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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普通的医生到泌尿外科学
科带头人，自1997年参加工作至今，从
医 25年，他始终恪守医德、精益求精，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步入医学殿堂
时的神圣誓言。

他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工作者、优
秀科主任、临夏州先进工作者，近日又
被州委、州政府授予“临夏州拔尖人才”
荣誉称号，他就是州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马生明。

马生明始终坚持“学习是一辈子的
事情”，他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医学刊物
发表各类专业论文数十篇，并出版专著
一本，其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省州奖励。

在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他致
力于将小专科发展为大科室。在马生
明的带领下，泌尿外科先后开展新技
术、新业务30余项，填补了临夏地区泌

尿外科多项技术空白，极大提高了州人
民医院泌尿外科诊治水平。

他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一定要
重视业务学习，他坚持在科室开展业
务大查房、读书报告会、手术讨论及疑
难病例讨论等系列活动，手把手将自
己积累的临床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年轻医生，并鼓励他们参加各
类业务培训、学术交流、外出进修等，
督促他们快速成长，带领团队不断提
高诊疗水平。此外，他还积极完善科
室制度规范，优化科室管理，短短几
年，泌尿外科成为全院人才结构最好
的重点学科之一。

勇于挑战的性格让马生明始终追
赶前沿技术。2008年，从北大一院进
修回来后，他完成了临夏州首例“膀胱
全切原位回肠新膀胱术”。他的团队率
先在临夏地区运用腹腔镜技术，相继开
展了“后腹腔镜肾癌根治术、腹腔镜下
肾切除、肾上腺切除”等腔镜手术。随
后他们开展了“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
切、等离子前列腺剜除”等一系列微创
腔镜手术。他每年的个人门诊量保持
在 3500人次以上，一年主刀的手术就
多达390多例……

敬佑生命，真诚服务。马生明
说：“每当看到一个个患者康复的身
影，我的内心油然升起欣慰与自豪。”
他用多年的鞠躬尽瘁、爱患如亲书写
着医者大爱无边的情怀和无私奉献
的精神风范。

用行动践行医者仁心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马生明

“努力是可以看见未来的，我
付出的是一缕春风，收获的却是整
个春天；一个精彩的灵魂可活成一
个花园，一群精彩的灵魂可活成一
部传奇。”这是广河县回民第二中
学高级教师马清福的从教心语。

从教十六年，马清福始终热爱
教育，热爱教学，关爱每一个学生，
多次在省、州、县的教育教学赛事
中获奖，并多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近日，荣获“临夏州拔
尖人才”荣誉称号。

马清福在广大教师队伍中脱
颖而出，出类拔萃，是他深埋于心
中的教育理想和孜孜不倦的奋斗
精神，带给他的丰厚回报。

早年乡村学校学生辍学现象
不绝，有些家长抱有“孩子不读书、
不学文化，照样可以务农、挣钱”的
看法。马老师便常常和学校领导
走家串户，动员辍学生返校上学，
他对家长们动之以情：“你苦了一
辈子，难道也要让孩子像你一样苦
一辈子吗？”不少家长为之共鸣。
曾经有一名学生，家里孩子多，父
母经济负担重，初二时萌生了辍学
回家的念头，马老师苦言相劝，通
过锲而不舍地走访，最终做通了家
长的思想工作。“后来，她一直念到
大学毕业，现在在甘肃省第二医院
上班。”说这话时，马老师脸上写满
欣慰。

当班主任期间，每接
手一个新班，

他都会对每一名学生进行全面的
了解，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理想
教育、科学人生观教育。他还在班
级设立了“说心里话”信箱，为学生
开设一条可以倾诉隐私的途径，及
时解决学生成长中的困惑和难以
解决的棘手问题。

“教师行、教育兴。”马清福深
知教育关乎着家乡的未来，从教
十六年，他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
专业水平，教学成绩也越来越好，
所任教的班级成绩名列前茅。教
学生涯中，他先后被评为“省级学
科带头人”“临夏州数学骨干教
师”和“临夏州中国好老师”，多次
在不同学校交流教学经验，开展
异地送课、送教到校、示范课展示
活动等。

“教育对我而言既是改变命
运的一场耕耘，也是永远的追求
和信仰。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会
继 续 坚 守 ，做 孩 子 们 喜 欢 的 老
师。”马清福用真心、真情培养学

生，让教育事业一路发
光发亮。

付出一缕春风 收获整个春天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马清福

引得源头活水来引得源头活水来 做大人才做大人才““蓄水池蓄水池””

