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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葬礼上，李健呆呆地坐在角
落。父亲立了遗嘱，把家里唯一一套房
子留给了李健的弟弟李壮。

李健出生时下身瘫痪，李壮不壮，但
起码是健康的，他爸想着至少李壮有个
房也能娶上媳妇。

李壮忙着招呼人，忙着处理后事，人
来人往，热络又冷漠。一屋子人悄悄用
余光打量李健。他还在发呆，像是不知
道父亲死后自己的处境。其实，父亲已
经付出太多，一生钱财全用来给他治病
了。他能理解父亲的决定。

晚上，人都走后，李壮拖着沉重的身
子蹲在他面前，说：“哥，这房子也有你一
部分。”他说：“弟弟，咱爸说了留给你，就
是你的，我不要。”李壮笑了，说：“哥，咱
爸说的不算数，该你的，我不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 遗嘱应当为

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
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点评

父亲的遗嘱有效吗？民法典说，部
分无效。

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
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遗嘱人若未保留“必留份”，则该遗嘱“部
分”无效。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
留下必要的遗产，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
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本案中，父亲的遗嘱将唯一财产留
给了李壮，而李健作为父亲的法定继承
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遗嘱应
该为其设置“必留份”。这是对于遗嘱自
由原则的限制。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王克

这样的遗嘱有效吗？

本报记者 陈金路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4月20日下午，聊城城区兴华西
路立新巷一居民楼里，传来68岁庞洪锋
的背书声。在庞洪锋看来，读书的一个
较高境界就是背书，只有将书背下来才
能做到将其“消化”掉。因此，他变读书
为背书，并从中获得乐趣。

《毛泽东诗词选》上的精彩诗词，如
《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蒋桂战争》《采
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等，庞洪锋每
天都会背一遍。从去年3月到现在，他已
经背下毛泽东诗词50余首。“这对我树立
信心、克服生活中的困难，起了很大作
用。”庞洪锋说，背诵这些精彩诗词，会滋
养内心。如今，他正在背诵《琵琶行》《卖
炭翁》《兵车行》《春江花月夜》等名篇。

在庞洪锋家，书并不是太多。“作为
工薪家庭，老庞的精力没在买书上，而是
经常去图书馆、书店等公共场所看书，别
人家里像图书馆，他内心有个图书馆。”
庞洪锋的老伴王春芳说。

2003年以来，庞洪锋经常去聊城大
学图书馆看书。在王春芳的眼里，退休
后的庞洪锋比上班时还忙，“不在家时，
到图书馆准能找到他”。

有一年，庞洪锋读了100本书。“正常
情况下，一年能读八九十本书。”在他的
影响下，老伴和儿子庞凯也爱上了读
书。2008年2月，庞凯荣获全国“爱我中
华”读书知识竞赛一等奖。

“读书是为了将所读知识转化为自
己的东西，并提高自身素养。”庞洪锋说，
自1978年以来，他陆续在报刊、电台等媒
体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数百篇。

在庞洪锋看来，通过读书和写作，自
己真正实现了自身内在的淡定和从容，
也达到了自我与外界的调和与容纳。

花甲老人背书滋养内心

致敬劳动者“五一”特别报道

育 见初心见初心

本报记者 刘敏

今年 50 岁的郑延凤，老家在临
清。1994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
东昌府区张炉集中学担任政治教师，
至今已有28年。这28年，郑延凤只专
心做了一件事——教书育人。

“工作中遇到许多困惑，亟须从
他人的经验中获取答案，读教育教学
理论书籍就成了我的一个选择。”4月
24 日，见到记者，郑延凤拿出一本她
正在看的书，是陶继新所著的《做幸
福的教师》，这本书很有趣，她很喜
欢。郑延凤对教育理论书籍的兴趣，
源自上大学时读到的一本由张志勇
撰写的《情感教育论》，当时，她还摘
抄了厚厚的一本笔记，让她受益匪
浅。

到农村中学任教后，郑延凤依然
保持着阅读习惯，也始终没放下业务
学习。1994年的张炉集中学，只有几
排破旧的瓦房，既不宽敞，也不明
亮。从农村走出来的郑延凤，
倒没感觉条件简陋。带着两
床被褥和一箱书籍，郑延凤
就去学校报到了。怀着满腔
喜悦，她在这所农村中学开
始了自己新的人生旅程。“像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那样，

