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腔赤诚，他倾心乡村教育，做好扎实学识传授者；一

股干劲，他坚守培训课堂，争做基础教育领路人；一身担当，

他奔赴帮扶一线，助力乡村振兴新征程。他就是市教师进修

学校教师商火振。

商火振自 1981年进入教师行列，工作以来，他从一
名普通教师逐步成长为政教主任、教务主任、教学副校

长、汝州市中学英语名师工作室首任主持人，又担任纸

坊镇赵南村驻村第一书记，不管哪一次“跨界”，他都力

争做到最好。

默默无闻勤耕耘 潜心研究做学问

任教以来，商火振获评河南省特级教师、河南省骨干教

师、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教育

专家、河南省名师等荣誉，在平顶山、汝州市各项评比中屡

获先进。

2016年，商火振从一线教学岗位进入教师进修学校后，
面对新的环境，新的任务，他主动担当，恪尽职守，严于律

己，很快适应了新岗位。无论是青年教师岗位培训还是骨干

教师培训，都留下了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教学身影。

2016年至 2018年间，商火振担任初中英语班工作坊主
持人期间，他线上、线下指导学员学习，为学员答疑解惑。带

学员外出学习，安排照顾他们生活起居。在结业考评中，他

所带学员以学员参与度、学习成绩双百的优异成绩，位居全

省第一。

作为国培计划小学英语送教下乡培训项目首席专家，

他带领送教团队，往返于各个乡镇中小学，对每一个学员的

教学设计精打细磨、用心点评，培训效果深受省市专家的好

评。培训之余，他经常守候在电脑桌旁，把和一线教师交流、

座谈获取的一手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归类，把青年教师成长

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整理成册，分类归档。

数学工作以外，商火振不断进取，积极进行课题研究、

撰写教育科研论文，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入门阶段的词

汇教学》《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看法》等 11篇
文章在 CN 期刊发表，主持或参与课题获得省、平顶山市奖
项，也圆满完成了一年发表一篇河南省论文、两年完成一项

省市级以上课题、半年完成一个教师培训专题的目标任务。

主动请缨赴一线 下乡支教传真情

2017年，教师进修学校安排教师下乡支教促进全市教育均衡发展，商火振主
动请缨，到临汝镇东营小学担任四年级一班数学、音乐、体育、美术老师。

为方便外地教师生活，他主动要求把每周一上午第一节，每周五下午最后一

节调为自己的数学课。周一课前学校升旗仪式前，他总是第一个到校组织学生，周

五下午组织学生课外活动离校后才最后一个离校。

支教中，他精心备课，循循善诱，即使在吃饭时也不忘辅导学生功课，做到公

平对待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学生李佳浩骑三轮车意外受伤，脚部骨折

不能到校学习。得知这一情况后，商火振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到学生家中家访补课。

