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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医疗战线上，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耕耘者”，
他们用镊子当“锄头”、用敷料作“养料”，让康复的种子
在创面上悄然萌发。

在大关县人民医院伤口造口专科门诊，一位护士
正手持镊子，一边轻柔地为 78岁的闵定英老人清理脚
趾的溃烂创面，一边与老人唠着家常。一旁，老人的儿
子看着母亲放松的神情，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谁能想到，就在10多天前，老人第一次来医院清洗
伤口时的场景：豆大的汗珠顺着苍白的脸颊滚落，她疼
得惨叫不止。“刚来清理伤口那天，疼得要命，儿子抱着
我，我疼得大哭大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家住大关县
木杆镇元亨村的闵定英老人仍心有余悸。2024 年 5
月，闵定英老人因右足趾足背感染未及时处理，导致创
面反复溃烂、无法愈合，连行走都困难。家人带她四处
求医，却未见好转，老人一度面临截趾的危险。

“有的医院建议截趾，有的医院建议先植皮。”闵定
英老人的儿子林乾勇说，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他们实
在不忍心让她承受这样的手术。后来，经朋友介绍，他
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大关县人民医院伤口造口专
科门诊。“第一次来，洗掉腐肉后，骨头都露出来了。多
亏郑医生医术高超，不到 20天，就长出来很多新肉，效
果特别好。”看着母亲逐渐愈合的伤口，林乾勇眼眶湿
润，心中满是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也为母亲病情好转感
到庆幸。

林乾勇口中的郑医生，就是大关县人民医院伤口
造口专科门诊的主管护师郑传英。如今已是国际伤口
治疗师的她，拥有 17年的外科临床经验。在临床工作
中，她发现许多慢性伤口患者因伤口反复感染、溃烂饱
受痛苦；一些造口患者也因居家护理不当引发并发症。

“能不能让他们在家门口就得到专业治疗？”怀着
这样的初心，2022年，在医院的支持下，郑传英先后前
往广东中山、四川成都及云南昆明等地，系统学习造口
与疑难伤口处理技术。2023年 8月，大关县首个伤口
造口专科门诊成立，由郑传英负责。面对散发着恶臭
的创面，郑传英自创“问、闻、评、判、断”五步工作法，为
慢性伤口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

为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郑传英总能“变废为宝”，
为患者自制不少“省钱神器”。“我把一次性吸氧管和一
次性肠营养管改造后，能为病人节省100多元耗材费。”
在治疗室，郑传英一边操作，一边介绍改造的封闭式负
压引流装置。她表示，17年来积累的这些“省钱妙招”，
都源于对患者经济压力的深切体会。

正是这份始终如一的温情守护与专业担当，让郑
传英成为患者心中的“伤口守护者”。在伤口造口专科
门诊治疗室，墙上挂满的锦旗写着“妙手仁心”“医德高
尚”等赞誉；办公桌上整齐码放的患者随访记录以及她

手机里的1万多张伤口照片，详细记录着每位患者的伤
口变化与治愈过程。

“我的收获，就在每一个伤口愈合的瞬间。许多患
者的面容我已淡忘，可一看到伤口照片，就能立刻想起
他们。”郑传英感慨道。每一个伤口的成功治愈，都让
她倍感欣慰，也成为她不断精进专业、帮助更多患者的
动力。

从外科护士成长为国际伤口治疗师，郑传英用 17
年的坚守诠释着医者仁心的真谛。她把每个患者的疾
苦当作自己的责任田，以专业为犁、以爱心为种，在最
艰难的“土地”上耕耘出重生的希望。面对常人避之不
及的溃烂创面，她俯身守护，让每一处伤痕都化作见证
生命顽强的勋章。

郑传英：

伤 口 上 的 耕 耘 者
■ 通讯员 彭明星 朱 睿 文/图

每天，校园的晨曦谱写求知的序
章，师生们穿梭的身影在时光长河中
沉淀、守望。

走进绥江第一中学的校园，清晨
的走廊上，她正与背诵单词的学生轻
声对话；午后的办公室里，她伏案批
改作业时，教学楼外的阳光刚好透过
窗帘投射到她的笔尖，你能清晰地看
到作业本上“继续努力”的批语和附
在后面的微笑简笔画；傍晚的教室后

