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民生 3版·崇阳周刊
2019年9月25日 星期三

热线电话：0715-3383399

组稿：汪国文 责任编辑：柯常智

E-mail:xncyxw@163.com

“我与青山水库”征文

档案见证扶贫路
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 那些变化

崇阳县档案馆协办

崇阳县位於长江南岸，境内周山崇聚，峰
峦叠嶂，溪河纵横，雨量充沛，气候温润，既适
合楠竹杉树等植物生长，也适于病原菌真菌的
生长繁殖，故民间有“崇阳三多：楠竹杉木癞痢
头”之说。

癞痢头即头癣病，是由真菌感染所致，分
为白癣、黄癣两种，患者多是儿童、青少年，属
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地方性多发病。可以通
过理发工具和人的指甲等方式传播。建国后
1955年到 1964年多次开展头癣病的查治，疗
效甚微。1975年后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
小组和国家卫生部要求县级以上医疗 卫生单
位积极摸索防治头癣病方案。

崇阳县卫生防疫站探索岀“口服灰黄霉素
片，外敷中草药虎杖硫磺膏相结合的治疗方
案”，疗效显著。1976 年全县查岀头癣病人
11343人，患病率为 3.5％；可是今天的崇阳县
却找不到一个头癣病人，带着这个疑惑，笔者
来到当时头癣病发病较多的港口乡(原塘口公

社群力大队)碧山村采访，寻找答案——
我是港口乡碧山村村民，你别把“碧山”写

成南北的“北”哟，从《崇阳县地图》看我们村在东
南面、并不在北面，你现在看我们村山青水碧，家
家都住在小洋房里面过着美满幸福生活，很多村
民买了小轿车，再也不是以前的穷“北山”了。

我的名字嘛大家都喜欢叫我碧山“癞哥”，
你很奇怪吧？我满头头发为何叫癞哥，实话告
诉你：我在青少年时期头上长满癞疮、别人背
后叫我“强癞子”。

1961年启蒙上学、在本村老房子里听老师
讲课，晚上在煤油灯下用毛笔写作业。没有公
路、没有见过汽车，只见过来村里送报纸信件的
邮递员骑的自行车。上二年级时我头上长了一
块鸡蛋大的癞疮，两年后到塘口公社小学上学、
头上癞子长满了半个脑袋，奇痒难受，上课老抓
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直到皮破血流。更气
人的是上课时后面的顽皮同学、趁老师在黑板
上写字时，用压紧的纸团扔到我的头，引起全班

同学哄笑。后来老师把我和另一个癞子同学调
到最后一排。从此以后就觉得“颜面尽失”，不
愿意与同学们交往，课外活动经常一个人躲到
操场外的大树下看书。

1972 年我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用
现在的话说，正是花样年华，心里有种谈情说
爱的冲动，然而在劳动中青年人总是有意无意
的躲避我。也不能怪别人，自己的弟弟都不愿
意和我同床睡，看到枕巾上的血迹和癞屑，自
己都厌恶自己。当然想争钱治病，后来我学会
了犁田，每天劳动记工分从8分增加到10分，
成为一个“绣地球”的正式劳动力，年终结算，
每10分值二角四分钱，我家从多年的缺粮户
变成了余粮户，第一次拿到分配的三十八元六
角钱，心里盘算着还不够 4 个弟妹明年的学
费，哪里有钱去治疗癞子。

然而生活还要继续，我借小说书籍来打发
无聊的夜晚，到 1975 年先后看完了中国四大
名著、毛主席著作，特别欣赏毛泽东诗词，现在
还能背《送温神》，这是毛主席 1958 年 7 月 1
日，读6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
血吸虫病有感而作。“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
奈小虫何！……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
天烧”。对此诗情有独钟，心里盼望象消灭血
吸虫病一样消灭癞子病。然而现实依旧是“坐
地日行八万里”，每天赶牛犁田，独自对牛讲书
中的故事，寄托自己的情感。

