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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曾经使用过的听诊器。 朱玉东 摄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徐诚夫妇的
照片。 朱玉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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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在给藏族群众诊病孔繁森在给藏族群众诊病。。资料图资料图

一个听诊器救活一条命

除了小药箱，孔繁森曾经使
用过的听诊器也是国家一级文
物。这个听诊器跟随着孔繁森
走遍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岗
巴县和阿里地区的山山水水，为
无数藏族群众听诊送药，也曾挽
救了许多藏族群众的生命。

“当时，孔市长告诉我，就是
一口痰的问题，一口痰能把人卡
死，一口痰也能救一条命。”当年
孔繁森在拉萨工作时的通讯员
崔健勇，就曾经目睹过一次孔繁
森用听诊器吸管吸痰救人的过
程。

1988年的一天，崔健勇陪同
孔繁森到尼木县考察教育情况
的途中，得知一位藏族老人肺病
发作，肺部有大量浓痰，浓痰堵
住喉咙，怎么咳都咳不出，当时
已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危在旦
夕。情急之下，孔繁森打开小药
箱，迅速拔下听诊器的软管，放
进老人的嘴里，开始吸痰。就这
样，堵塞在老人喉管中浓浓的血
痰，被他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
崔健勇说，吸痰这种事即使是专
业的医生也未必会亲自做，即使
是亲生子女也没有多少人能够
毫无顾忌地做到，可是孔繁森做
到了，而且面对的是一位陌生的
藏族老人。他说，被救的那位藏
族老人后来又活了十多年。

1994 年 11 月 29 日，孔繁森
带领党政考察团赴新疆塔城巴
克图口岸考察边贸工作，途中发
生车祸。年轻的战士排着长队
准备献血，托里县军民在第一时
间组织抢救，但最终也没能挽留
住他年仅50岁的生命。

孔繁森像一道绚丽的彩虹
融进了青藏高原的蓝天，而孔繁
森精神扎根在鲁西大地，红色血
脉一直在聊城这片热土上赓续
传承、发扬光大。2019年，聊城
市在孔繁森的故乡——东昌府
区堂邑镇五里墩村建起了孔繁
森精神党性教育基地。孔繁森
精神激发了干部群众干事创业
的热情，如今，曾经贫困的五里
墩村，已摘掉了穷帽子，一条以

“孔繁森”命名的红色文旅定制
公交专线从聊城城区直达五里
墩村，村里成立了由党支部领
办、以孔繁森故里文化旅游开发
服务为主题的专业合作社，借力
红色旅游，五里墩的乡亲们也走
上了致富路。五里墩村周边几
个村联合组成繁森新村，5个村
抱团发展，共同实现乡村振兴。
孔繁森精神如同五里墩村种植
的格桑花一般，正在聊城这方沃
土上生根发芽，灿烂绽放。

老专家为他种下革命火种

1988 年 10 月，孔繁森第二次
援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后来，
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去济南
看望了济南市无影山干休所的马
从忻、徐诚夫妇，他们是与孔繁森
相识多年的老领导。1961 年，17
岁的孔繁森参军入伍，到济南军
区总医院当了一名战士，被安排
在当时的医务处副主任徐诚身边
工作。徐诚是从宝塔山下走来的
一位有着精湛医术的医学专家，
曾在延安的八路军总医院（后来
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任
外科和妇产科医生，被誉为“军内
一把刀”，是我国最早的妇科专家
之一。徐诚曾把无数个小生命迎
接到人间，刘伯承、王震等同志的
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徐诚对
工作一丝不苟，对同志有火一般
的热情，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周围
的同志。不管是谁，只要有困难，
她就会尽己所能，慷慨解囊去帮
助。她为需要输血的战士献血，
资助那些上不起大学的贫困学
生，收养亲朋好友无法照顾的孩
子。两位“老革命”的言传身教为
涉世之初的孔繁森树立了良好的
榜样。

孔繁森到徐诚夫妇身边工作
不久，夫妇俩就喜欢上了这个鲁
西北勤学、上进的小战士。看到
他喜欢学习，就送给他一些医学
书籍，指导他学习一些医学知识，
这为日后孔繁森给西藏群众看病
打下了基础。孔繁森在徐诚身边
工作了4年，不仅从她身上学到一
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而且与
徐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孔繁森赴藏工作后，经常利
用 回 乡 探 亲 的 机 会 去 看 望 徐
诚。当徐诚从孔繁森口中得知
西藏牧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便送
给孔繁森一个小药箱，又购买了
1000 元的常用药物一并送给了
孔繁森。这就是孔繁森的第二
个小药箱。

1992 年，孔繁森担任阿里地
区地委书记，时任阿里军分区副
司令员、后勤部长的靳树绩看到
孔繁森的小药箱过于破旧，便送
给他一个小药箱，这是孔繁森的
第三个小药箱。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陈列展览
部主任刘建国说，孔繁森前后使
用了3个小药箱，从侧面说明了孔
繁森使用小药箱的频率很高。孔
繁森每次下乡都会带着药箱，随
时给藏族群众看病，而西藏的恶
劣自然环境，则会加重小药箱的
磨损程度。这3个小药箱是重要
的历史文物，是孔繁森情系西藏
人民的有力见证。

本报记者 朱玉东

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的展厅
里，陈列着一个孔繁森生前使用
过的小药箱。历经岁月沧桑，药
箱的背带和箱子表面已斑驳破
损，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小药箱见
证了孔繁森“生能舍己、死不还
乡”的铮铮誓言和扎根雪域、无私
奉献的高尚情怀。

“热心肠”收获了小药箱

众所周知，在西藏下乡调研
时，孔繁森经常随身携带一个小
药箱，方便为藏族群众看病。而
很多人不知道，两次援藏，前后近
10年时间，孔繁森先后曾用过3个
小药箱，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展厅
里陈列的是其中之一。

1979年4月，孔繁森第一次援
藏。当时，山东省援藏干部一共
271 人，包括孔繁森在内，聊城共
15 名援藏干部。这些人中，就有
在东昌府区人民医院工作的李玉
忠。考虑到西藏缺医少药，李玉
忠向卫生部门申请了一些常用药
品，因为药品比较多，李玉忠把药
装到两个小药箱里，方便携带。

孔繁森、李玉忠和聊城其他
援藏干部，在济南珍珠泉宾馆与
我省其他援藏干部会合后，一起
乘火车去了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
柳园镇。然后，转乘去西藏的大
巴车，在敦煌、格尔木进行了几天
休整后，正式向拉萨进发。

过沱沱河，翻过唐古拉山，然
后就到了拉萨。聊城这些援藏干
部，此前都没去过西藏，在进入高
原地区后，多数人都出现了高原
反应。所有人中，只有李玉忠带
了药物，看到高原反应严重的，李
玉忠就给他们吃缓解高原反应的
药物。孔繁森是个热心肠，又懂
一些医学知识，他就跑前跑后，和
李玉忠一起照顾那些高原反应严
重的人，并为他们发放药物。

在拉萨休整了几天后，大家
就此分别去了各个地方。孔繁森
去岗巴县任职，李玉忠则去了其
他地方。看到孔繁森懂一些医学
知识，两人分别时，李玉忠就把其
中一个小药箱送给了孔繁森，又
给了他一些药物。因此，孔繁森
有了他的第一个小药箱。这个小
药箱一直伴随着孔繁森第一次援
藏结束。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展厅里
陈列的小药箱。 朱玉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