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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医师，但他的镜头聚焦
医师，他的底片里、硬盘里存留了无
数卫健系统医护人员冲锋一线的身
影；

他也是一名潇洒行走、热情无
限的摄影师，在滨州最“出片”的地
方，经常能看到他背着巨大背包、拎
着“小炮筒”，寻找一处最佳位置，用
镜头定格最好的画面……

他就是李健生，一名卫健宣传
战线上当之无愧的先锋和老兵。

“819，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离
开我奋战42年的工作岗位，从此，少
了一名卫生健康宣传工作者，也多
了一名卫生健康志愿者。”8月19日
晚，李健生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
一条信息。在第五个中国医师节这
天，李健生正式退休，离开了已经奋
战42年的工作岗位。

“摄影师”是李健生的标签，在
滨州摄影圈，他的名字无人不晓。
但他也同样喜欢“新闻人”这个职业
定位，爱称自己是一名“记者”。他
说：“退休之后，我有两个身份永远
不会改变——一个是滨州市摄影家
协会会员，一个是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这两个角色永远不会退
休，会一直坚持到我端不动相机的
那一天。”

全市医疗圈的“交心
人”退休时“轻轻地走”，但
最挂念的还是坚守岗位的
医务工作者

临近李健生退休的日子，市卫
建委的领导和同事多次提出，要为
他举办一个仪式，但都被他婉言谢
绝。李健生在微信朋友圈里引用了
徐志摩的一句诗：“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在他身上，有一
种诗人的浪漫和侠客的潇洒——他
既不想打扰别人，也不想让仪式感
搞得太复杂。

说起退休的心情，李健生坦言，
退休是重启、是迎接全新生活，当然
还有很多不舍。他心里最放不下
的，是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的战友们，
以及那些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医务工
作者们。

从事卫生、计生宣传工作42年，
和无数医务工作者打过交道，李健
生存储了太多感人的故事。在他正
式交接工作的日子里，无数医生、护
士给他发来的祝福。“这些年我们的
心真正地融合在一起，我感觉自己
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大家的祝福是
让我最难忘、最珍视的礼物。”李健
生说，这种情分、这份缘分，他会留
存一生。

能够成为全市医疗圈的“交心
人”，离不开李健生对这个行业倾注
的热诚和心血。这些年来，每个除
夕夜或者大年初一，李健生都是在
医院度过。他背着照相机，不打招
呼，随见随拍，记录下那些打动人心
的瞬间。

有一年除夕夜，李健生看到一
个科室的主任正在值班，他便问那
位主任：“选择这个时候值班，是不
是希望年轻同事能休息一下？”那位
主任的回答让他感到意外的同时，
也格外感动——“因为大年三十和
正月初一来医院的患者都是危重
症。一般的小病，没有人会在这个
时候来的。所以说，我必须在岗。
不然，这个年我都过不踏实。”

一个主任是一个科室、一个领
域的权威。后来李健生了解到，每
逢除夕夜、正月初一，每个科室的主
任、护士长在岗，这已经成为医院不
成文的规定了。“他们的工作很不容
易，但在社会上，依然还有部分人对
他们不理解。当下，医患关系、医患
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这就需要我
们卫生健康领域的宣传工作者前仆
后继地去宣传，去改变大家的思
维。这些坚守岗位的医务工作者，
是我最挂念的人。”李健生说。

在摄影师和新闻人两
个角色间切换自如，每个角
色都演绎出不一样的精彩

1981年8月，李健生从惠民地
区供销技校照相班毕业，是正儿八
经的摄影“科班出身”。毕业以后，
他被分配到如今的滨城区三河湖镇
供销社，一直到1986年。那时候，
惠民地区会摄影的人特别少，一个
县也不过就两三个。所以，李健生
到处被抽调去帮忙，为团县委、党史
办、总工会等各个单位留下了诸多
影像资料。

直到1986年，李健生被正式调
到原滨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到岗
后，他正赶上单位参加一年一度的
全省计划生育幻灯片大赛，需要赶

制一部幻灯片，名字叫作《青蓝谱》，
讲述计划生育服务站老医生带徒弟
的传承故事。李健生把这个故事完
整地拍了下来，并制作成了一部幻
灯片，没想到“一炮而红”，在省里拿
了一个大奖。

后来，李健生被调到了惠民地
区计生委，负责宣传工作。直到
2014年卫生、计生合并，李健生一直
在宣传科，从事宣传工作直至退
休。因为工作，他成了《滨州日报》
的优秀通讯员，这些年来，他累计在
《滨州日报》发稿374篇。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李健生深刻
认识到，摄影在宣传工作中具有不
可替代性。“有句网络用语叫‘有图
有真相’。即便文字写得天花乱坠，
但是如果读者看不到现场，就会产
生怀疑。只有当一张新闻照片摆面
前，大家才会感觉新闻是真实的。”
李健生说。