排，专注聆听学生背诵的她，眼神坚
定又充满温暖。她就是被学生们亲
切地称为“Miss Song”的英语教师宋
定品。

宋定品在 2015 年 9 月通过特岗
教师选聘进入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
任教，2021年8月调入绥江第一中学
任教。10年来，她始终以“做有温度
的引路人”为信条，用善思点燃学生
求知的火种，用陪伴守护孩子们的健
康成长。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为适
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宋定品积极参
加学校组织的集体备课和教研活
动，与同事们共同钻研高效课堂教
学模式，探索适合学生的英语教学
方法，形成了“情感熏陶+活泼互
动+知能并举”的教学特色。同时，
她注重教学方法创新，力求做到形
式与效果的统一。在批改作业和讲
评试卷时，她总会写上鼓励性、启发
性的批语，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师者有思，学者有为。作为教
师，我们就是要勤学善思，这样才能
做学生的引路人，为他们点亮知识海
洋中的灯塔。”宋定品说道。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和学校高中
部的德育主任，宋定品不仅积极组
织开展各项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提升学校德育管理水平，还与师
生代表、学生干部沟通交流，倾听意
见和建议。她时刻关心学生的冷暖
安危，经常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困
难。有一天，晚上 10 时许，宋定品
发现一名学生发烧，其父母远在外
地，她便独自带着学生去医院就医，
得知学生家庭贫困后主动垫付医药
费，陪护输液至第二天凌晨 2 时许，
把学生平安送回学校后，自己才放
心回家。“宋老师像姐姐又像妈妈一
样关爱着我们。”那名学生感动地
说。正是这份深厚的师爱，让孩子
们对她非常尊敬和信任。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宋定品不
仅担任班主任，还承担着两个班的
英语教学任务。尽管工作繁杂，但
她从未抱怨过，始终用微笑迎接每
一天。2024 年，即使因声带息肉导
致说话困难，她仍然坚持在岗。“教
师的工作就是良心活儿，你付出了

多少，学生是能够感受到的。”她的
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结出了硕果，
先后获得课堂教学竞赛县级二等奖
和市级三等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
为“优秀班级”，所教班级英语成绩
位列全县前三、学科会考过关率达
100%。

初心不与年俱老，奋斗永似少
年时。在教育这条路上，宋定品与
同事们携手探索教学规律，不断改
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大胆整合教学
资源，力求把先进的教学理念运用
好。与此同时，宋定品还不断拓宽
自身知识领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
演讲比赛，前往乡村薄弱学校支教，
赴上海参加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资格培训，并考取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资格证。

当谈及“优秀教师的标准”时，宋
定品引用了叶圣陶先生的话——教
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在她的眼中，
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种子，教师要做
的就是耐心地守候。

每一颗星星都闪耀着独特的光
芒，暂时的暗淡，也许只是蒙上了一
层灰尘。但是，如果我们用爱心和智
慧，耐心呵护、细心擦拭，让它远离尘
埃与侵蚀。总有一天，它会发出耀眼
的光芒。

晨光星辉，年复一年。宋定品和
孩子们并肩前行，在晨光中启程，在
星辉下追梦。

这份师生情谊，终将在岁月的沉
淀中化作桃李枝头绽放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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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仲从第九届莫斯科武术明星大赛载
誉归来，捧回了金牌。这个从昭通走向云南、
从云南走向全国、从全国走向世界的昭通人，
将昭通武术的岁月之光一点点积攒起来，播
撒向绵延起伏的乌蒙大地。

一个人，便是自己的江湖。李文仲有些
天马行空、一意孤行，在习武之路上，他的
执着与坚持，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13 岁
那年，正值求学之龄的李文仲，独自坐火车
到湖南祁东文武学校求学，背井离乡只为
求得武术“真经”。经过刻苦训练，他的刀、
枪、剑、棍、拳脚技艺不断精进。武侠小说
里描写的许多武术招式被他展现得淋漓尽
致，令人不禁拍手叫绝。

“一个人强不是真的强，一群人强才是真
的强。带动一个地方强起来，一个市、一个
省，乃至整个国家都强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强
大！”多年前，李文仲在一次武术交流中曾这
样说道。一颗星星只能照亮一片夜空，而万
千星辰汇聚，方能照亮整个苍穹。

李文仲一直在努力，从一个小小的武者，
到成为关心武术发展的政协委员，再到晋升
为中国武术七段的武术家，当选昭通市武术
协会主席。习武以来，他屡获殊荣——第五
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获形意剑金牌，第七
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获太极拳金牌，首届
传统体育国际交流大赛武术比赛获陈式太极
拳、陈式太极剑 2枚金牌，第二届传统体育国
际交流大赛武术比赛获陈式太极拳、陈式太
极剑和 42式太极拳 3枚金牌，第九届莫斯科
武术明星大赛获形意拳、形意剑和陈式太极
拳3枚金牌。

这些年来，李文仲不仅自己参赛，还带徒
参赛；不仅培训学生，还拜师学艺。他始终
在自我提升的路上风雨兼程、孜孜不倦。所
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而他的“千里”和“江海”，不仅是

个人的成就，更是为武术爱好者开
辟一条传承之路。

国家大力倡导全民健身，李
文仲正是这一号召的积极践行
者、坚定推动者和模范引领者。
作为昭通市武术协会主席的他开
始沉思，在心中勾勒出一幅传承
武术文化的宏伟蓝图。昭通自古
尚武之风盛行，武术流派纷呈。
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人文地理环
境 ，孕 育 出 丰 富 多 彩 的 武 术 文
化。2015 年，昭通清拳（邹家拳和
彭家拳）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如今，昭通武术事业正蓬
勃发展，新生代武术家不断涌现，
武术健身活动广泛开展，“武术三
进”（进学校、进社区、进乡镇）活
动已成常态。昭通市武术协会的
成立，正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和凝
聚广大武术爱好者，共同推动昭
通武术事业发展。

