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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孙双华参加了河南省组建的
中国第 14批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在埃塞
俄比亚最大的医院——亚的斯大学附属黑
狮子医院神经外科工作。

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两年间，他时
刻牢记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以祖国名誉

为重，以鹤壁形象为重，以白求恩大夫
为榜样，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用智慧和
双手救死扶伤 ,为保障受援国人民的健
康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被埃塞俄比
亚政府称为“近年来在埃塞俄比亚最具
影响力的中国医学专家”，为祖国赢得
了赞誉。

2008年 12月 5日，在外交部、卫生部、
商务部举行的纪念我国援外工作 45周年暨
表彰大会上，孙双华荣获援外医疗队员的
最高荣誉——全国援外医疗先进个人，受
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埃塞俄比亚政府授予孙双华同志国际
援助专家的最高荣誉——“杰出援助专
家”。同时，孙双华被该国著名的亚的斯大
学聘请为客座教授，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
位中国籍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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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鹤壁市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一 名 普 通 的 神
经外科大夫

孙双华

历任班长、排长、参谋、副中队长、中队
长等职务，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
队二中队长，国庆 60周年阅兵时任三军仪
仗队旗手。

入伍以来，朱振华始终加强理论学习，
担任军旗手和执行队长期间，先后完成 400

多次仪仗司礼任务，并高标准完成国庆 50
周年阅兵的标兵任务，澳门回归升旗、国庆
60周年阅兵军旗手等重大任务。在受领国
庆 60周年阅兵任务后，他还配合徒步方队
指挥部先后完成受阅队列动作拍摄、进行
示范教学等任务。

参军入伍以来，朱振华舍小家为国家，一
直默默无闻地干好本职工作。入伍4年后，他
才第一次探亲回家。担负国庆60周年阅兵任
务期间，年幼的孩子生病住院，朱振华都没有
时间照顾。训练中，朱振华对自己要求苛刻，
敢于吃大苦、耐大劳。截至2003年，在担任军
旗手和执行队长期间，他亲自上场完成了400
多次仪仗司礼任务，特别是在2009年国庆阅
兵过程中，作为队员兼方队教练，他积极钻研
改进方法，研制了转头角度尺、踢腿练习器等
辅助工具，显著提高了训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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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
入伍，1996 年 12
月入党，本科学
历，河南滑县人

1989年，李敬斋被确诊患上了股骨头坏
死症。抱着一线希望，他拿着东借西凑的
2000多元钱赴穗求医，但这些钱远远不够医
院的治疗费用。在主治医师、广州中医大学
袁浩教授的争取下，医院同意将住院费减
半，还安排李敬斋的妻子在医院做临时清洁
工，免了她的陪护床位费。出院时，李敬斋
还欠1000多元的医疗费，袁浩又偷偷帮他垫
上，并为他们买来回家的车票。此后的19年

间，李敬斋和袁浩教授一直保持着联系，教
授对李家的帮助很多，李敬斋报恩的念头与
日俱增。2008年9月，袁浩的夫人中风了，李敬
斋便把妻子送到广州照顾她。2009年5月，袁
浩也突然中风住院。李敬斋赶紧辞了工作，第
一时间赶到病榻前，为老人端茶送水、擦身子，
就像照顾自己的亲爹一样无微不至。在李敬
斋的精心照料下，袁浩终于康复出院了。

李敬斋夫妇知恩图报舍家赴穗照顾恩
人的事迹感动了广州城。当记者问李敬斋

“现在出名了，感觉如何”时，李敬斋说：“没
什么感觉，继续照顾好老人吧！很正常一件
事，我要不来照顾他，我会自责一辈子。”李
敬斋家有 80多岁的父母和一个从小患小儿
麻痹症的弟弟。前段时间，正值农忙秋收季
节，老两口和残疾的弟弟还要下地干活。提
起这些，李敬斋表示出了对父母和弟弟的愧
疚之情。但他说：“我不这么做，良心过不
去。人家对咱们有恩，我们得记着，这是做
人最起码的准则。”

12 李敬斋

他从医60余年，从教50余载，是全国著
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曾任七届全国人大
代表、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1990年被人
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2009年被劳动和人力资
源部、卫生部评选为全国首届国医大师。

李振华教授遵循“重医术当更重人品”
的准则，时时以病人为重，将济世活人、积善
成德作为其一生之追求。他精于临床，经验
丰富，对患者一视同仁，不分贫富，临证强调
四诊合参、谨守病机，其辨证确切、用药灵
活，理、法、方、药丝丝入扣。李振华教授治
学严谨，勤学务实，精益求精，经验丰富，其
治学经验为勤、恒、精、博、悟，学术思想独
特，科学研究成果累累。他育才爱才，先后
指导培养了10届硕士研究生，同时为学院培
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才。他还曾任《河
南中医学院学报》《河南中医》杂志主编，为
推进中医药学术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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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学
院原院长，享受
国 务 院 特 殊 津
贴的专家