1976年，父母眼看我年龄渐大、精神萎靡，
先后托媒婆在崇阳、通山多处帮我找“姑崽”，
对象见到我满头癞子，都婉转地拒绝了。人经
历了沧桑就不再护短，心情反而变得开朗起
来。有一天生产队长找乐子当众问我为何不
找姑崽？我说: 强哥头上的癞子——明摆的
事。此后村里年轻人都愿意同我交往，亲切地
叫我癞哥，我也乐意接受。

1977年阳春三月，犁耙水响。村里的高喇
叭里唱着毛主席的《七律 送瘟神》，那天上午，
我正在犁耙秧田，大队书记来喊我回家、说有

人找我，到家后才知道是县里来的灭病工作
队，他们每人都背着沉重的药箱步行，戴着一
顶写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红字草帽，那位穿
着白底红花衬衣、蓝裤的年轻漂亮的女医生告
诉我：戴眼镜的是县卫生局程(副)局长，带灭
病工作队到各地查治头癣病，介绍了另外两位
医生后说她自己姓苏。叫我登记了姓名、年
龄，查看了我的头癣病(第一次知道病名)，苏
医生把我的头发刮干净，用镊子夹棉球药水给
我清洗头癣，涂上厚厚一层黄色药膏，包上纱
布胶带，头上顿觉清凉舒服，第一次与美丽漂
亮的女医生近距离接触，内心十分感激并有一
种说不明的幸福感！她把一瓶灰黄霉素给我，
叫我按照说明服药，并且告诉我两天后再来观
察上药，第三天下午苏医生和另一名男医生来
查看，说有疗效，跟上次一样给清洗上药包
扎。第六天他们俩又来给我换药，给我留下三
瓶灰黄霉素、一合虎杖硫磺膏和清洗药等，叫我
按照他们的方法换药，一个月后去卫生院复查，
完全好了后用生姜擦头皮，能长出新头发。自
始至终没有收我一分钱，也没有吃我一餐饭，我
十分内疚！眼睛里饱含泪水与他们告别。心中
默默祝福这些承担政府使命、踏遍山水为人民
治病的白衣天使青春永驻，永远不老！

一个半月后，头上大部分长出新头皮，还
有2个小斑点未痊愈，我按照苏医生的嘱咐去
卫生院复查，卫生院的朱医生当即给我上药，
又给了两瓶灰黄素和其它内服药外用药，也没
有收钱，叮嘱我每天用生姜擦头皮助长新发。
我向朱医生打听灭病队，说灭病队苏医生他们
去高枧大源查头癣病了。三个月后痊愈，我对
着镜子看着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大叫起来：人
民政府的药水真有效！

几个月不见、我长出一颅黑头发，很多人
惊讶地问：听医生说癞子治不好，你是怎么治
好的？我的回答是：华佗无奈，政府有(办)
法！当然，我也找到了一位既美丽又贤惠的妻
子生了儿女，这是后话。

“头癣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慢性传
染病，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曾指示要
消灭此病”。1976 年 3 月 9 日，崇阳县卫生科
(局)发［崇革卫防字(76)08号］文件，成立县灭
病工作队，分赴全县查治头癣病。1978年崇阳
县卫生防疫站因查治头病成绩显著，被邀请参
加“全国防治头癣经验交流现场会”。并在会
上交流题为《坚持反复查治，尽快消灭头癣》材
料，材料反映“据1976年调查：全县545个适龄
青年因患头癣病不能参军入伍，有339个二十
岁以上的大姑娘头上长癞子，15 岁以下的有
90 多人，这些人验兵不合格，招工没人要，找
对象无人爱，读书讨人嫌，他们精神萎靡不振
健康受到影响，家长为自己孩子头上长癞痢而
耽心”。1977年8月23日，国家副主席李先念
在卫生部编辑的“湖北英山防治头癣工作经
验”的简报上批示：“头癣病虽然不死人，但是
人民很讨厌，…不断总结提高，下大决心，坚决
把这种病消灭掉”。

