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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东 山 县 西 埔 镇 宅 山 村 ，朱 县
担 13 年来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悉心照料植物人儿子朱华雄，为爱
坚守、无怨无悔，感动着十里八乡的
群众。去年，朱县担被评为东山县第
五 届 道 德 模 范 (孝 老 爱 亲 )，今 年 10
月入选省委文明办“福建好人榜”候
选 人 名 单 。10 月 11 日 ，笔 者 慕 名 赶
到宅山村拜访现年 79 岁的朱县担。

朱 县 担 的 家 是 一 间 用 砖 块 砌
墙、铁架和水泥瓦简易搭成的一层
房屋。走进里屋，只见他正为躺在床
上的儿子喂午饭。现年 75 岁的妻子
朱珠英含泪说，儿子朱华雄从漳州
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在本县一个乡

镇当通讯员，不久结婚。“那时，家庭
经济虽然困难，但全家平安，我感到
很满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据朱县担回忆，2008 年 11 月 6 日，在
漳州打工的朱华雄准备回家，看望妻
子和刚满月的儿子，不幸在漳州港出
车祸，头部脑壳严重破裂昏迷，被紧
急送到漳州解放军第 175 医院 (注:现
为联勤保障部队第 909 医院)抢救治
疗。“当时医生告诉我，儿子长期昏迷
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即使苏醒的话也
是重残，生活不能自理。我听后顿觉
天旋地转，两脚都软了。缓过神来时，
想到家里的儿媳妇和刚出生一个月

的孙儿，坚定了信念：只要还有一丝
希望，就要让儿子活下去！”

从此，夫妻迈上艰辛漫长的爱心
护子之路。“儿子，你快醒醒，爸妈在
你身边呢！”“华雄，你妻儿等你回家
团圆呀……”每天，朱县担夫妻轻轻
地呼唤着昏迷的儿子。经医务人员的
治疗和护理，在重症监护病房昏迷 70
天的朱华雄终于苏醒了。然而儿子苏
醒半年后，开始需要靠插管鼻饲，每
天要用搅拌机搅成糊状灌食。在漳州
住院两年多，夫妻轮流守护在床边，
医院距离出租房约 200 多米，每天往
返医院要跑六七趟。之后夫妻还送儿
子先后到漳州市残疾中心和厦门第
一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半年。可三年过
去，儿子病情仍然没有明显的好转，
朱县担不仅花光家中几十年的积蓄，
还向亲朋好友借了 16 万元，最终只
能选择送儿子回家治疗。

朱 华 雄 成 了 植 物 人 ，整 天 躺 在
床上，只有右手和眼睛会动一动，吃
喝拉撒全靠人侍候。为了方便照顾
儿子，朱县担夫妻和儿子两床合并
在一起，三人同床睡觉。

从此，夫妻日夜就像时钟上了发
条一样，一刻也不能闲下来。每天定
时三次为儿子喂药。因为儿子吞咽功
能丧失，起初每天都用导管吃力地往
儿子胃管里推米粥，后来可以慢慢地
喂饭。喂一顿饭，往往要一个多小时。
就这样，每天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照料
儿子的生活。此外，朱县担每隔两三
天就给儿子洗一次头发，刮一次胡
须，每半个月理一次头发。

抱着“只要有一分希望，就要做
百分之百努力”的决心，朱县担经过

不断学习实践，基本掌握了重残人
护理医学常识，每天坚持为儿子按
摩肢足运动几次，还将他背靠在墙
捆紧，锻炼站立半个钟头。对食物的
调配、插管的技巧把握度，连主治医
生都竖起大拇指。“每天要给他活活
血，他大多时间都躺着，要是不给他
擦 擦 热 水 、按 摩 腿 脚 ，肌 肉 萎 缩 得
快。”朱县担说，他每天用温热水为
儿子擦洗身子，至少翻身七八次，所
以儿子 13 年没有生过褥疮。

因儿子失去吞咽功能，朱县担最
怕儿子患感冒咳嗽、发烧和喉咙有浓
痰，每次要立即采用手指勾痰、吸痰
器吸痰等方法，及时将浓痰清除。

村里有的人见朱县担夫妻苍老
憔悴了好多，日子过得太苦太累，多
次劝他们夫妻俩，这么多年了你们
已尽了做父母的义务责任，反正他
身体也不可能好起来，还是放弃吧！
可朱县担总说，“父母与儿女情深，
怎能讲放弃？人在，家就在，只要有
一点希望，就要努力！”夫妻用不离
不弃的坚守，诠释着亲情的可贵。

问起生活经济来源，朱县担说，每
月儿子仅吃药和买营养品、卫生纸、尿
不 湿 等 生 活 护 理 用 品 就 要 花 费 近
2000 元。多亏政府、社会关心，现儿子
每月有 500 多元的低保费，他和妻子
参加新农合，每月共有 600 多元的收
入。朱县担说，感谢本村乡亲、社会好
心人、县义工协会志愿者多次对他儿