2025 年 3 月，昭通市武术协会
正式成立，李文仲当选主席。之
后，在云南省武术协会换届选举大
会上，他又当选为云南省武术协会
副主席。

“习武，是我的爱好；传授，是
我的责任。”谈及武术，李文仲黝黑
的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三支队伍’围在一起吃饭，亲如一家。”马
坡村委会没有集市，熊再彪就开车到30公里外的
集镇采购食材。虽然经常因做饭忙得满头大汗，
但他却很开心。

上门干，与群众打成一片
熊再彪是永善县农业农村局派驻大兴镇马

坡村的第一书记。为什么驻村才一年，他就从梨
园村调到了马坡村？答案很明确：他善于与群众
打成一片。

熊再彪十分熟悉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正当无
人报名时，他主动申请驻村。2023年5月，他来到
大兴镇梨园村，与一起驻村的同事，接过乡村振兴
的接力棒。

“你家的木柴这样堆不安全，院坝要经常打
扫。”驻村期间，只要看到哪家的木柴乱堆乱放，
熊再彪总会主动帮忙收拾整理。看到房前屋后
不干净，就一边拿起扫帚打扫，一边开玩笑地劝
说，主人也只好跟着一起清扫。

“我参加工作就在大兴镇农技站，在那里工
作了 25年，和当地老百姓很熟悉，他们愿意跟我
讲知心话。”熊再彪明白，基层工作的真谛就是一
个“干”字。

熊再彪每天都会找当地群众谈心，一起坐在
板凳上聊家常。在他看来，修建卫生厕所虽是小
事，却关乎老百姓生活的体面与尊严。

梨园村党总支书记蒲兴全介绍，全村10个村
民小组共 588 户，熊再彪每家都上门走访过。
2024年，全村 15户的卫生厕所建设任务，从选址
到建设，小到一个开关他都要仔细检查。梨园二
组的周在腾户有困难，熊再彪就自掏腰包购买排
气管、接头等配件上门安装。

入户遍访 300余次、整治人居环境 25次……
如今，随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推进，梨园村的

村容村貌明显改善，呈现出一幅“村在林中、房在
园中、人在景中”的美丽乡村画卷。

用心带，把队伍拧成一团
2018 年、2022 年，马坡村党总支两次被大

兴镇评定为软弱涣散党组织。为扭转这一局
面，2024 年，大兴镇党委将熊再彪调到马坡村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希望他能凝聚队伍力量，
建强村党组织。

“我之前的工作虽然与党建没有直接关联，
但通过了解党员的想法、群众的需求，抓好业务
工作，效果应该不会差。”熊再彪说道。

他认为，每一名党员都要争做合格党员，只
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就能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建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是抓好党员队伍建
设，关键是抓好思想建设。到马坡村后，他做的
第一件事便是走访老党员，通过谈心交流了解他
们的真实想法。他把收集到的好建议带回村上，
让党支部研究讨论，逐个细化落实；对于确实无
法解决的问题，就主动向上级部门汇报或回原单
位争取支持。

“每一次‘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只要接
到通知，我们都积极参与。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讨论，办法公开、措施透明，这样的做法让我们十
分信服。”杨坪四组党员唐洪金说。

翻开梨园村党总支的会议记录，那一条条党
员建议、一个个群众诉求，都已化成一件件事实，
为梨园村乡村振兴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2023年、2024年，梨园村党总支、马坡村党总
支年终考核均被评定为先进基层党组织，熊再彪
也在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马坡村已 30年无命案发生，成为群众安居乐
业的平安幸福村。

熊再彪驻村记
■ 通讯员 田 明

在昭通市武术协会成立的
当天，笔者为他写了一首诗：

春雷
——给文仲

总有雷声划过暗夜
总有惊涛拍击巨礁
总有黑铁，抽出利刃
在不停锻打的钢里

骨头闪着寒光
江湖很大，却被捏碎在拳头里
世界很大，却被一双脚踩成尘埃……

人间多少豪杰
转身即堂前兄弟

金沙江穿越千山万壑
一个人心怀一条江水流浪

肩扛苗刀的少年
顺手把乌蒙

舞成了天空的云海
太极、形意、少林、南拳

每一块骨头
都镌刻着传奇
每一块肌肉

都蕴藏着涛声
江湖繁乱

有一个人，独自站成孤峰
暗夜无边

有一个人，默默点亮繁星
春雷滚过

偌大的雪原
已将武林的画卷铺展……

郑传英（右）给病人治疗。

李文仲（中）和学生们展示武术。

宋定品（左）为学生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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