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31月7年3202

四期星版4 伟伟吴：辑编 物人

“此次参访有助于华侨华人发挥

中外交往‘润滑剂’的作用。加深了海

外侨胞对祖国的了解……”2023年，
现任瑞士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瑞士中国中医中心董事长董宝德格

外忙碌。

5月初，他刚刚在北京参加完第
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这

是作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逐渐

消退后举办的首场重大涉侨活动，是

海内外侨界的一大盛事，来自 13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名侨团负责人

围绕“融通中外 - 推动共筑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随

后，一行人到新疆开展为期四天的参

访活动。5月 18日，结束参访活动后，
董宝德回到了家乡汝州短暂休息。

“真正让中医文化在瑞士传播，

绝不能以赚钱为目的，而是要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为民众讲解中医理论以

及针灸等治疗方法，用实际效果说

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董宝德语气

坚定地说，我会一如既往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为中国医药文化在瑞士的推

广作出贡献。

1999年，退伍两年的董宝德因偶
然机会来到瑞士，并在这里安顿下

来。干什么职业好呢？“我们家祖传

中医，我有这个手艺！”说干就干，董

宝德先取得瑞士行医资格证后，免

费为瑞士民众提供医疗服务，针灸、

按摩、中药制剂……他忙得不亦乐

乎。

“脚趾有反应了，针灸太棒了

……”一名俄罗斯籍运动员颈部以下

损伤失去能力，多年来看过无数医生

都没有好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找

到了董宝德。经过望闻问切传统中医

检查后，董宝德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在接受了中医针灸等特色

治疗 8个月后，该名运动员站起来了，
后来还生了个儿子，生活美满幸福。

通过不断的中医临床实践和理论

研究，董宝德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

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当地民

众慕名而来，精湛的医术是他在瑞士

最好的名片。最多的时候，他开了 67
家诊所，为推动中医在瑞士的发展做

了大量的工作。而在中医教育领域，

他桃李满园，培养的学生遍及瑞士各

区。董宝德所做的不止这些，他也为

中医药在瑞士纳入医保作出了巨大

贡献，让中医药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认

可。

繁忙的事业并没有影响他助人为

乐、服务同胞、热心瑞士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事务的热情。2017年，董宝
德出任瑞士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

长。在经营诊所时，即使再忙，他也没

有停止为大家服务，每当遇到和统会

有事，他总是二话不说，把诊所手头

事一忙就立即赶过去。用实际行动为

不断深化中瑞两国医药、文化等领域

的交流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些年来，只要遇到重大事情，

董宝德总是冲锋在前。在国内新冠肺

炎疫情时期，他联合多个协会，多方

筹措，为家乡捐款捐物。瑞士新冠疫

情时期，他定期和同胞分享关于抗疫

防疫的知识，为大家分发来自国内的

口罩等防疫物资，并号召大家积极做

好自我防护。

时隔三年回到家乡汝州，他感触

很深，“我这次还带了上一任老会长

到汝州，一下高速，他就问我这是汝

州？真不敢相信这是县级城市……如

今，汝州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环境

非常好，真心为家乡汝州的变化感到

骄傲。”

谈及在瑞士的下一步发展，董宝

德介绍说，我打算在瑞士设立中医药

保健茶连锁店铺。中药茶饮是用中草

药代茶冲泡、煎煮，像茶一样饮用，是

我国中医药的传统剂型，可以用来治

疗失眠、抑郁、便秘等症状。“中医药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促进民心相

通的重要桥梁，我会接续努力推广中

医文化，让中医药惠及更多人。”董宝

德一直在行动，对中医药事业也更加

充满信心。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实习记者 王晰

“在纸坊镇党委坚强领导下，我积极协助村两

委会对标‘五星’支部创建相关要求，精细化制定

创建计划，以党建统领全局，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总抓手，切实调动丁村党员干群参与到‘五星’支

部创建过程中。”自“五星”支部创建活动开展以

来，市委党校派驻纸坊镇丁村驻村第一书记焦亚

琼邀请农业专家到田指导，确保小麦产量稳定；

优化人居环境，联系玉川村镇银行捐赠垃圾桶及

保洁工具；发挥群众力量，完善丁村村部及村里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弘扬文明新风，邀请市豫

剧团开展送戏下乡活动；夯实党建基础，开展党

建联建活动，邀请市委党校高级讲师与陶村联合

开展“党员大讲堂”等活动，有效助力丁村“五星”

支部创建。

“自接到创建任务后，我第一时间和村党支部

书记一起组织村‘两委’干部、组长、全村党员、群

众代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提高全村党员干群思

想认识，结合网格长和党员联户制度，明确责任

到人。”焦亚琼充分发挥第一书记纽带作用，对内

勇担职责，率先冲锋，完善创星工作内容，细化工

作指标。对外积极协调争取水井、道路等农业项

目，完善村基础设施，协调多方资源，借助外部力

量，合力助力丁村“五星”支部创建。

丁村共有党员 48名，今年发展 2 名积极分
子，预备转正党员 1名。焦亚琼作为市派驻村工
作队第一书记，她深知组织所托，牢记初心使命，

不断创新工作形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党建引领，强

化支部工作，主动帮助群众排忧解难，落实好定

期学习，提高党员干群能力，让党员积极参与到

村务治理中去，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切实

发挥“排头兵”“领头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与纸坊镇陶村联合开展党建联建活动，开设

