外来民族，其先祖到此地时，多是地主豪强或富商之类的人物，占据了平
地，以农耕为主。
    李春燕出生在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宰略村，这个村地处跨越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月亮山区外围，在
贵州省东南部，距从江县城一共有20多公里，老321国道直接从李春燕家房屋后边通往县城。
宰略村有200多户，苗族、侗族和汉族杂居。
    尽管各民族混合居住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了，但各民族之间很少通婚。
尽管如此，出身于苗族的奶奶仍然嫁给了汉族的爷爷，身为侗族的母亲又和自认为是汉族的爸爸组成
了一个家庭，到了李春燕这一代，别人要问她是什么民族，她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都沾了
各民族的血统，说是哪个民族都行。
    赤脚医生李汉民    60年前，李春燕的奶奶一共生下了八个孩子，由于当时农村缺医少药，不通公路
，其他孩子生病了也无法救治，只有爸爸李汉民_人活了下来。
    李汉民生于1944年。
解放后，宰略村建立了一小学。
尽管只是一个初小，只有一至四年级，但李汉民还是作为第一批小学生，在那里度过了1952年至1956
年的四年美好时光，1956年至1957年到当时同乐公社(今天的“雍里乡”)所在地大洞村去念五年级
，1958年开始在大洞念初中，—直到1961年。
    当时正好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许多人吃不饱饭，大家肚子饿了就上山采蘑菇，结果有的蘑菇有毒
，宰略村及附近没有医生，也没有药，不少人因此失去生命。
这样耳闻目睹的经历让李汉民下定决心发奋学医，做一个医生，拯救所有的病人，这样既可以为别人
解除痛苦，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让自己脱离危险。
    1961年，宰略村办起了大食堂，李汉民回家担任食堂会计。
60年代，毛主席号召“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65年同乐公社的卫生员陈昌林了解
到李汉民是初中生，又有学医的志向，就动员他去学医。
    这个学习实际上就是一个短期培训，培训期是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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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结束后，李汉民回到宰略村做了卫生员，和一个从四川南充来的卫生院院长彭医生一起为群众治
病。
尽管他开始只能治疗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还有就是给妇女接生，但比起没有医生的过去，还是解救
了许多人的痛苦。
    从1965年开始到1970年，李汉民都在宰略村里为群众看病。
1970年8月，国家修建湘黔铁路，他随修路民兵一起，到湘黔铁路做了卫生员。
1972年春天湘黔铁路通车，李汉民回到了宰略村，先在学校代了两爪月的课。
同年5月，被调到同乐公社卫生院。
    李汉民做医生时，公社开始搞合作医疗．设有专门的合作医疗小组，有一个专门的保管员，生产大
队筹钱，医院负责买药看病。
当时看病每人次只收五分钱挂号费，没有群众看不起病的。
同乐公社卫生院三个医生除了每个月公社给的20多元工资外，还可以从100多元挂号费中分到30多元钱
，比一般干部的工资还高。
    1976年的一天，李汉民一共给50个人看病。
肖时实在忙不过来，一些病人也主动当起了义工。
一些病人在排队等待看病，另一些人为李汉民做饭吃。
1978年，从江县组织全县的乡村医生考试，李汉民考了全县第二名，政府后来给他颁发了“执业医师
资格证”。
    从李春燕有记忆开始，爸爸出诊是最经常的事情．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下雪，都要出门去给别人
看病。
有时候半夜里全家睡得正香的时候，有人来敲门，李汉民撑着雨伞就出诊去了，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
。
    李汉民经常熬夜不睡觉，人瘦瘦的，妻子心疼他，多次嘱咐他让他好好休息，晚上不要出诊了，可
他都说“不行”，“做医生的就得讲道德，随叫随到，救死扶伤”。
    1984年，李汉民在同乐乡卫生院当了院长。
1993年撤乡并镇，同乐乡被合并到雍里乡，他继续在乡卫生院工作，1997年又担任雍里乡卫生院院长
。
2003年退休在家。
    退休在家的李汉民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在家里开了一个诊所，用中两医结合的方法，给周边
群众看病。
有些群众付不起药费．他也没有拒绝，他看病总是在赔钱。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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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发现最美乡村医生    从2004年10月3日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年多了。
从最初遇到李春燕的那一次志愿者活动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被李春燕所感动，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服
务农村的事业，越来越多的人对乡村医疗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我感到很欣慰。
    为什么是志愿者活动？
——2004年9月，来自安徽复新学校的志愿者李光对老师到贵州从江县雍里乡大洞小学创办大洞复新学
校，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开办乡村大课堂；国庆期间，我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13名青年朋友一
起，到大洞去看望李光对等志愿者，同时要进行有关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社会调查。