回顾42年的工作经历，摄影师
和新闻人这两个角色如同一张唱片
的AB面，李健生在其间游刃有余、
切换自如，让每一面都唱出了不一
样的精彩。

眼含热泪“盲拍”，记
录下滨州援鄂战疫医疗队
出发前最真实的情感，“这
个画面我一辈子难忘”

在李健生42年的职业生涯中，
有无数难忘的瞬间，比如2020年2
月13日那天。

当天，滨州第五批援鄂医疗队
队员即将出征，奔赴最危险的抗疫
一线。在滨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所
在地，30名援鄂队员集结完毕，李健
生挨个给他们拍摄了“出征”照片，
大家三三两两地与前来送行的同事
话别。

此时，李健生无意中发现，在大
厅东侧，滨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重
症医学科主任、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专家组副组长欧阳修河像一位慈祥
的父亲，在与年轻队员道别。这位
曾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战役并
立下卓越战功的老专家，正拍着同
事的肩膀，两行眼泪不住地从脸颊
流下，想说些什么却哽咽着说不出
来。一位叫崔红红的小护士心疼地
走上前，给欧阳修河擦去眼泪，说
道：“主任，咱不哭！我们都长大了，
一定会好好的！请您放心！”虽然在
劝说欧阳修河不哭，可崔红红自己
却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破
防”了，纷纷流下眼泪。此时，端着
相机的李健生更是泪流满面，他两
眼模糊地快速按着快门，在几乎是

“盲拍”的条件下，将援鄂医疗队员
最真实的情感定格下来。李健生
说，当时那个画面，他一辈子都无法
也不会忘却。

完成这组摄影后，李健生连夜
制作了一条消息，题目就叫《主任，
咱不哭！》，展现了滨州援鄂医疗队
员不惧生死援鄂战疫的医者仁心。
这条消息发布以后，在全市、全省乃
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凝聚了广泛力量。

创建“健康滨州”微信
公众号，独自运营四年，坚
持一天一期，如今公众号
粉丝近40万

说起工作多年来最欣慰、最骄
傲的一件事，李健生说，那是2015
年10月22日他亲手创立了“健康滨
州”微信公众号。

那时候，新媒体平台还比较少，
微信公众号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全市也没有多少有影响力的公众
号。但李健生却意识到，新媒体时
代已经到来，微信公众号必须要
做。但当时，李健生在新媒体领域
也是个“小白”，对公众号的使用、发
布、运营一窍不通。于是，他开始查
阅资料，不断进行学习。经过一个
多月的技术学习和资料储备，2015
年10月22日，“健康滨州”微信公众
号正式运营，第一期内容一经发布，
立即赢得了社会大众广泛关注。

“健康滨州”微信公众号开设的
前4年，一直是李健生独自运营。四
年里，他每天都坚持推送一期——
无论是大年三十还是正月初一，“一
天不落”是李健生给自己定下的“铁
规矩”。每天吃完晚饭，他干的第一
件事就是到书房去整理内容，为此
每天都要加班三四个小时，只为能
赶在晚上12点前将公众号的内容发
布出去。

付出总会有回报，通过7年的运
营，“健康滨州”微信公众号如今已
经拥有了近40万粉丝，成为全市、
全省都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号。而且
在“健康滨州”微信公众号的带动
下，市卫健委又陆续建立了“健康滨
州”微博号、抖音号、头条号、视频
号，打造了覆盖全市卫健系统的新
媒体矩阵，这个矩阵为宣传健康滨
州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健生说，他是个“老顽童”，喜
欢钻研、掌握一些新鲜事物，而且他
从来不认为新媒体是年轻人的“特
权领域”。“当时我在微信公众号上
给自己起了个昵称，叫‘健康滨州小
编’。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位

‘小编’原来是位‘大叔’。”说到此，
李健生忍不住抚掌而笑，得意之情
溢于言表。

抗疫战场冲锋在前，
曾连续工作60多天无休
息，累倒入院尚未完全康
复就重回战疫新闻现场

工作中的李健生，可以说特别
“拼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之初，他写好请愿书，要进核酸检测
实验室拍摄工作画面，被单位领导
同事劝阻；后来，他病倒在一线，没
等好利索又坚持回归抗疫“战场”。
他说，这么多年，支撑他用心、用情
完成工作的动力，来自使命和担
当。尽管那时，他已经是一名年近
六旬的“老同志”了。