学生到校后，他坚持利用中午时间给孩子做思想工作，传授学习方法，当年期末考

试，李佳浩数学以 100分的成绩位居全校第一。

老骥伏枥志千里 驻村扶贫解民忧

根据工作需要，商火振自 2021年 8月起开始担任纸坊镇赵南村驻村第一书
记。驻村以来，他始终秉持“做合格党员，当干事先锋”的信念，他没停下过繁忙的

脚步，走遍了村中每户人家。

一心扑在赵南村，对家人的陪伴自然就少了，商火振的爱人患眩晕症，由于当

时村部事务繁忙，他只能打电话求医，让女儿回家照料。爱人病情稍微好转，为方

便照料，他就把爱人带到身边，工作、照顾两不误。

去年夏季，面对形势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开启驻村工作的商火振就连

续值守“四赵”（赵南、赵北、赵东、赵西）卡点一线。一袋方便面，一瓶矿泉水就解决

了午餐，为了发动村民尽快接种疫苗，他带领村“两委”干部挨门逐户苦口婆心进

行动员，并上门接送老弱、行动不便老人接种疫苗。

村里工作千头万绪，他几乎 24小时坚守在村中，抗旱防汛、河道排查，人居环
境整治、绿色食品创建，为脱贫户办理小额贷款、为监测户申请防贫保、办理弱劳

动力岗位、务工补贴、中高风险区返村人员居家隔离、信息排查等，每一项都需要

周密安排，认真落实。

为了干好工作，他废寝忘食，为脱贫户、监测户落实粮食奖补政策。国家后评

估考核，他访遍全村 596户，时刻把全村脱贫户、监测户群众冷暖记在心间，使各
项国家政策应享尽享。经他整理的脱贫攻坚后评估国家、省检材料规范有序，屡屡

被邀请为其他村做示范指导。2021年度汝州市委组织部年度考核，他在纸坊镇驻
村第一书记评比中位居第一，并荣获汝州市优秀驻村干部称号。

躬身入局解难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商火振与村委会干部、驻村队员一起共同

努力振兴乡村，为群众做好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实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了人

民教师的奉献精神，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驻村书记的职责和担当。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通讯员 王司佳 周红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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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在业界被誉为“龟王”；因为他的传奇

故事，与鳄鱼龟紧紧连在一起。

回顾 20多年的创业历程，他感慨很多：“项目不仅要选对，更重要
的是要遵守尊重、诚信、正直，敢于担当的企业守则，勿忘初心，克服困

难，扎扎实实做下去，总有成功的一天。”

在他心中，鳄鱼龟已经幻化为一种心灵寄托，一种情感皈依。他就

是养龟人杨听会。

杨听会出生于蟒川镇薛庄村一户贫困家庭。9岁那年，他的父亲由
于过度劳累导致心肌梗塞去世。本身就聪慧的杨听会，悲伤之余发誓

要更加努力上学，励志长大当一名医生，医好像父亲一样得病的穷苦

人。

立下志向的杨听会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学习优良，但因家庭缺少劳

力，没钱付学费，已经拿到一高通知书的他含泪辍学，挑起了家庭重

担。爱好科技的他辍学后，边打工边征订各种科技书刊，想要通过科技

拥有一技之长发家致富。经过不断的知识积累，年轻的他已经对各种

种养专业科技有了一定的了解。

1997年，杨听会从新华社《经济与信息》书刊上洞察到鳄鱼龟项目
的商机，了解到鳄鱼龟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易饲养生长

快，繁殖多出肉率高等特点。

他看准这个商机，说干就干。从 1997年开始考察到 1998年决定
引进，他引种前就规划好如今的金龟事业。

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引进 30只鳄鱼龟开始养殖。自此，他成为
河南鳄鱼龟养殖第一人。并花了好几年心血，彻底克服孵化难关，鳄

鱼龟卵孵化率达到 90%以上。为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养殖、共同致富，
他投资创办了汝州农业百科信息服务部，免费为农户提供各种科技

