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岁半时胳膊开始僵硬
今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郑慧霞为鑫鑫穿衣服时，突然发现鑫鑫的右胳膊伸不直了，用手抚摸，感觉肌肉

很硬。夫妻俩抱着孩子来到医院，医生告诉他们，这是进行性骨化性肌炎病情发展的标志。
医生说，随着孩子一天一天地长大，他的身体会僵直如棍，可能只有眼睛和嘴巴还能动一下，其他关节将

不能打弯。他每走一步路都要依靠别人的搀扶，吃饭也要别人一口口喂下去。随着病情发展，病人的软组织
和肌肉逐渐骨化，最终变成一个“石人”。

两岁的鑫鑫活泼、贪玩、调皮，给人的外表印象很健康，可是正是因为他喜动不喜静的性格，让妈妈郑慧
霞终日紧绷了神经，提心吊胆。因为医生一再嘱咐，患了进行性骨化性肌炎的人最怕外伤，跌倒、摔伤和流
血会给患者造成严重的伤害，使病情雪上加霜甚至威胁生命。

“我几乎一天到晚不让孩子离开我。”说起鑫鑫，郑慧霞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每逢鑫鑫和孩子们在一块
时，我的心就会揪成一团，我的眼神寸步不离孩子。”

邻居家的大人孩子都知道鑫鑫的病情，大家都非常小心地陪他玩耍，从不碰鑫鑫，防止他跌倒、摔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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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袁建龙

登封市第一高级中学（以下简称登封一
中）始建于 1926 年，80 多年来名址数易。
2003年9月再次整体搬迁的新校，建筑面积7
万多平方米，功能齐全，设施一流。学校现有
教职工250名，50个教学班，学生3000多名。

回顾登封一中84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迁，可以清晰地看到
她成长壮大的脉络。

从1986年到1993年的8年间，登封一中
被各类本专科院校正式录取的人数总计
1188 人。1994 年录取人数突破 200 人，达
290人，之后一直在300人左右徘徊。

2010 年，高考登封一中本科上线 986 人
（其中艺术类32人），本科上线率达55.3%，一
专上线1417人，上线率达79.47%。这是登封
一中从 2006 年本科上线 396 人、2007 年 552
人、2008年662人、2009年835人之后的又一
次突破、又一次新的跨越。

20年弹指一挥间，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
的快速发展，登封一中的教育质量高歌猛进。

成绩的提高得益于高素
质的教师队伍

优异的成绩得益于学校锻造了一支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爱岗敬业、爱生如子的教师
队伍。

登封一中 246 名教师中，国家、省、市级
骨干教师23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76名。近
几年来，学校特别重视教师队伍的培训提高，
每年组织教师到先进地区、学校考察学习，参
加各级组织的学科培训，使教师的教育理念
和教育方法得到了优化和提高。

登封一中有在高中物理教学上享有极高
声誉的特级教师苏金光，单班本科上线超过
百人的数学老师雷力，连续11年战斗在毕业
班、本科上线累计近千人的语文教研组组长
刘建光……可以说登封一中的每一个老师
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吸引着学生、
影响着学生。

正如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所言：“大学
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正是
在登封一中就读的学生最深的感受。

严谨的教学管理是质量
提升的保障

如果说结构合理、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的教师队伍是登封一中实现连续跨越的根
本保证，那么，李玉生校长提出的“构建和谐
校园，培养创新人才”办学理念则是引领登
封一中发展的航标和灯塔。

从新生入校的第一次会议、第一次班会、一
周军训，到干净整洁的宿舍里“好习惯从铺床叠
被开始，干干净净迎接每一天”的温馨提示，为
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学校举行的国旗下演讲、励志教育、感
恩教育、毕业典礼、名人报告会，到精心准备
的每周班会、个别谈心和校园里点缀的标语，
为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
础，从而使李校长提出的“培养学生的领导气
质、君子风度、淑女风范”得以落实。

如果说登封一中丰富的校园文化为学生
成长进步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扎实有
效的教学管理则是学生成才的内部保证。

一年来，10多位教师在教师论坛上的讲
演、对 50 多位教师的点课、优秀教学设计评
选、校内优质课评比等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教
师成长、学校发展，丰富了学校文化的内涵。

多年来，登封一中连续荣获郑州市普通
高中教育教学先进单位称号，河南省德育先
进校、河南省中学管理先进校、河南省五爱教
育先进单位、河南省文明标兵学校。2007年
2月被评为河南省示范性高中，9月被表彰为
河南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杆，枝头
串串压珠翠，赏尽园中别样天。”9月5日，中华
枣乡风情游暨第八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在新
郑市好想你红枣科技示范园开幕。

今年红枣节最吸引人的当属传统的打枣
仪式。

“天为气属阳，地为质属阴，人禀天地之气
始生，三通鼓声寓意天地人。鼓毕万物兴，天
美、地美、人更美。”5 日 10 时许，嘉宾们来到

“打枣第一门”，在司仪的邀请下，嘉宾击鼓三
声开始入园。

经历过洒水祝福、敬献丝带礼仪后，嘉宾
们来到枣园，礼仪小姐手持托盘，托盘里摆放
着福寿杆、晋升杆、富贵杆、财运杆、吉祥杆、如
意杆等6个牌子供嘉宾选择。

“打枣不忘种枣难，三杆请出丰收年，手把
金杆默默念，百年枣树传心愿！愿您一杆风调雨
顺，二杆五谷丰登，三杆心想事成！”司仪刚话落
地，嘉宾们就一杆下去，枣儿纷纷落在红布上。