‘党员大讲堂’抓牢党员队伍建设，强化党员素质

教育，提高自身党性，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

理。”焦亚琼说。

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焦亚琼带领群众以

党员为先导，按照“项目带动，政府补贴，群众自

筹”的工作原则，坚持规划引领，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组织开展每周二带队入村上街大扫除活

动，对人居环境进行细化整治。积极完善村基础

设施，开展清除旱厕专项行动，实现全村厕改全

覆盖。开展垃圾分类行动，联系市玉川村镇银行

捐赠干湿分类垃圾桶 30 余个及保洁工具若干，
改善户容户貌，美化村民人居环境。

针对乡村文明幸福工作，丁村打造高质量为

民服务团队，组织村委、党员干部进行思想再教

育，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理论政策培训，增强政治

敏锐性。对丁村干部进行技能培训，提升操作电

脑水平，进行业务培训，提升干部工作能力。坚持

“四议两公开”制度，对村中事务，尤其是先进人物评选、五保户和低

保户管理等事项情况进行公示，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到丁村发展建设

中来，助推丁村各项事务发展。协调市文旅局积极开展“送戏下乡”活

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协调帮扶单位助力建设老年活动中

心，提高群众幸福生活指数。

丁村还积极推进网格化管理，形成专业网格队伍，切实服务好丁

村 1860多口群众，力争实现“全村治理一张网、微事不出格、小事不
出自然村、大事不出行政村、矛盾不上交”，使基层治理更有温度、广

度和力度。目前，该村各项工作平稳开展，群众有问题和网格长及时

反应，大小事务都可以在自然村和村委解决，全村切实做好了“三零”

工作，目前持续保持零上访。

“当前，丁村全体干群正继续紧跟党委的步伐，勇往直前、拼搏实

干、永远奋斗，持续开展‘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助推乡村振兴，争取

早日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焦亚琼对创建好“五星”支部工作信心

满满。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崔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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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宝德

用实际行动为中医文化推广作贡献

丁照会：百折不挠的种田大户

“你觉得干什么事业最

辛苦？”

“当然是干农业活，风

里来雨里去，整天都担心恶

劣天气，投资大风险大受益

不稳定。”

“那干什么最快乐？”

“当然还是干农业活，一辈子有

啥干，不会失业，而且付出总会有回

报，今年不行还有明年。”

这是记者 7月 11日上午在临汝
镇采访时，与种田大户、河南锦奥实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丁照会的一段对

话。

48岁的丁照会说到 10年来种
地的事儿，好像有一肚子的“苦水”，

却又“苦中作乐”、乐此不疲。

“我老家是汝阳县的，但从小在

临汝镇长大，所以一直以临汝镇人自

居。2013年，小有积蓄的我承包了临
汝镇临南村 1500多亩的耕地发展大
田种植，玉米、小麦轮番耕种。当时不

懂农业生产技术，更不懂市场行情，

所以赔得受不住”，快人快语的丁照

会笑着说。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渐渐

地，丁照会从门外汉变成了种田的行

家里手。但看似浅显的农业生产，里

面的道道还真不少。大田作物稳定生

产后，丁照会又想到了发展经济作

物。“那一年种了 1000亩板蓝根，实
践证明，板蓝根种植需要大量的人

力，除草、收割叶子要靠人工，1000
亩板蓝根到大量用人的关键时候，方

圆左近根本招不来那么多人，所以地

没管好，板蓝根第一次种植就赔得老

惨。”

好在丁照会是个性格开朗、啥事

都能想得开的人，又能及时总结经验

教训。10年来，从最初的 1500多亩
地发展到现在的 4000多亩。他在庄
稼地里摸爬滚打总结出的“充分授

权、分口管理、职责明确、严格考核”

16字管理模式，成了他不断“攻城略
地”的利器。

如今，他公司旗下的种植基地

从临汝镇临南村扩展到温泉镇南

刘村、西唐村、程庄村及汝阳县等

地，吸引了数位种田大户入股加盟

公司。

在丁照会位于临汝镇临南村的

公司总部，记者看到，十亩的晾晒场，

2600平方米的仓储大棚，卷盘式喷
灌机、大型拖拉机、玉米收割机、播种

机等农业机械应有尽有。“所有的农

业生产设备加起来，有几百万元的资

产。”

“今年最自豪的是，我这里的立

式烘干塔、卧式烘干塔为周围的小麦

烘干立下了汗马功劳。小麦成熟期持

续阴雨连绵，导致临汝镇大面积的小

麦无法及时收割而发霉发芽，我及时

响应政府号召，无条件帮助周边的村

民烘干小麦，大概烘干了有 6000多
吨，受到市里、镇里的表扬。”丁照会

自豪地说。

走进仓储大棚，地面上晾晒着几

天前收割的板蓝根叶子，散发着浓浓

的草药味儿。“今年种植 480多亩板

蓝根、200多亩丹参、大葱 100多亩，
目前长势都不错，在稳定粮食生产的

同时，适度发展经济作物，可以实现

互补效应。”丁照会说。

“板蓝根清热解毒，丹参活血化

瘀，都是很好的中草药，也是常用药

物，我发展这两样，控制规模，管理到

位，也不少赚钱”，丁照会哈哈一笑说

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牛向涛

工人正在晾晒板蓝根叶子

板蓝根种植基地

与记者交谈中的董宝德

工作中的焦亚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