    这次活动得到了黔东南州政协副主席邵平南先生的支持，中国入寿保险公司黔东南分公司为这次活
动提供了一辆汽车。
10月3日，我们进行分组调查，我和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杜娟、首都经贸大学的刘志洁被分在一组，
调查的地点就是大塘村。
    到了大塘村，我们要想了解乡村医疗卫生状况的时候，就碰到了李春燕。
我们跟着李春燕的脚步，来到了大塘村吴昌军家。
从进入家门开始，直到我们把孩子送到医院，尽管孩子活下来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李春燕一直在尽百
分之百的努力，没有放弃抢救。
    我们一起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妇产科医师刘玉芝连续抢救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刘玉芝告诉吴健智的
奶奶，即使治好，也有60％到70％的可能是一个痴呆，吴健智的奶奶决定放弃治疗。
出生仅八个小时左右的吴健智在放弃治疗之后不久死亡。
    可是更令我震撼的是晚上我们到李春燕家所看到的情景——药架是空的，李春燕家里的柱子上，贴
了好几张欠款清单，那些都是群众看病以后交不起药费而欠下来的账单，一共有320多元，后来我们向
李春燕打听欠账的情况，她告诉我们当时还有6000多元的药费收不上来。
    在我们要离开李春燕家的时候，她打开了她家最后一扇紧闭的房门，我走进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个房屋地基已经被山洪冲掉了一个角，李春燕家的楼已经成了危楼，如果再碰上雨季，随时都
有垮塌的危险。
而李春燕没有钱来维修她家的房子。
    整个过程，我都在拍照片，一共拍下了309张照片。
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用《三百张照片的故事》专门介绍了我们的这次意外遭遇。
    从江县的一位医疗行政干部曾经告诉我，吴健智的遭遇是几十万分之一，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这
样的极端例子非常非常的少。
我想了想，发现如果单纯从吴健智之死的角度来看，只是一例个案，不具备普遍性；但从李春燕的遭
遇来看，吴健智的死就成了必然。
    李春燕作为一个村里的文化人，本来可以生活得更好，但就因为她选择了做乡村医生，她也和乡亲
们一样一—乡亲们没有钱，付不起药费，李春燕也和他们一样的穷，同样没有钱买盐，同样吃不上肉
，过年的时候不敢回娘家拜年⋯⋯距离县城15公里的大塘村尚且如此，这个世界究竟还有多少吴健智
⋯⋯    从李春燕抢救吴健智的故事来看，这个新闻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它让许多人开始思考中国的
乡村医生和乡村医疗，让人回顾乡村医疗大普及带来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破伤风致死率等
大幅度下降的政策和时代。
    2005年春节，我和贵州省黔东南州民族旅行社的潘宣百、美国加州大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
的访问学者戴震一起来到大塘村，来到李春燕家，潘宣百看到李春燕家那破房子的时候，也深受感动
，一再跟我说，让我想办法给李春燕找些钱，把她家的房子建起来，否则说不定哪一天就见不到李春
燕全家了。
    2月份我回到北京以后，正好2004年度的感动中国人物奖刚刚颁发不久，我想：“李春燕的故事已经
那么的感动我们了，我手中的照片也属于不可复制的上乘佳作，我应当试试。
”于是，我将自己手中掌握的图片，编发了一个图片版的《一生只有八小时》，发到天涯虚拟社区。
    尽管至今没有一家媒体采用我发布的照片，但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令我自豪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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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5年2月下旬开始，直到当年5月初，李春燕家的电话成了热线，每天有近40个电话打给李春燕
，社会捐款和关注也空前增多。
还有一些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发来短信，要求为李春燕做一些事情。
    凤凰卫视是最早关注李春燕的电视媒体，从《一生只有八小时》在《南风窗》刊登出来之后不久，
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栏目就用了3分钟的时长介绍了这个故事；2005年3月份，《冷暖人生》记
者吴丽梅等两人还亲自跑到大塘村，对李春燕进行了采访，4月19日以《最后的赤脚医生》为题，报道
了李春燕的事迹。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郑宇虹、丁洪亮两位同行2005年7月份到达从江，对李春燕进行了采访，8
月4日，在北京录制了李春燕的节目，8月23日，以《乡村女医生》为题报道了李春燕的事迹。
2005年底又邀请李春燕到北京做了一期节目。
《中国青年报》也对李春燕和大塘村的医疗问题表示了高度的关注。
    在媒体的广泛关注下，2006年2月9日，李春燕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5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曾因在贵州从事两年支教活动而获得2004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徐本禹为她颁奖。
    盛名之下，李春燕还是那样容易让人感动。
2005年5月1日，当她被评为贵州省劳动模范、捧着鲜花回县城的时候，碰到一个因为贫困不得不准备
出院的妊高症妇女，拿出了自己5000元奖金中的3000元，给那位妇女交了住院费，保住了那名妇女的
生命。
    李春燕最开始获得社会捐款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地要将捐款退给捐款人，后来捐款和药品捐赠的不
断增多，没法退回，她就用这些钱支付村里鳏寡孤独者看病的费用。
再后来，李春燕用社会捐助在村里建设一个卫生室，目前这个卫生室已经建成，一共三层，让大塘村
有了一个像样和固定的卫生室。