1978 年初，湖北省卫生(局)厅“转发卫生
部下达的《全国头癣病防治工作规划》，要求全
省卫生部门一定消灭头癣病。崇阳加大灭病
工作队人数，采取灭病队与各公社卫生院、大
队赤脚医生三结合的方法，在全县开展大规模
免费查治头癣病，到1979年9月全县11343名
头癣病人全部免费治愈，仅药费灰黄霉素一项
耗资27860元。同年10月，经省、地(市)检查验
收宣布：崇阳县消灭头癣病。11月20日，国家
卫生部授予了崇阳县卫生局“在防治头癣病工
作中成绩优异”的奖状。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
领导小组奖一台电子挂钟。此后到1985年10
月，对已经消灭的头癣病、丝虫病、肺吸虫病、
地方性甲状腺肿与克汀病等地方病，由县卫生
防疫站进行长达6年的监督监测未发现头癣病
例，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给崇阳县卫
生防疫站颁发了“全国防治地方病先进集体”奖
状。最终结论：崇阳县彻底消灭了头癣病，这就
是我们至今看不到癞子(头癣病)的答案！

（作者单位：崇阳县卫健局）

“华佗”无奈 政府有“法”
——崇阳消灭头癣病（癞痢头）往事记忆

○ 庞道斌

崇阳县青山镇，原华陂公社，地处崇阳县
南部，地理条件独特，山青水秀。20世纪60年
代，经中央批准，在这里修一座国家级大型水
库。集鄂州，赤壁，通城，崇阳四县 7万人之
力，经过长达14年的艰苦卓越的劳动，终于修
建成总库容量 4.5亿立方，平均水域面积 18平
方公里，平均来水量 3.7亿立方的国家级大型
水库。水库坝高 127.5米，坝长 507米，坝顶宽
60米。雄伟壮观，风景秀丽。己成为鄂南边陲
上一颗璀璨明珠。

成功的背后，在那科技不发达，靠人海战术
办大事的年代，青山水利工程建设史同样是一部
可歌可泣的英雄血泪史，翻开那段历史的每一
页，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跃然在我们面前。下面
主人公，平凡而伟大的事迹，就是其中之一……

十年历风雨，轻伤重伤不下线

1969年2月，青山水库建设初期。家住青
山铺前村，时年16岁本该在校读书的胡志军，
被急招建设工地青年团部当通讯员。胡志军
个子不高，还是个稚气未干的小伙子。人活泼
可爱，加上精明能干，又能吃苦耐劳，很是招人
喜欢。二个月后，由于工地急需要人，又被调
到工地上丈量土方，兼记工员。1970年 3月，
开始撤围堰，准备大坝清基和西干渠涵洞同时
进行。胡志军又当上团部施工员。

1970年 7月，大坝东边，沿山脚下修条公
路上坝，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上天气炎热胡
志军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昏倒在地，被同事救
起强行休息一天后又继续投入战斗。

10月的一天，打路基放炮，由于引线太快，
光秃秃的山坡无处掩体，胡志军躲闪不及，背
部被一个飞石砸中，住院半个月。至今仍留碗
大的伤疤。在住院期间，有好心人劝他，工地建
设都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事，你还年轻没娶
亲成家，要是留下什么病根，一生就怕完了，不

如趁此机会回去算了。胡志军听后回答：“我不
走，领导相信我，工地上需要我，工程全部完工
我才走。”回答朴实无华，但诚心铁骨可见。

1974年6月，西干渠遂道开挖正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胡志军上晚班。解放鞋磨烂了几双
的他干脆赤脚干活。由于夜晚光线不好，地上
有脚背深的水，胡志军担着一担石子脚下一
滑，被一块锋利的石块划破右脚板，顿时鲜血
直流，地上的水都染红了。在工地医院逢了六
针，住院五天后，不听医生和同志们劝阻，他又
一拐一拐地上工地帮助干活。