编者按：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日前，我州召开州委人才工作会
议，对近年来各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进行表彰。为大力营造
重才、爱才、敬才的良好氛围，不断扩大“拔尖人才”的知名度美誉度，以
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聚才的良方，奋力推动全州人才

工作迈上新台阶。为了集中展示全州24名“拔尖人才”典型事迹，激励各
类人才创新创业勇担当、凝心聚力作贡献，为打造“五个区”、建设“六个
临夏”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本报特推出《我州“拔尖人才”风采录选
登》专版，以飨读者。

——我州“拔尖人才”风采录选登（一）

从教 13 年，他始终立足本职，
扎根教学第一线，身先士卒、勤勉
奋进，用高尚的品格赢得学生、家
长的爱戴。作为老师，他用爱滋养
着每一朵花，用心鼓舞着每一个追
梦的学生。他就是康乐中学高级
教师齐斌德。

2009年 8月，身为甘肃武威人的
齐斌德通过“农村教育硕士师资计
划”签约到我州康乐县工作，目前担
任康乐中学高中数学教学、年级主
任、班主任等工作。

连续多年，身兼数职的齐斌德始
终不忘要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
师，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
思维的引路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
秀学生，为康乐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班主任工作中，他坚持“严管
就是厚爱”的班级管理理念，通过与
学生谈心谈话、召开主题班会、
组织社会实践活动
等 培

养学生不怕困难、拼搏向上的学习风
气，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和
行为习惯。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齐斌德在
要求学生的同时严格要求自己，做好
学生的表率，无论寒暑，他每天坚持
6点半和学生一同到校，以身作则培
养学生刻苦努力的学习毅力和恒
心。“教师只有站好、站稳讲台，才有
立足之地。不论再忙再累，我每天晚
上都要对第二天的课程进行梳理，对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及时
改正。”齐斌德说。

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
台上的轻松，源自台下的用功，由于
平时的积累，齐斌德才能深入浅出地
将深奥的数学讲解好。此外，他在教
学之余潜心教学研究，积极参与各类
教研活动，撰写的论文多次在省、州、
县竞赛中获奖，有 5篇论文在省级专
业学术期刊上发表。

收获来自耕耘，勤奋换得硕
果。齐斌德凭着执着与坚毅，获得
了一份份荣誉，2018年评为临夏州
骨干教师，2019年 12月破格晋升中
小学高级教师，2021 年 9 月被评为
临夏州“优秀教师”，2022 年 1 月被
评为“临夏州拔尖人才”。

未来，齐斌德将不忘初心，
认 真 践 行 一 名 教 师 的 职 责 ，为
自己、为学校留下印记，为他热
爱 的 教 育 事 业 留 下 一 个
个故事。

扎根于基层、服务于“三农”，沉浸

在田间地头、奉献在农业生产第一线，

临夏县农技中心主任、农业技术推广

研究员郭占忠栉风沐雨三十载，在农

技推广这片天地里，不断为地区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作为农业技术工作者，郭占忠深

知农民在土地上付出的每一滴汗水，

都饱含着对丰产的无限期待。“前两

年我在辛付村承包了 11 座温室大

棚，但我没有这方面的种植经验。农

技站的技术人员每天到棚里给我们

讲解种植上的技术要点、操作方法。

在他们的帮助下，产量有了大的提

升，收益也越来越好了。”临夏县营滩

乡易地搬迁户何风祥感激地说道。

多年来，郭占忠完成了 50多项

农业关键增产技术推广和重点试验

示范项目，为临夏县粮食增产、蔬菜

产业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出

了突出贡献。近年来，为做大做强特

色产业，他坚持以发展设

施农业、建

立高原夏菜基地及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为主攻方向，积极开展特色产业培

育、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推广、龙头企

业引进培育、东西部扶贫协作、科技

宣传培训普及等工作。

在厦门——临夏东西协作帮扶

开始后，郭占忠提出要在特色产业发

展中引进龙头企业来本地建基地、做

示范、打通道，结合临夏县的地理优

势和气候特点，甘肃成伯农业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建设以“高原夏菜”为主

打产品的车间。刚开始，因不了解当

地土壤、气候情况，从厦门引进的新

品种“牛奶玉米”试种情况并不理想，

企业遇到了很多难题。

后来，郭占忠积极与甘肃成伯农

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经过持续

不断地试种和探索后，“牛奶玉米”种

植迎来丰产，农民的收入比过去种植

粮食玉米高出 2倍多，有效提高了土

地生产效益，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的

渠道。他的新技术新理念以及“保姆

式”细心及时的服务得到了农户与成

伯公司的一致认可。

“我生在农村，亲近农民，也非

常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现在，我

们农业发展进入了现代农业的快

车道，要学习先进知识与管理模

式，帮助农民在土地上获得更大的

收益。”谈及未来，郭占忠

如是说道。

志在山野助“三农”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郭占忠

耕耘三尺讲台 守望满园花开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齐斌德

她用力透纸背的文字感染读
者、用及时新鲜的信息引导读者，从
事新闻行业 27年，她在报刊发表作
品近百万字，出版 11 部作品，曾获
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好
新闻奖等。这位笔耕不辍讲述临夏
故事、记录生活点滴的人就是“临夏
州拔尖人才”、州民族日报社编辑部
副主任李萍。