2020 年 3月 22 日晚，滨州 15
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
院，滨州实现社会面“清零”。那一
晚，整个疫情防控指挥部迎来了久
违的轻松氛围，大家的心情像过
节。那天晚上，大家围坐在会议室
的圆桌前，每个人都端起从食堂打
来的饭菜，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
仪式。

当时，每个人都要说一句发自
肺腑的心里话，李健生这样对大家
说：“在座的所有人，都要咬紧牙关，
谁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躺下。尽管大
家的工作强度已经快到身体的极
限，但希望大家调整好身体状态，谁

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当逃兵。”
但说完这句话没几天，李健生

却自己先躺下了。那段时间，李健
生和疫情防控指挥部里绝大多数同
志一样，曾连续工作 60多天无休
息。其间，他平均每天休息时间不
超过5个小时，曾有六天连续工作
24小时，最长的一次竟32小时没合
过眼。2020年4月5日晚，由于连
续高强度的工作，李健生的血压高
压达到224mmHg。那个晚上，李
健生感觉头疼欲裂，胸闷气短，他甚
至写下了给爱人和孩子的“遗书”。
第二天一早，他艰难地出门打车，住
进了滨州市人民医院病房——这是
他58年来第一次住院。

李健生住院当天，时任滨州市
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商秀丽
去医院看望他，让这位“老兵”热泪
盈眶。如今再回想那段经历，李健
生特别不想提及，他认为那是自己
工作生涯中“不光彩”的一页——

“在四处硝烟的战场上，在最需要自
己往前冲锋的时候，我躺下了，感觉
自己是个逃兵。”

可事实上，在新闻的战场，李健
生从来未曾缺席。在住院期间还没
有完全康复时，李健生就瞒着医生
偷偷溜出了医院，去参加援鄂医疗
队员返滨的欢迎仪式。拍照时，他
手腕上还带着医院的腕带，端相机
时根本藏不住!

退休后愿当一名卫生
健康领域的志愿者，以另
一种身份和视角走近医护
人员，为他们义务宣传

8月18日深夜，李健生打开微
信，找出一个个微信工作群。他动
作缓慢地、珍重地浏览着每个微信
群里的信息，然后又仔细地看了一
遍群里每个成员的头像，之后，他退
出群聊……

就这样，李健生悄无声息地从
40多个微信工作群退出，没有打任
何招呼，正如他引用的那句诗——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李健生

对新闻和摄影的初心和热情从未改
变，并且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他
说，如果想要干好新闻和摄影，千言
万语浓缩成一个字，那就是“爱”。

“无论干摄影也好，做新闻也好，首
先要有爱心。只有在爱心的驱使
下，才能抛除一切杂念，才能更加敬
业专注，才能真正地走进去。”李健
生说，“如果说再延伸一点，那就是
责任感、使命感。”

退休之后，除了想弥补这些年
因工作忙碌导致的对家庭的亏欠
外，李健生说，他会继续投身到卫健
事业宣传中。“退休后，我愿当一名
卫生健康领域的志愿者，以另一种
身份和视角走近医护人员，为他们
义务宣传。”李健生说。

采访最后，李健生说，他热爱滨
州的美丽风光，记录过这座城市的
飞速发展。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镜
头，把滨州的美、滨州的变化传播出
去。“退休后，我从另一个视角，又看
到有无数的新鲜事物向我敞开大
门，发现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等着
我去做。”李健生说，他坚信自己的
退休生活必将无比充实，无限精
彩，“退休生活也是新鲜事物，我和
它一定会是一场无比美好的‘双向
奔赴’”。

一名卫健宣传“老兵”的深情告别与告白
李健生：“热诚和担当永不退休，直到端不动相机那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李前军 赵鑫 7月份“滨州好人”事迹简介

邵明智，
男 ，1939
年 10月出
生，邹平市
焦桥镇牛
家 村 村
民。 1963
年 3 月 5
日，《人民

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亲笔题
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当
时，24岁的邵明智是牛家小学
的一名民办教师，他积极响应
号召加入学雷锋行列。邵明智
腿有残疾，行走不太方便。但
当他看到村里没有理发的，学
生理发都要去集上，他便萌生

了给学生义务理发的想法，并
自费学习了理发技术。自
1963年邵明智给学生理发开
始，左邻右舍都爱找他理发。
他脾气好，热心肠，随叫随到，
看到谁头发长了，还会主动上
门义务为其理发。这些年来，
从最初的手动推子，到电动推
子，邵明智已经不知道用坏了
多少个。“一到春节他才忙呢，
村里家家户户的春联都是他写
的。红纸和墨水都是他自费买
的。”说起邵明智，村干部牛业
军竖起大拇指说。人们常说，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
子做好事，而邵明智老人就是
那个一辈子做好事的人。