‘为一大事来，做一
大事去’。”郑延凤
说，教育点亮了她
的人生，她也要
通过教育点亮
学生的人生。

农村中

学，条件艰苦，每天备课、上课、改作
业，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很容易让
人感到枯燥，但郑延凤乐在其中。在
安静的环境中，郑延凤常捧一本书，
读得津津有味。别人觉得晦涩难懂
的理论书，她也能读得进去。正因为
读书、学习，郑延凤成就了现在更好
的自己。2013年，郑延凤评上了副高
级职称。此后，她仍积极参与各种教
研活动，不断学习。

让郑延凤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
她参与聊城《红色文化》丛书的编写
工作。半年时间，没有节假日，读本
编写工作全部在课余进行。走过这
段难熬的日子，郑延凤觉得自己的精
神世界又一次得到了升华。

去年，郑延凤又评上了正高级职
称。“从毕业到现在，我也没想到，自
己在这所农村中学一待就是一辈
子。”和郑延凤一同分配到农村学校
的同事，后来大多都离开了，她却一
直扎根在农村，现在成了张炉集学区

中小学中唯一的“教授”。
从事教育工作 28 年，农

村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郑延凤是见证者
之一。从初出茅庐的年轻教

师，到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
28年来，郑延凤怀揣着对教

育的热情 ，笃行不
怠。她说，教师生
活 有 琐 碎 和 繁
忙，也有诗和远
方。

郑延凤

28年，扎根乡村做教育守望者

探 求真相求真相

本报记者 鞠圣娇

“您好，请躺下，露出腹部。”
“目前看到的情况都很正常，这是

本次检查的报告，请您拿好！”
这样的对话，在东昌府区妇幼保

健院超声科，再平常不过了。每一位
坐在检查仪器前的超声科医师，或许
会“惜字如金”，但他们对患者的负责
都体现在操作中：左手操作仪器调节
板，右手握着超声探头围绕着孕妇腹
部进行探查，边观察、边分析，并在报
告上记录下观测到的情况和胎儿各项
监测指标，供临床医师参考。

这样的工作，薛景莉干了 32 年。
每天7时30分准时到岗，已成为她的
习惯。20世纪90年代初，为扩大业务
范围，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派薛景莉
外出进修超声检查技术，从那时起，她
便和超声检查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超声仪器屏幕很小，就像
现在的手机这么大，清晰度也不高，做
检查时需要一点点地仔细查看。现在
的彩色多普勒诊断仪仅探头就分好几
种，用于身体不同部位的检查。而且，
我们能观察到的小细节越来越多，屏
幕成像越来越清晰，对临床帮助也越
来越大。”这些年，薛景莉经历了超声
技术的飞速发展，她所在的科室规模
也从最初的 2 人发展到现在的 40 余
人，检查范围扩展到产科、妇科、儿科、
两腺（甲状腺和乳腺）等，还开展了早
孕期系统筛查（NT）等产前诊断技术。

优秀的超声科医师，除了要熟练
掌握影像学知识，还要掌握解剖、内
科、外科、儿科、妇科等知识，不然无法
根据得到的影像给出有价值的诊断。
这些年，要学的东西越来越繁杂，要记
住的数据越来越多，薛景莉始终坚持
学习，常用数据早已烂熟于心。

“我总想着，超声科医师技术要再

提高一些、检查要再认真一些、服务要
再周到一些，才能当好临床医师的‘眼
睛’。”对每一位孕妇，薛景莉都认真检
查，在黑白影像中分辨一丝丝异常，避
免漏诊、误诊。对于检查中拿不准的
异常病例、疑难病例，科室会及时组织
会诊及病例讨论，并开展随访，判断超
声检查结果与产后、术后病理是否相
符，为以后的工作积累经验。

在很多人看来，超声科的工作枯
燥又劳累，但在薛景莉看来，简单的工
作重复下去就是成功。每次检查完，
她都会轻轻擦去孕妇腹部的耦合剂，
将行动不便的孕妇从检查床上搀扶下
来。一天下来，薛景莉也常常感到腰
酸背痛，但被返聘的她仍像年轻人一
样坚守岗位，她说，只要有需要，自己
就会坚持下去。

“前不久，一位孕妇来做产检，高
兴地告诉我，当年她的妈妈也曾找我
做过B超检查。”这位孕妇的话让薛景
莉既惊讶又高兴。或许超声科医师跟
检查者就是这样奇妙的缘分，但谁又
能说超声科医师没有成就感呢？

薛景莉

32年，用超声探头书写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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