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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袁润熙出生在
一个中医世家，祖父和父亲
都是镇上小有名气的中
医。从小耳濡目染医学文
化的他，在1960年进入宁德
军分区后便加入了卫生所，
成为了一名卫生员，凭着对
医学的热爱，他不断钻研苦
读，先后掌握了中医、西医、
推拿等多种医术。

一干就是 39 年，直至
1999 年从宁德军分区卫生
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休。原
本可以安享晚年的他仍想
着发挥余热，为此在军休所
里找了一间办公室帮大家

治疗，而且分文不取。
后来慕名找袁润熙的

人越来越多，他也把诊室搬
到了家里。

在口口相传下，每天找
上门的病人少则二三十人，
多则五六十人，里三层外三
层将他团团围住，有时家比
医院门诊还热闹。

“家里都快成医院了。”
虽然老伴会时不时地念叨
他，但对他的义诊却给予极
大支持。儿子为了让他方便
义诊，将宽敞的后院改成了
阳光房，专门用作看诊场
所。在医学院学习的孙子每

到放假便回家帮忙当起志愿
者，给袁润熙当起了助理。

对于家人来说，最无奈
的是吃饭时响起的敲门声，
这多半是患者登门求医。
这时，袁润熙总是会搁下碗
筷，立马起身为人看诊。往
往当患者连连致谢离去时，
饭菜都已凉透。

“我觉得病人在特殊的
时间上门，肯定也是迫不得
已，如果碰上发烧的患者，
更是不容片刻怠慢，而饭是
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的。”袁
润熙说。

有一次，袁润熙参加完

军休所的集体活动，比往常
迟了些回家，等他到家门口
时，一位前来问诊的患者抱
怨道：“这都几点了，还不上
班！”袁润熙笑着与他解
释。当周围的群众都为他
打抱不平时，他却说，来看
病的人心里都是着急的，要
多理解人家。

随着上门求诊的人越来
越多，有人劝袁润熙，不如收
些诊费，也有人给他塞红包，
但都被婉拒。他说：“我的一
生并没有作出什么大的贡
献，退休后能吃饱喝足已很
知足，应该多发挥些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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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军医 坚持义诊24年
宁德市军休所军休干部袁润熙，用医者仁心和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

面向科特派研修班
的学员分享时，讲惯了
课的他紧张得头顶冒
汗：“在座的科技特派员
多数是各大高校的农业
技术专家，我一个‘土专
家’怎么好意思在台上

‘滥竽充数’？”但一谈起
送技术到田间地头，给
菇农讲课，他眼里就有
了光：“看着大家学习技
术的渴望眼神，讲课到
多晚我都愿意！”他将深
奥的农业技术变成浅显
易懂的种植科普，“竹荪
菌丝长得弱怎么办”“今
年竹荪市场如何”……
菇农最关心的，就是眼
下最直接的技术难题。

而今，退休 4个月的

高允旺，依然“退而不
休”，奋战在科技助力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一线。
10 多年前，一农户写信
给高允旺，说家中贫困，
没有什么好的生计，他
只能背井离乡到外地打
工，但“与其在这帮别人
打工，不如回来跟您学
竹荪栽培技术……”

“经历坎坷的乡亲，
对我寄予致富的期许，
这是我持之以恒埋首田
间的动力。作为一名科
技特派员，我把技术变
成农户口袋里白花花的
银 子 ，让 菇 农 腰 包 鼓
起，我很开心呀！”回想
走过的路，高允旺充满
感慨。

要更好地帮助他人，首
先得自己手里有技术。半路
出家的高允旺对竹荪栽培一
窍不通，但凭着一身的闯劲、
韧劲、干劲，只要哪家农户竹
荪种得好，他就往哪家跑；哪
里有专家授课，他就去哪里

学。每天早出晚归，一心扑
在栽培技术研究上。

通过不断学习和自主
创新，他总结出利用竹屑替
代木屑栽培竹荪的“三增
加、建堆发酵”竹荪高产栽
培技术，创下亩产 100公斤
的高产纪录，比传统种植产
量翻一番，达国内先进水
平，成功破解竹荪种植产量
低的难题。以竹制品下脚
料竹丝替代木屑为培养料
的技术特点，也延伸了产业
链，变废为宝，菇农们纷纷
来取经。

“这是在全国推行的竹
荪种植技术，也是我的‘核
心技术’。”高允旺话里满满
的自豪。为了方便农民们
咨询，他利用墟日的上午作
为固定服务日，开设“科普
产销超市”，既不误农时，又

方便农户。
菇棚就是高允旺的实

验室。他相信“高手在民
间”，所以“能到田间去，不
在田埂上”，向菇农学经
验，总结提升再返回给菇
农，他在过程中创新了技
术，也把“干货”传授到菇
农心坎上。2012 年，他自
掏腰包开展林下竹荪种植
试验，以解决菇农反映的
大田种植年限增加后，连
作障碍导致竹荪产量下降
问题。经几年不断试验，
两块林下示范地创新种植
成功，让竹荪亩产干品达
19.5 公斤，亩纯收入 2000
元，实现竹荪栽培技术上
又一次突破。“追着农民
干，不如干给农民看。只
要创新有产量，能赚钱，大
家自然都认可。”