科技示范园中设有红枣文化展示区、休闲
区、红枣产品品尝区、打枣区等，游客在欣赏枣
乡风情和枣乡民俗的同时，还能了解红枣产品
和红枣文化。

游客可在园区里摘红枣、拔花生、玩沙土、
走梅花桩。玩累了，还可以到农家乐品尝炖柴
鸡、红枣炒柴鸡蛋、炒红薯梗等稀罕正宗农家
菜，特别是“红枣全席”，将枣乡的“风味”表现
得淋漓尽致。

“本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是历年来规模最
大、投资最多的一次，也是活动项目最具趣味
性、文化展示最为丰富的一次。”好想你公司董
事长石聚彬介绍，这里自2003年起已成功举办
过7届红枣文化节，本届的主题是“生态、环保、
低碳、健康、营养”。

开幕当天，好想你红枣科技示范园风情
游现场还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她就是“好
想你”形象代言人、《家有儿女》中小雪的扮演
者——杨紫，为大家登台献艺。

据了解，本届枣乡风情游将持续到十一
小长假结束后。

4个月大时被确
诊患了进行性骨化
性肌炎

2008 年 11 月中旬，毕跃伟
的儿子鑫鑫出生。“孩子生下
来，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哭不
闹，只是酣睡，即使医生给他扎
针也毫无反应。”毕跃伟很是奇
怪儿子的与众不同。

不久医生告诉他，孩子患
有轻微脑瘫。经过 20 多天治
疗，孩子的脑瘫症状恢复较好，
但因为严重听力障碍，继续住
院两个月治疗。就在毕跃伟
为孩子办理出院手续时，突然
发现孩子后脑勺长了一个核
桃般大的包，用手轻轻一按，
感觉里面挺硬。

医生检查后说这是因为
孩子缺钙所致。

谁知，回家两天后，毕跃伟
发现孩子后脑勺又长了两个核
桃般大的包。“我感到不妙，抱
着孩子一连跑了郑州 5 家医
院，但专家们都说不知道孩子
究竟得了什么病。”

2009年4月4日，毕跃伟和
妻子郑慧霞抱着刚满 4 个月的
鑫鑫来到北京市儿童医院，经
过认真检查，专家确诊孩子得
了进行性骨化性肌炎，目前尚
无医治良方。

医生明确告诉毕跃伟夫
妇俩，进行性骨化性肌炎是一
种罕见的疾病，不影响智力发
育，但是得了这种病不能受伤
流血，也不能手术，因为手术会
造成出血，出血时会将致病细
胞带到新的区域，使骨化面积
扩大，加速病情恶化。

面对儿子的绝症，毕跃伟
夫妇俩没有放弃，开始了漫长
而又艰辛的求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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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幼儿患上罕见“石人症”
爸爸认真记下每次救儿经历，希望有助于医学研究

登封市大金店镇毕家村的毕跃伟夫妇两年来四处奔波，并详细记录下奔波的结果，尽管他们心
里很明白，这样做是无谓的，但是他们还是认真的。夫妇俩有一个心愿，希望他们的所作所为能够为
现代医学提供帮助，因为他们不满两岁的儿子患上了罕见的“石人综合征”，这是目前医学上无法攻
克的疑难杂症。他们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年幼的儿子就这样慢慢变成“石人”，他们要和儿子一起与
命运抗争。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张朝晖 文/图

爸爸认真记下救儿“备忘录”，希望有助于医学研究
“2009年1月1日到郑州市儿童医院，这是第一次外出给鑫鑫看病，2010年9月3日是到郑大三附院。18

个月我们跑了15次医院，前后花了8万多块钱。”采访中，记者发现，毕跃伟在向记者介绍孩子的治疗情况时，
总是不停地翻阅一本类似账本的笔记本。

毕跃伟对记者说，这是他专门为鑫鑫制作的一
本“备忘录”，里面详细记录了鑫鑫每一次发病的时
间和症状，医院诊断和药物治疗，以及专家叮嘱要
注意的事项等，也包括在医院的花销。

毕跃伟小心地将“备忘录”珍藏在床下。“将来无
论对我们还是对别人，我相信都有用。”毕跃伟说。

夫妻俩真诚希望记者将鑫鑫的病情公开报道出
去，也希望能够引起社会上更多人的关注和了解，

“我们不求好心人因此募捐资金，但愿这种罕见病例
能为专家们做医学研究”。

根据文献记载，进行性肌肉骨化症最早的病例
可追溯至16世纪末，至今全球病例不超过600人。

进行性肌肉骨化症的患者，一般在10多岁时
会因肩关节、脊椎骨钙化变形而影响手臂的活动，
20多岁时髋关节也会受到波及，逐渐变得不良于
行，最终只能卧床，而且病情会随时间加剧，最后，造
成胸廓呼吸时扩张困难，甚至呼吸衰竭。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够治疗这种病的有效药
物，但有专家认为，如果能够研制出这种药，不仅能
阻止基因突变，同时也能治疗一些更为普遍的诸如
头部损伤、脊柱损伤、运动损伤等有关的骨骼疾病。

1955年，当时年仅3岁的罗伯特·金霍
被诊断患上了进行性肌肉骨化症，但勇敢的
罗伯特并未轻言放弃。50多年来，顽强的
他竟然打破医生预言，奇迹般地生存了下
来。目前，他胸腔的肋骨已经合并在一起，
成为一副“石头胸腔”，导致无法正常呼吸。

罗伯特已经被自己的骨头困住，一动不
动地站在沙发上，无奈地等待自己成为“活
化石”的那一天。

安徽一名16岁少女2003年出现骨骼
疯长症状，由于这种病过于罕见，直到2005
年才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肉骨化症”，那时她
已经不能弯腰、不能扭头，咽不下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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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人综合症”

鑫鑫的后背已经凸显病情特征鑫鑫的后背已经凸显病情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