李振华

从事检察工作 25年来，他始终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甘守清贫、淡
泊名利，以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
为己任，勤奋钻研业务，努力敬业奉献，以
超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长期坚守在
检察岗位上，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

杜东翔把法律看做群众心中的一杆

秤，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他始终忠于法律，坚
持原则，不徇私情，两袖清风。在因换肾手
术背上沉重债务的艰苦条件下，他仍一如既
往地坚守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职业操守。
他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被同事称为“活
字典”、“百事通”。经他审查和办理的案件
共有 6000余起，没有一起错案，没有一起引
起上访。

杜东翔把检察事业看做自己生命的
全 部 。 2005 年 ，他 接 受 了 肾 脏 移 植 手
术。医生告诉他至少要休息静养一年，
可是他术后不久就返回工作岗位。重新
上班 3 个月后，他就因工作劳累再次入
院接受治疗。出于对他的爱护，宛城区
检察院将其调到检察业务监督管理中心
任主任。到新岗位后，他带病加班 230 多
个工作日，亲自审查疑难案件 427 件，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河南省委先后作出向杜
东翔同志学习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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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阳
市 宛 城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业
务 监 督 管 理 中
心主任

杜东翔

为了修葺校舍，她自己出钱搞建设，至
今背负一身债务。夏天，教室里没有空调，
冬天没有密封的窗户，以致天黑得早，灯光
也很昏暗。教室里的地板坑坑洼洼，砖墙也
会掉渣，讲台也是不平的。这里的孩子很
穷，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学校里八成学生跟

随爷爷奶奶生活。虽然义务教育免了学费，
但是对于农村的老年人来说，几毛钱的本子
也是沉重的负担。

2009年 6月，趁着学校放麦假，李灵拿
着 200元钱坐车来到郑州，想通过收购的方
式，买一些城里孩子不要的教辅和课外
书。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收购教辅了。2008
年，她曾两次到周口市区收书。

考虑到还有更多的农村孩子需要书，
李灵就把自己收购的一些图书捐给别的
学校。现在，李灵和郑州晚报联合成立了

“爱心图书联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畅通
的图书捐赠体系，让城市和农村之间建立
一个图书周转的渠道。在她看来，城里孩
子不用的书，在农村可能就是改变孩子命
运的无价之宝。为此，李灵还在不辞劳苦
地奔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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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淮
阳 县 希 望 小 学
校长

李灵

从事信访工作的15年中，李海景同志始
终忠诚党和人民的事业，心系群众、一心为
民。从事接访工作的5年中，他接待群众万人
以上；从事办信工作的5年中，对群众的反映
诉求做到件件有结果，事事有回答，维护了群
众合法权益，赢得了群众的广泛信任和爱
戴。群众送给他的《感谢信》超过了100封。

从事综合调研工作的 5年中，他经常深

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常常夜以继日。去世
前的两个月，他没有休息过一天，大部分时
间都在熬夜加班，特别是在他去世前的 3个
晚上，每天都加班至凌晨两点以后，直至累
倒在工作岗位上，以身殉职。

李海景同志工资微薄，妻子没有工作，
每月都要支付母亲和岳父母的药费，经济十
分紧张。至今李海景家也没有住房，连平常
穿的衣服大多都是别人穿过送给他的。就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经常给上访群众回程车
费，为灾区群众捐款等。李海景同志去世
后，同事们和其家人一起整理其遗物时，发
现一张银行卡，上面仅有93元存款。

15年来，李海景同志为党的信访事业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透支了全部的
精力和能量，终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猝
停，献出了年仅 40岁的生命。他用生命诠
释了信访干部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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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系南阳
市信访干部

李海景

2001年李高峰开始在北京务工，9年来，
他坚持不懈，在美化环境、社会治安、城市管
理、环保宣传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清理小广告几十万条，清理无人管理
厕所 8座，清理卫生死角百余处。在社区治
安巡逻时，他共抓获各类违法分子 28人次，
为此他经常受到打击报复，但他从不退缩，

被群众称为“社区110”。他帮助孤残人员30
余名，为没有依靠的外地来京人员提供免费
住宿，先后帮助 120余人找到了工作，为 100
多名农民工维权讨回工资200多万元。

2007年4月，他发起成立了“河南在京环
保志愿者服务队”，发展志愿者 700多人，参
与环保公益活动80余次，足迹遍布北京重点
商业区、街道社区。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担任
奥运新闻中心处河南籍志愿者总协调员，组
织河南在京服务的100多名志愿者积极投入
奥运志愿活动中，为奥运会城市交通、安全保
卫提供志愿服务1700多人次。李高峰坚持生
命不息、奉献不止的理念，在一如既往地为北
京环保做服务的同时，他还要用自己的精神
来感染更多河南及其他省区市在京务工人员
加入到“志愿者服务队”。曾获“在京优秀务
工创业青年”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首都五
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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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省 扶
沟县人

李高峰

2009“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候选人（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