子的关心帮助。 ⊙谢汉杰 文/图

东山道德模范朱县担13年照顾植物人儿子不言弃——

日夜劬劳少睡眠 只盼听儿叫声爸

朱县担为儿子洗脸朱县担为儿子洗脸

10月 8日，一场体育用品爱心捐赠
仪式在常山开发区第二中心幼儿园举
行。受张志清的委托，常山开发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分别向常山开发区教育局、第
二中心幼儿园赠送足球和篮球共120粒。

“我从小就热爱运动，很喜欢打球，
但当时家里穷，学校设施也简陋，没多
少体育器材。”张志清告诉记者，为了弥
补儿时的遗憾，希望通过此次向学校、
幼儿园捐赠体育用品，让孩子们能打上
球，多参加体育运动，避免过度沉迷手
机和电脑游戏。

张志清是常山籍转业军官、湛江市
公安局警务保障中心四级高级警长。
1989年 3月入伍后，张志清通过勤奋努
力考上了军校，从一名士兵逐渐成长为
连长、营长，又晋升为副团长，在部队曾

荣立三等功 4 次。2016 年 3 月转业，先
后在湛江市消防局和公安局警务保障
中心任职，由于工作认真、业绩突出，被
广东省消防部队多次评为“优秀党务工
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基层
干部”；被共青团广东省委评为“全省优
秀基层团干部”。

投身军旅时，他把青春和汗水奉献
给了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在退伍转业
后，仍不忘军人本色，不仅把新的岗位
当成另一个战场，还热心公益，多次捐
款捐物回报家乡。自 2007 年以来，张志
清先后向柘林小学、观竹小学、北区中
心小学、常山中心小学、溪墘小学等校
捐赠体育器材，共计 25000多元。

“当过一天兵，一生是军人。”张志
清说，从入伍到现在，一晃几十年过去
了，但他认为军人的精神是他的灵魂所
在，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

⊙记 者 王琳雅
通讯员 戴伟国 黄志亮

方文豪 文/图

常山籍转业军官张志清：

退退伍保持军人本色伍保持军人本色 热心公益回报家乡热心公益回报家乡

在 上 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 ，在
打响八闽第一枪、素有“福建井
冈山”之称的革命老区长乐乡，
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先行者和英
雄 前 辈 。他 们 像 一 只 只 红 色 雄
鹰，游弋在红土地上空。在白色
恐 怖 年 代 里 ，他 们 利 用 深 山 密
林 的 地 理 优 势 ，巧 妙 开 展 革 命
斗 争 。烈 士 罗 育 才 就 是 其 中 的
一位杰出代表。

今 年 国 庆 节 长 假 期 间 ，长
乐乡秀山村下洋子自然村迎来
一拨来自广州特区的年轻客人
龚振志、黄灵文、杨任平 ，他们
都是罗育才烈士的曾孙罗永流
的朋友。“我们驱车走高速公路
近七个小时，就是想追寻、缅怀
革 命 烈 士 罗 育 才 ，好 好 了 解 一
下先烈的故乡！”

罗育才故乡秀山村下洋子
是藏在山里的一个盆地。村口，
百 年 古 松 高 高 耸 立 ，杉 树 柯 树
郁 郁 葱 葱 。一 座 崭 新 的 综 合 文
化活动中心就坐落在村口道路
内 侧 ，活 动 中 心 前 面 留 有 一 块
开阔的平地，绿草如茵。

“ 我 们 村 将 在 活 动 中 心 里
面 布 置 罗 育 才 图 书 室 ，供 村 里
面 的 孩 子 读 书 ，同 时 还 要 在 这
块 平 地 上 ，用 我 曾 祖 父 的 名 字
命名，建设育才广场，以此纪念
我 的 曾 祖 父 罗 育 才 ，教 育 子 孙
后代缅怀先烈、不忘历史！”罗
永流介绍。

沿着水泥硬化的村道进入
村 内 ，只 见 山 脚 下 处 处 有 小 洋
楼 拔 地 而 起 ，显 示 着 小 山 村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生 机 和 活 力 。一
群年轻人漫步来到罗育才故居
门 前 ，只 见 这 里 只 剩 下 一 个 破
旧的门楼，房子主体均已坍塌。

“ 这 座 房 子 曾 经 被 国 民 党 焚 烧
过三次！”前来招呼客人的罗育
才的大孙子罗来富说道，“我爷
爷就在这房子里出生长大。”