8月，东干渠点炮炸石。为了当地群众安
全，白天打眼堵药，深夜点炮。胡志军最多时一
夜点炮100多个炮眼，人称"点炮神手″。可这双
神手在一天中午出了意外：在准备堵药放雷管
时，由于夏天阳光照射温度太高，雷管碰撞炸响
了，右手被炸烂，经抢救无效截肢，留下终身残
疾。三个月后，胡志军重返工地。指挥部安排
当正宣员，并开始用左手刻苦练字。一年后，由
于缺人，一只手的他又被调工地上当点炮手。

胡志军从 1969年 2月进青山水库工地，
一干就是10多年，经常夜以继日的劳动，作风
过硬。他先后当过记工员，施工员，巡查员，正
宣员，还当过赤脚医生。10年中有7年没回家
与家人团聚，守护着工地。胡志军多次得到了
领导的表扬。1978年，胡志军向工地建设指挥
部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被
组织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命悬阴阳界，阎王畏惧铁骨人

1974年，大坝东干遂道开始动工修建。
胡志军被调来在最需要人的遂道底层 开挖，
为了赶进度实行三班倒，轮流作业。由于胡志
军年轻，家中无牵挂，替别人顶班是常有的
事。他也从不计较，乐于奉献和帮助别人。到
1979年12月遂道对通前，己连续上了4个月的

深夜班，真是铁打的胡志军啊！
1979年春节前9天，大部人已放假回家准

备过年。胡志军又准备在工地上过年，还有陈
和泉、赖中良三人轮流值班。这天他同往常一
样上了深夜班，22号早晨 8点下班，准备去休
息。然而，命运总是那么捉弄人，该接班的赖
中良得到家里送来的信，小孩病重，急需回
家。接到这个消息的赖中良傻眼了，看着胡志
军默默无语。他心里知道，要回去又只有让眼
前这个顶了一次又一次班，已经很劳累的小伙
子再次顶班，于心不忍。不回去，家里着急，怎
么办？赖中良犹豫着。胡志军知道情况后，二
话没说，主动答应帮忙顶班，让赖中良回去，带
孩子治好病。就这样，胡志军不顾上深夜班的
疲劳，连续作战在遂道里。

22号晚上 8点，又到了点炮炸石的时侯。
15个炮眼5人分点每人三个。按正常情况，十
分钟点完，一米五长的导火线让人走出遂道外
没问题，人是安全的。然而，当胡志军点第三
个炮眼时，导火线由于质量问题，一点就着，轰
的一声巨响，把胡志军轰上洞顶，又重重的摔
下来。还没反应过来的胡志军，想站立起来，
争扎着爬起来又倒下，爬起来又倒下，人的本
能反应和坚强的意志，又促使他又往洞外方向
翻滚了十多米，终因伤势太重，动弹不了。此
时的胡志军还不知道自己已混身是血，右脚严
重骨折，左脚粉碎性骨折，已是命悬一线。己
跑出洞外的陈光辉(指挥部施工员)，目睹这惊
心动魄的一幕，先是惊呆了，随即反应过来冒
险跑进洞，抓住胡志军衣领迅速抢救拖出洞
外。没有担架没有车，陈光辉，王武华等四人
就用门板抬着急忙赶往距工地两公里外的工
地医院。在不平的路上抬着，赶着，突然，陈和
泉脚拌到一个石头，跌了一下门板一斜，胡志
军滚了下去。啊！四人吓得魂都丢了。距路
几十米高的下面是两丈多深的潭水，如此重伤
的胡志军掉下去绝无生还可能。几个人正愣
在那里发呆，只听见坡沿边有呻吟声，借着朦
胧月光一看，胡志军被一排茅草枝杈拦住没掉
下去。谢天谢地，真是吉人天相，他们迅速又
抢拉上来放门板上，赶到工地医院。