退而不休
奋战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一线

扎根田野 “能到田间去，不在田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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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2023年“感动福建”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正式启动。在感动人物征集阶段，
海都报报道了一位年逾古稀、医者仁心的军休干部——79岁的袁润熙。他自退休开始在
家中坚持义诊24年，寒来暑往，医者仁心，不分白天黑夜周末节假日，只要有病人需要，他
就在岗，他将救死扶伤作为一辈子的事业，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为民初心。

报道发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人被袁润熙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医
者仁心所感动。袁润熙也成功入围“感动福建”年度十大人物评选。今天，让我们再次
重温这位银发军医的感人故事。

在外人眼中，袁润熙
是一位思维敏捷、精神矍
铄的老人，身体定是十分
硬朗。但其实，他的身体
早就亮起了红灯。

2020 年的一天，袁润
熙如往常一样在家中坐
诊，突然心脏病发作，被紧
急送往 ICU病房。经过两
天的治疗，他才逐渐脱离
危险。家人们希望他能多
住院几天，多休息下，但袁
润熙却放心不下病人，坚
持要出院。最后，家人只
好同意他的决定。

“只要还干得动，我就
坚持干。”袁润熙不仅治愈
了众多患者，他的奉献精
神也感动了不少人，他们
也从病人变成了小院子里
的志愿者。

叶丽芳的母亲有多
年的肺部顽疾，在袁润熙
的诊治下恢复迅速，为了
表示感谢，她多次带着礼
物来到袁润熙家中，但所
有礼物都被婉言谢绝，这
深深触动了她。现在只

要一有空，叶丽芳就会主
动到袁润熙家中帮忙，维
持秩序、引导患者，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母亲的
病花了很多钱都没治好，
而袁老分文不取，我也希
望成为志愿者，传递他的
精神。”

如今，袁润熙家中的
志愿者越来越多，“医”味
逐渐浓厚，这也让他看到
了义诊的意义。“我们年纪
这么大了，能做的事情不
多，只要身体允许，我愿意
一直在院子里写处方，义
诊下去。”袁润熙说。

寒来暑往，医者仁心，
袁润熙不分昼夜，不管是
周末还是节假日，只要病
人需要，他就在岗。从 16
岁至今，他将救死扶伤视
作人生事业，用实际行动
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与梦想，先后获得“最美志
愿者”“八闽银发先锋”“福
建省最美退役军人”“中国
好人”“福建省道德模范”
等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医生，除了在
家中坐诊，他还常常跟随公
益组织前往乡村义诊，组建
志愿服务队，为偏远地区群
众送去更多健康福祉。

“老人身体多有慢性
病，下乡中可以及时发现问
题，帮他们诊治。”2019年，
袁润熙与军休所的6名军休
医护人员一道，成立了“退
休军医志愿服务队”，专门
前往宁德周边的偏远农村，
为留守老人诊疗。尽管舟
车劳顿，袁润熙却从不叫苦
抱怨。

从队伍成立至今，袁润
熙没落下一次志愿服务，每
次到村里他的位子前都格
外火爆，即便到了饭点，也
还是有很多人在排队问
诊。工作人员担心袁润熙
身体吃不消，想要劝村民早
点回去，却被他阻止了。他
诚恳地说：“我们难得来一
次，不能让大家失望而归。”
快速地啃完一口面包后，他
又继续投入到义诊工作
中。袁润熙知道村中老人
买药不易，每次下乡都提前
自费带上许多药，送给村中

的老人。
老同志无私奉献的大

医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许多年轻后辈。据宁德
市委老干部局一名工作人
员回忆，2020年，在一次前
往寿宁县竹管垅村开展的
义诊活动中，原计划只有半
天行程的老军医们主动推
迟返程时间，只是为了给更
多群众提供帮助。“返程车
上，看着老军医们疲累的样
子，让人既敬佩又心疼。”该
工作人员感慨地说。

谈及为何这么做时，袁

润熙说：“因为以前农村经
常缺医少药，父亲就有一个
习惯，我记得非常清楚，只
要是穷人来看病，他就只抓
药，不收钱。”他认为，自己
只是在传承父亲和祖父的
医风，在有能力和条件的情
况下，可以减轻部分人的经
济负担，看到他们康复后的
笑容，自己也很高兴。

“我始终记得，56年前，
我申请入党时，曾写下了

‘为人民服务’5个字，希望
能用行动回馈社会。”袁润
熙说。

医者仁心
只要病人需要他就在岗

发挥余热 他把诊室搬进家

下乡义诊 自费带药送村中老人

N海都记者
梁展豪 文/图

袁润熙为患者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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