罗永流新盖好的小洋楼紧
靠着罗育才故居。罗永流一边热
情招呼朋友喝茶，一边拿出他家
珍藏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
部于 1983 年 10 月 15 日颁发的罗
育 才 烈 士 证 明 书 。上 面 正 文 写
着：罗育才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中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
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据 介 绍 ，罗 育 才 烈 士 小 名
罗养成，学名育才，曾化名罗铁
仙。他父亲罗则习，务农兼做贩
卖 烟 叶 的 小 生 意 。母 亲 是 一 个
字都不识的家庭妇女。他居大，
下有弟妹三人。读私塾时，罗育
才 由 于 才 华 出 众 ，博 得 罗 姓 家
族 支 持 ，获 得 宗 族 祠 堂 租 谷 资
助。从平和县城中学毕业后，罗
育 才 回 到 家 乡 ，为 山 村 子 弟 开
办教育。

“他的声音洪亮，性情爽直
豪 放 ，刚 强 锐 敏 ，是 个 英 勇 果
敢 ，不畏强权的人 。”从长乐乡
走 出 去 的 老 红 军 、生 前 历 任 福
建医学院副院长、党委常委、纪
委 书 记 的 罗 壮 丹 1983 年 在《回
忆烈士罗育才》一文中写道。

1926 年 12 月 间 ，共 产 党 员
朱 积 垒 受 两 广 区 党 委 委 派 ，回
平 和 县 发 动 农 民 运 动 。朱 积 垒
派陈彩芹在长乐乡以教私塾为
掩护，组织群众开展农运。这期
间 ，罗 育 才 同 志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党。入党后，罗育才在老家下
洋 子 周 边 一 带 利 用 宗 族 关 系 ，
互 相 串 联 ，组 织 农 会 ，发 展 组
织。1927 年农历八月间，成立了
平 和 县 农 民 协 会 ，罗 育 才 同 志
被 选 为 县 农 民 协 会 委 员 。1927

年 12 月间，罗育才担任县工农
自 卫 军 常 备 队 队 长 ，每 天 训 练
县工农常备队。

1928 年 3 月 8 日，平和暴动
队伍攻进平和县城救出被捕农
友后，主动退回长乐乡。由于朱
积 垒 在 攻 城 时 受 伤 ，身 为 暴 动
副总指挥的罗育才担起了保卫
长 乐 革 命 成 果 的 担 子 。他 发 动
群 众 修 筑 工 事 ，对 过 往 行 人 进
行 检 查 ，封 锁 通 往 县 城 的 各 条
要 道 。这 期 间 国 民 党 军 队 对 长
乐多个乡村先后进行了四次进
攻 ，罗 育 才 和 县 委 县 农 会 领 导
组 织 各 村 农 会 武 装 ，坚 决 抵 抗
敌 人 的 进 攻 。当 时 平 和 县 反 动
当局下令悬赏五百银元通缉罗
育 才 。罗 育 才 由 此 化 名 罗 铁 仙
坚持地下游击斗争。

在 罗 育 才 的 带 动 影 响 下 ，
许多乡亲都投入了革命队伍的
怀抱，包括他的父亲罗则习、弟
弟罗龙章、妹妹罗瑜。

在 革 命 斗 争 实 践 中 ，罗 育
才 得 到 很 好 的 锻 炼 成 长 ，展 现
出 较 高 的 军 事 才 能 。1929 年 秋
天，罗育才和陈彩芹、朱赞相带
领长乐游击队攻打永定象湖山
民 团 据 点 ，打 通 平 和 县 和 永 定
县的交通线。1930 年 4 月间，平
和 县 独 立 营 在 象 湖 山 正 式 成
立，罗育才任营长。1930 年下半
年 ，闽西红九军、红十二军、红
廿 一 军 三 次 出 动 攻 打 广 东 东
江 ，罗 育 才 带 领 独 立 营 积 极 配
合 作 战 。独 立 营 在 保 卫 交 通 线
和 饶 和 埔 三 县 苏 区 斗 争 中 ，起
了很大作用。

1930 年 底 至 1931 年 初 ，驻
漳州的军阀张贞大举围剿闽西
苏 区 和 饶 和 埔 苏 区 。罗 育 才 率
领 部 队 转 战 饶 和 埔 各 地 乡 村 ，
配 合 红 四 十 八 团 与 敌 人 周 旋 。
1931 年 3 月间饶和埔县党政机
关和县独立营及红四十八团奉
中 共 闽 西 特 委 命 令 ，撤 退 至 永
定 县 虎 岗 乡 ，编 入 闽 西 红 十 二
军 。这 一 时 期 ，罗 育 才 在 所 谓

“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肃反运动
中 横 遭 逮 捕 ，连 同 县 里 其 他 领
导一齐被冤杀，年仅 29 岁。所幸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后 ，罗 育 才 得
到平反昭雪，被追认为烈士。