人命关天，这在青山水库建设工程十年中，
虽然不是独一无二，但也是少有的。指挥部迅
速报告指挥长胡楚英。胡指挥长在县城开会，
得到报告后立即批示，“不惜一切代借抢救生
命”。工地医院没有救护车，怎么办？只好从县
城里调，车联系好了又没油。真是“火烧屁股
撩着心”，时间就是生命，大家心急如焚，都为
胡志军捏一把汗，不知能否闯过这一关。

只在工地医院作简单处理的胡志军，人虽
不能动弹，但神志还清醒。看着大家都为自己
着急，还忍着剧痛轻松的说："不要紧的，阎王
爷不会收我的，我命硬着呢！”

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每秒都紧紧揪着
大家的心，两个小时过去了，胡志军状态越来
越差，10点多钟，终于等来了救护车，虽说生命
还是未知数，但救护车的到来，给大家带来了
希望，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截。迅速上车，迅
速往县医院赶。10分钟后，救护车从工地医院

出发了。工地与县城不到二十公里，但路不好
走。随行人由于时刻担心胡志军出现意外，都
觉得好漫长呀！晚上十一点多，到了县医院抢
救室，胡志军己处于半昏迷状态，抢救室医生
不敢怠慢，迅速检查后准备手术。

手术进行到第二天零晨六点，由于伤势太
重，其间特请上级医院专家来帮忙，胡志军从
进手术室昏迷一直到第二年即 1980农历当月
16日，整整昏迷 20天才醒。用铁骨铸就灵魂
的胡志军，死神也让他三分。他终于从阎王那
里打个转又回来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的命
硬着呢！

然而，磨难还不止于此。胡志军清醒后，
发现自己好象双耳听不见了，他试着动动双
脚，又发现左脚板没有痛感，经医生检查，耳朵
听力只有20%。打开脚上绷带，左脚踝骨以下
整个皮肤变黑，脚背脚板怎么弄都没什么感
觉，并有上沿的趋势。截肢。由于当时伤势太
重，踝骨炸烂，加上医疗水平有限，细小血管没
接上，踝关节以下缺血导致坏死，截肢成了唯
一选择。左脚截肢，右脚安钢板，一直住院至
1980年8月底。

至此，胡志军健全的四肢只剩下左手了。
胡志军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说形象就连衣、
食、住、行等生活起居都是问题，特别是上厕所
最为不便。跌倒是常有的事。 这在心理和生
理上形成巨大的落差。住院期间，得到了领导
和同志们的关心，指挥部派专人照顾。给了胡
志军很大的鼓励。很多人既为胡志军的事迹
所感动，也为胡志军今后的人生担忧，命是拣
回来了，可只有左手的他今后怎么活？ 胡志
军不管这么多，在住院 8个多月里，除克服了
生活自理极为不便带来的困难和折磨外，精神
上更是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既然命
运选择让我残疾，我就应该面对现实，以重整
旗鼓上战场的斗志，笑对今后的人生”。出院
后到武汉安置假肢三个月。安假肢也是件非
常痛苦的事，接触面经常红肿，痛苦不谌，死皮
磨了一层又一层。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在
意志顽强称得上铁人的胡志军面前都一一低
下了头。

毅辞铁饭碗，铮铮铁骨拼人生

1980年 月，历时 14年的青山水库建设工
程全面完工。成立了青山水管局，专门负责青
山水利工程守护，电站发电，大坝维修和日常
管理。胡志军作为对工程建设有突然贡献的
特级伤残人员，1981年3月被组织照顾性安排
在水管局上班。上班后，胡志军发现，水管局
岗位少，想进来上班的人多，经常不断有人来
吵闹，甚至有人拿起被子睡到水管局办公室要
工作，领导很是烦恼。胡志军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经过几天的考虑，胡志军有个大胆而冒
险的想法——辞职。一来可安排一个急需安
排的人员，二来让领导好做上访人员的思想工
作，胡志军自己是特级伤残人员，都为国家着
想辞职，这种现身说法不正好是正面宣传的典
型么？他立马把自己的想法跟水管局长王春
祥汇报，王春祥局长不敢作主，胡志军又找到