她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一
直辛勤耕耘在新闻沃土，有幸成为
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参与者。
在新闻报道中，李萍不断扎实锤炼
理论水平，提升业务功底，用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引导受
众，不断提高个人政治理论水平和
业务能力，聚焦脱贫攻坚、项目建设
等各类主题宣传，不断践行“四力”，
深入基层采写了众多沾泥土、带露
珠、冒热气的作品。

“深入基层，贴近百姓的采访
让我很感动，从教育、民生等各方
面的采访报道中，我看到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看到许多人通过
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生活，还有不少
人自身发展后又带领乡亲致富。
这让我对新闻事业更加热爱、专
注。”李萍说。

2008年开始，李萍主持开设《民
族日报》副刊《名家》栏目，特邀国内
颇具影响力的作家、诗人谈创作，引
领了州内外许多的老、中、青文学爱

好者走上创作之路。二十多
年来，她为文学爱

好者分

享写作心得，帮助基层文学爱好者
提高写作水平，为他们出版个人作
品集出谋划策，帮扶培养了一批文
艺创作人才，进一步优化了我州的
文学创作环境。

文以载道，书写城市的目的，既
是记录社会历史变迁，记录城市发
展变化，更要传达出一个地方的内
在灵魂与深层气质，李萍希望通过
自己创作的文章，让独特而鲜活的
临夏地方文化标签众所周知，使临
夏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气质在文学创
作及新闻报道中显现，让文学创作
与新闻报道相得益彰。

“获得这次奖励，我会戒骄戒
躁、珍惜荣誉，同时我将发挥自
身的能力，带动和培养一批文学
和新闻爱好者，也鼓励年轻人发
挥‘四力’，多采、多写、多练、多
看，用我们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
品让大家感知到临夏的美食、美

景和真善美的故事。”
李萍说道。

写有温度的新闻 讲有灵魂的故事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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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医者父母心。从1993年参
加工作以来，临夏县人民医院院长马坚
秉持“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以高超的专业水
平、娴熟的技术诊断，全心全意为患者服
务，以高尚的医德和职业情操忠实地履
行着一名医生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

走进临夏县人民医院，普内科的
每一个病房里都曾留下马坚忙碌的身
影。在科室里，他严格执行工作制度、
诊疗常规和操作规程，与其他医生共
同探讨疑难杂症；在病房里，他对患者
的病情了如指掌，每个阶段的治疗方
案他都心中有数。

他擅长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内
分泌系统、神经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
的诊治，熟悉相关疑难杂症的鉴别和
治疗，急危重症的抢救及胸腔穿刺置

管引流、胰岛素泵等操作。近 5年来，
马坚共诊治门诊病人 7800人，住院病
人 3200人，抢救急危重症病人 560人，
受到广大患者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不分贫富贵贱，善待每一位病人，
这是马坚一贯坚持的医德。夜间值班
时遇到钱不够的病人，他便用自己的
钱，先给病人配药，人们叫他“倒贴红
包”的医生。曾经有一位 68岁的老人
因肝硬化引起胃部大出血，马坚精心
守护了两天两夜，直到病人转危为安。

从医 29年来，马坚凭借自身的勤
奋努力，从一名不知名的青年医生，逐
步成长为全县内科领域的专家，先后
获得甘肃省结核病防治工作先进个
人、甘肃省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临
夏州医德医风先进个人、临夏州五一
劳动奖状获得者、甘肃省第九批优秀
专家、“临夏州拔尖人才”等称号。

马坚还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他
毫无保留地将技术和经验传授给年轻
医生，进行基础理论知识、基本操作、
基本技能培训及经验交流，鼓励他们
继续学习深造，为他们争取更多培训、
学习的机会。

马坚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
了医疗事业，无怨无悔。“既然选择了
医生这个职业，自己就属于病人，只要
病人需要，就要毫不犹豫地投入；既然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得把为人民服
务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他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

做百姓健康的守护人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马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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