英 烈 功 勋 彪 炳 史 册 ，烈 士
精 神 烛 照 未 来 。漫 步 在 下 洋 子
村 内 ，处 处 可 以 感 受 到 英 雄 灵
魂 还 在 这 片 红 色 土 地 上 飘 荡 。
作 为 罗 育 才 烈 士 的 后 代 ，曾 孙
罗 永 流 、罗 永 初 兄 弟 俩 一 个 在
广 州 经 营 广 告 公 司 ，一 个 在 福
州从事快递行业。“我们村里外
出 的 青 年 ，心 里 都 装 着 祖 辈 敢
于斗争的精神。只有不懈努力，
创 造 更 加 幸 福 的 生 活 ，才 是 对
先烈们的最好纪念。”

⊙罗龙海 文/图

国庆长假期间，长乐乡秀山村迎来一拨游客。
他们追寻罗育才烈士足迹，聆听革命历史故事——

红土地飞出的红色雄鹰

本报讯（高加聪 文/图）可能是蛇洞里面太过闷热，趁台风来临之际，蟒
蛇本想出门透透气，一路觅食，殊不知饱餐后被困鸡圈。10 月 12 日，漳州市
公安局海门海防派出所民警将其及时放生。

当天上午 6 时，海门海防派出所民警接辖区蔡先生求助称：在其鸡圈
里发现一条大蟒蛇，样子十分吓人。为避免出现蟒蛇伤人事故，民警第一
时间联系专业林业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抵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蟒蛇被渔网
缠住不能动弹，仔细一看还挺着“大肚子”。民警第一时间疏散周围群众，
并备好剪刀、麻袋等工具，协助林业工作人员帮蟒蛇脱离危险。当民警和

林 业 工 作 人 员
将大蟒蛇抓出来
后，惊奇地发现
鸡圈里面还藏着
一条相对较小的
蟒蛇。随后民警
和工作人员一同
将 小 蟒 蛇 抓 出
来。

经 测 量 ，大
蟒蛇长约 6米，重
约 40 斤；小蟒蛇
长约 1.3米，重约
10斤。经了解，早
上蔡先生的母亲
刚 要 喂 鸡 的 时
候，发现鸡圈 内
一只鸡都没有，
正纳闷时惊奇地
看 到 一 条 大 蟒
蛇。最后，民警协
同林业工作人员
将 蟒 蛇 转 移 到
距 离 村 庄 二 十
多公里的山间水
库放生。

大小蟒蛇被困鸡圈
民警及时救助放生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当蚊虫落
在身上，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用手将
虫子拍死。但是，有时候这一拍，却能
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几天前，市
民阿成（化名）在浦南一家农家乐中烧
烤，一只“飞天虫”落在他的脖子上，他
随手一拍，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伤害。

当天，阿成返回家中后，脖子传来
一阵火辣辣的痛感，皮肤红肿、痛痒难
耐。隔天一觉醒来，脖子处红肿加重，
且长出脓疱，疼痛愈烈。随着红肿越来
越厉害，并且伴有烧灼性的疼痛感，阿
成赶紧来到正兴医院急诊科就诊。

原来，阿成拍死的虫子不是普通
的虫子，是隐翅虫。接诊的急诊科医生
仔细观察了阿成的皮疹：边界清楚的
红斑，红斑上可见脓疱，结合阿成的自
觉症状：烧灼、刺痛，最终诊断为隐翅
虫皮炎，随后对其进行了对症治疗。

“遭遇此虫，千万不能拍打，轻轻
吹走即可。”医生介绍，隐翅虫体内具

有 3 种强烈的接触性毒素，若虫体破
裂，毒素与人体皮肤接触，即可导致皮
炎发生。隐翅虫皮炎多发于夏秋，导致
感染隐翅虫皮炎并不是因为虫子叮
咬，而是因为隐翅虫的体液本身带有
毒性，如果把隐翅虫拍落或者不小心
碾压到它，导致它的体液破溃，沾到人
的皮肤上就会导致隐翅虫皮炎。

隐翅虫体液接触到皮肤，会在面、
颈、四肢和躯干等暴露皮损部位出现疼
痛灼痒、片状水肿性红斑或小脓疱、糜
烂。严重的还会出现皮肤坏死、发热、头
痛、头晕、恶心、淋巴结肿大等不适症状。

急诊科医生表示，在接触到隐翅
虫毒液后，一般 2-4 小时内会出现片
状、条状水肿性红斑，皮肤会发痒、灼
痛，严重的会出现水疱或坏死。当皮肤
接触到隐翅虫毒液时，可用肥皂水紧
急冲洗，随后到医院检查治疗。医生表
示，若没有积极规范处理，很可能引起
更严重的感染。

遇到这虫子:

千万别像拍蚊子一样拍下去！

隐
翅
虫
（
资
料
图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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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张志清的委托，常山开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分别向开发区教育局、第
二中心幼儿园赠送足球和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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