当时华陂公社书记洪致祥汇报自己的想法。
洪致祥书记开始也不同意，后经胡志军再三请
求，终于同意了。1981作年 10月上班七个月
的胡志军没有享受政府安排照顾，毅然决然辞
职，这在当时的影响比放炮炸石还响。果然象
胡志军想的一样，他的辞职为水管局解决了一
批批上访要工作的矛盾问题。在领导和老百
姓心中，胡志军不仅身残志坚，还是个品得高
尚的人。

辞职后，时间到了 1981年冬天，当时正值
改革开放初期，生活门路多。可对胡志军来
说，既无资金本钱，身体又高度残疾，怎么来赚
钱养活自己成了难题，当初辞职只是为政府和
别人排忧解难，并没有为自己多作打算。善于
动脑筋的胡志军，开始捉摸，他白天迈着一只
安钢板，一只安假肢的双腿，步履艰难的在县
城调查考察，夜晚在家看新闻，捕捉信息，掌握
政策。

一个星期后，他决定先从本小易做的线头
做起。于是从亲戚邻居那里借了 80元钱起
本，买了各种逢衣线，用筲箕在西街中药材门
店前，顶风冒雨摆起了地摊。一段时间后，生
意渐渐好起来。但由于本小利薄，资金少存不
了几多货，需要经常往返武汉进货，时间长了，
武汉辉煌线厂对胡志军信誉，诚意，人品都非
常了解，特地赊货给他，卖完了付款。这可帮
了胡志军大忙，他可一次性多拿货来到各乡村
裁缝店送货，也先用后付款，这样促进了进销
渠道畅通，生意越来越红火，小百货品种也逐
渐多起来。县城大街小巷，各乡村小路经常见
到胡志军单手骑车送货的身影。三年后街道
整顿，小百货摊蓬全部搬到西门市场集中经
营，胡志军租了固定摊位，后又搬到工业品市
场，一干就是38年。

38年来，胡志军不辞劳苦，起早摸黑，寒来
暑往，风霜雪雨，足迹遍布全县 12乡镇，克服
重重困难，以自己瘦小高残身躯，以钢铁般意
志撑起一片天地。

胡志军在他30岁那年蠃得了小他10岁的
回族姑娘定建华的芳心。定建华，个子高高
的，贤淑能干，从外貌上看两人不般配。但能
看上胡志军，全凭他英雄般的事迹、人格魅力
和社会责任感深深打动了定建华的心，她觉得
胡志军身残志坚，一定是个有作为和靠得住的
人。婚后夫唱妇随，共同拼博，把家建设得幸
福美满。羡煞几多人！

胡志军以自己的铁肩担起了社会责任。
1998年嘉鱼牌洲湾洪灾，他主动带头捐钱捐
物，并号召工业品市场所有个体工商户奉献爱
心。这些个体户都是老弱病残的多，本需社会
关照。但在洪灾面前，在胡志军带领下，都勇
跃捐助，几天时捐全新衣物一大车，现金18000
元。此举得到了县委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赞扬。

1993年至 2002年，连续 10年被省、市(地
区)、县评为"咸宁地区劳动模范”、”湖北省文
明经营户“、”百星耀鄂南“荣誉称号。

几十年来，胡志军用他不平的双脚，把风
风雨雨的人生道路走得出奇的正确、稳当！如
今，他已 66岁，有一双儿女。家住小洋楼，生
活无虑。身板依然硬朗，仍然把持着他的小百
货生意；人依然很精神、乐观；仍然拒绝低保和
残疾补贴；仍然在平凡中保持着铁骨奇风！

“铁骨”奇人胡志军
文/ 王晚斌

本文作者采访胡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