知识咨询。2007年，中央电视台 7套采访报道了杨听会的养龟经历，
全国各地慕名前来购买、加盟的人越来越多，杨听会多年的心血终

于有了回报。

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美味的龟肉，他在市区开了一家特色的龟

肉酒店，聘请知名厨师做出味色俱佳的美味佳肴，打出健康饮食的招

牌，受到众多食客的青睐。

在经营酒店期间，杨听会经常看到有人为产妇购买龟汤滋补身

体，他灵机一动，开始考察市面上的产妇营养餐，发现大多是用肉、鸡、

鱼、蛋等传统营养品制成，在营养成分上存在热量、胆固醇、脂肪含量

过高问题，而鳄龟肉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缺陷。

他找来熟悉的专家朋友，耗时一年，几乎花光了经营酒店赚来的

全部积蓄，研发出由鳄鱼龟肉、骨、红枣、小米、红糖及藕粉为原料制成

的营养龟粉。

怎么继续延伸产品链、深加工成了杨听会的主要追求。多年来，他

在闲暇时走访结交传统中医名人为友，查阅各种古典医术，只要有龟

记载的医书他都不放过。

“龟肉性平味甘咸，功效益阴补血，主治劳瘵骨蒸，肠风痔血，筋

骨疼痛。”这是《唐本草》中对龟肉的记载，那里还记载了龟肉入酒的

功效，曰：“龟取以酿酒，主大风缓急，四肢拘挛，或久瘫痪不收。皆

瘥”等。

多种古代医书对龟肉入酒的记载，让他欣喜若狂，感觉到老祖宗

的智慧丢不得，他决心把龟肉酒发扬光大。

龟肉酒成了他的又一个追求目标。他不断走访名医及酿酒专家，

一次次总结龟肉酿酒的经验教训，通过几百次的实验，终于研发出了

属于自己的龟肉酒。

“当初准备研发的时候，有人说我是个疯子，说哪有人用肉酿酒

的，可我相信古医书上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现在我成功了。”杨听会

说。接下来，我还将加大研发力度，要研制出中国第一批龟精、胶囊、金

龟露等系列产品。

把龟文化和养生文化做大做强，是他的追求，也是他的使命。25
年，杨听会专注养龟一件事，终于把自己“养”成了一代“金龟王”。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娴熟的动作，一番贴心的

交流，都能让患者忘记痛楚，鼓起生活的勇气，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这就是周强强，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服务集团骨科三病区主管护师，

一名普通护理工作者的日常缩影。

80后的周强强，凭借高度的责任心、娴熟的技术和良好的服务态
度，曾荣获“优秀护士、先进工作者、优秀责任护士”等称号。在护理第

一线，她始终如一地把良好的护士形象和高尚医德落实在自己的行动

中。除了扎实完成科室病人的护理外，周强强还尽其所能地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协助护士长做好病房管理工作，做好低年资护士及实习学

生的带教工作。在提升自身职业素养的同时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得到

了新入职护士的认可与好评，是她们心目中的严师益友。

众所周知，骨科的病人大多数生活自理能力差、病程长，这就需要

护士更加细心和耐心。一次，科室收治了一位多发椎体骨折的老年患

者，老人脾气有些怪戾，不管谁去给她翻身做护理，都会被她骂得一鼻

子灰，她一边骂还一边哭埋怨命运不公平，科室的护士们都快被她骂

得不敢近身了。说来也奇怪，周强强在给她翻了一次身后，老人记住了

她，每次都点名让这位小周护士做护理。同事们都很好奇，纷纷问她是

怎么“收服”老人的心，周强强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哄呗，老人嘛，跟小

孩儿一样，你对她好，她也会对你好的。”

“你对她好，她也会对你好的”，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却不

是那么容易。

科室还有一位因肩袖损伤住院的老人，因疫情原因，没有陪护。作

为责任护士，她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主动承担起了老人的

日常起居，帮老人打饭，出去给老人买日常生活用品等。周强强的这一

举动让老人在医院感受到了家里般的温暖。老人术后因疼痛彻夜难

眠，周强强第一时间和主管医生沟通，为他制定了个体化康复计划，有

效缓解了疼痛，促进了康复。老人出院时拉着她，双手微颤地递给她一

封感谢信。信中这样写道：周强强真是强，天天围着病人忙，挂针换药

测血糖，忙得饭都吃不上，病人都赞扬她这个好姑娘……

信纸虽薄，可周强强却感到了它的价值千金，因为这是对她那句

“你对她好，她也会对你好的”的最美诠释。

作为外科宣讲团中的成员，周强强还担任着宣

讲员的职责，她一有空便向患者及家属宣讲健康知

识，提升全民健康意识。工作中的她是一个有“心”的

护士，她说，当护士首先要具备和病人沟通的技巧，

那就是“微笑”服务，只有你微笑了，病人才能感受你

的态度、你的亲近；否则，护患之间就会形成隔阂，很

难融洽起来。

疫情期间，只要有外出的任务，她都第一时间报

名参加。外出采集核酸，去隔离点工作，她都跑在前

面。“你在家也是大忙人，家中还有 2个小孩需要照
顾，你要去隔离点，家里怎么办？”每当科室里的同事

问她时，她总是笑笑说：“没事，工作更需要我，家里

的孩子会想办法，咱们大家庭好了，小家庭才能更

好。”

“护理工作平凡而又伟大，护理人员用真诚的爱

去抚平病人心灵的创伤，用火一样的热情点燃患者

战胜疾病的勇气。”周强强说，她很喜欢这句话，并一

直朝这个人生目标追求。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梅旭红 杨依涵

杨听会 一个有故事的养龟人

周强强： 的 80后“小周护士”

商
火
振
：
每
一
次
﹃
跨
界
﹄
都
心
怀
振
兴

核酸检测一线

杨听会与他的鳄鱼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