    李春燕的故事还影响了许多的青年朋友，从2005年开始至今，整整八年的时间里，来自杭州、上海
和北京等地的朋友，陆陆续续为贵州月亮山地区捐建了许多的校舍、图书室和卫生室，一个关注月亮
山地区的民间志愿者团队“第九世界公益俱乐部”(网址www．9world．org)就此成立，在2008年援助
月亮山地区抗雪凝灾害、2009年援助抗旱、玉树地震救援和重建中都做出了许多的努力。
    一些青年朋友他们利用暑假、寒假和长假乃至自己的休假时间，自费到月亮山去做志愿者，做了一
些有益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努力和社会调查。
还有一批人，他们虽然去不了农村，但是他们在城市里，正在以各种形式团结起来，捐物捐款捐书，
为一线志愿者提供生活保障，在更多的边远贫困地区创办乡村图书馆。
    最初接待我们的黔东南州政协副主席邵平南先生，因为经常支持志愿者的活动，为各个贫困乡村运
送捐赠物资，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第九世界的运输大队长”。
他支持第九世界公益俱乐部的活动长达6年的时间，2011年1月底，因患癌症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低调
和实干一直感动着我们，让我们继续为贫困地区的民众幸福努力。
    在李春燕获得中央电视台2005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奖之后，2006年3月份，贵州省组织了有李
春燕、孟凡斌、村干王世言、村民潘红正和我在内的李春燕报告团，3月16日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做了第
一场报告。
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刘彦青编辑邀请我执笔李春燕的传记，当年8月《乡村医生李春燕》第一版出
炉。
    但正如任何的产品都存在一定缺陷那样，最开始以第一人称来写作的李春燕故事也存在许多不足。
随着后来继续与李春燕夫妇接触和了解，尤其是2009年以电视连续剧剧本的方式改编李春燕故事的时
候，这种不足感更加强烈。
    2009年，李春燕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后来还被选为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我按照电视剧要求改编李春燕故事的时候，对故事真实性的核实更加严格。
因为发现了太多不足，2011年，我将修改中的剧本停下来，准备进一步了解和消化李春燕故事后再继
续。
    2011年年底，我接到吉林文史出版社副总编王尔立老师的电话，她说希望能够将李春燕的故事重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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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由于时间的安排和报社工作的紧张，这本书的重写工作一直断断续续，终于在2012年的10月
底完成。
    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我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面向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主人公也是
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原则。
在我写的李春燕的故事中，可能因为了解不深入而写得不那么生动有趣，但是我已经最大限度地达到
了新闻的真实，也就是说，这本书是真实的李春燕生活的记录，是可以核实的一本基层社会基层人物
的历史。
    由于本人学识所限、经验不足，因而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予以谅解。
如果读者朋友有意见或建议，请到我的博客“第九世界”(http://blog.sina.com.cn/m/liguangshou)上给我
留言，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给我提意见和建议，我的邮箱是liguangshou@126.com。
如果本书有机会再版，将进一步按照大家的意见做一些微调。
    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宽容和理解，也得到过许多人的支持，在此一并感谢，但不
一一点名了。
在这本书完成后，我又重新开始关于李春燕故事电视剧本的改编工作，也同样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帮
助和支持。
    黎光寿    2012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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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弹指间，60年伟大的建设历程中，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
丽的篇章，涌现出许多可敬可佩的英雄模范。
这些人之中，有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有“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有“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有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郑培民⋯⋯他们是时代的先锋，他们是全国人民的楷模！
    黎光寿所著的《李春燕》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丛书之一，真实、完整地记录了
李春燕不平凡的一生。
这本书是真实的李春燕生活的记录，是可以核实的一本基层社会基层人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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