助人为乐助人为乐

邵明智：83岁“活雷锋”义务为村民理发60年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滨州好人滨州好人榜榜

韩程鹏，
男 ，1987
年 2 月 出
生，国网博
兴县供电
公司职工，
中 共 党
员。2022
年 7 月 31

日下午，韩程鹏带着孩子在滨
州黄河大桥附近的黄河边游
玩，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急切的
呼救声。他回头一看，发现一
名小男孩在桥洞下的水里挣
扎，整个身体已经被水淹没，头

在水里忽现忽没。孩子的母亲
拼命喊着“救命”，情况十分危
急。韩程鹏来不及多想，纵身
跳入黄河中，快速向落水男孩
游去。离目标越近水流越急，
韩程鹏经过几次尝试后，终于
与另外两名热心市民一起把落
水男孩高高举起，安全救上了
岸。韩程鹏工作之余，还加入
公司的“七彩暖流”志愿服务
队，积极参与小清河治理、环卫
植树等志愿活动。此外，他每
年都会给留守儿童捐赠新年新
衣、学习用具，为残疾、孤寡老
人送去温暖。

韩程鹏：供电员工跳入黄河勇救溺水儿童

诚实守信诚实守信

郝长新，
男 ，1973
年 5 月 出
生，无棣县
信阳镇大
邵村党支
部书记，中
共 党 员 。
2021 年 ，

郝长新带领村“两委”班子苦干
实干，获得了“无棣县先进基层
党组织”荣誉称号。他经营着
一家五金店，坚守诚信做人。
2021年，有一个顾客将装有5
万元现金的包忘在了郝长新的
店里，他发现时，已经联系不上

这名顾客。郝长新决定在店里
等顾客回来找，一直到深夜才
等到失主。据了解，这些现金
是失主为了给孩子定亲从银行
刚取的，郝长新一分不少地归
还给了失主。2021年8月份，
郝长新接到一个外地工程队的
订单，可在途中运送汽车出了
问题，不能按时到达。出现这
种问题本应是物流的责任，但
是郝长新接到施工方焦急的电
话后，他自己从无棣县城租车
赶去淄博市送货。几经周折，
他最终将这批防水材料按时交
给了施工方，让施工方避免了
一次严重损失。

郝长新：先进党支部书记坚持诚实做人

李永丽，
女 ，1973
年 8 月 出
生，滨州市
中心医院
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
师。2022
年 3 月 16
日，面对来

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倒春
寒”，她带领7名护理人员进入
隔离病区坚守抗疫一线。凭着
多年的职业素养和2020年参
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经验，
她带领团队确保30名患者的

治疗护理落实到位。其中，有
位气管切开的重症患者痰液较
多，随时需要吸痰且一刺激就
咳嗽不止，气溶胶到处飞，李永
丽作为护士长，亲自上阵为这
名患者吸痰。还有一位70多
岁有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言
语不清，大小便失禁，一日三餐
均需喂。李永丽不怕脏不怕
累，千方百计照顾病人，第三天
给患者喂饭时，患者发着不太
标准的“谢”音。经过艰苦奋
战，她带领团队圆满完成隔离
病房的护理任务，用“爱人如
己”的奉献践行了医务工作者
的铮铮誓言。

李永丽：护士长带队护理隔离区30名患者

孝老爱亲孝老爱亲

司玉娥，
女 ，1959
年 2 月 出
生，阳信县
劳店镇东
纪村村民，
中 共 党
员。司玉
娥的大伯
哥自小就

有残疾，为智力残疾二级。公
婆去世后，司玉娥主动承担起
照顾大伯哥的重担。早晨5点
左右，司玉娥起床开始收拾屋
子，做好早餐，端到桌子上喊
大伯哥来吃。待大伯哥吃饱
后，司玉娥再带着一家人吃

饭，一日三餐都是如此。大伯
哥爱吃带馅儿的食物，司玉娥
就隔三差五地包饺子、蒸包
子。给大伯哥擦脸、洗头也是
司玉娥的日常工作。此外，她
还学会了给大伯哥理发。近
年来，随着年龄渐长，司玉娥
照顾大伯哥也有些力不从心，
村里人都劝她把大伯哥送到
敬老院，她却说：“大伯哥依赖
我们惯了，在敬老院肯定适应
不了，还是我照顾吧。”因为疾
病，大伯哥的情绪向来不稳
定，有时候还会把别人的东西
砸坏。尽管日常状况百出，司
玉娥却从没有想过放弃照顾
大伯哥。

司玉娥：好弟媳照顾残疾大伯哥三十年

见义勇为见义勇为

敬业奉献敬业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