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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脸上永远挂着真诚的微笑，一
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清澈透明，齐耳短发
使她显得十分年轻干练，对待患者如同
家人一样亲切。只要一提起她，大家都
会异口同声地夸赞：“吕医生人真好！”

她叫吕艳丽，河南西平县中医院妇
产科医生，二十多年一线的从医经历，
她无时无刻都不敢忘记一位医者的使
命和责任，让无悔的青春年华如同自己
的名字一样永葆艳丽。

学习！再学习！

从立志成为一名称职的医生开始，
吕艳丽的座右铭就成了：“学习！再学
习！”

许多人年少时候都有一个梦想，
都会在显眼位置放个自己的座右铭，
以此来激励自己为了那个梦想而奋
斗。自从选择了成为一名医生那天开
始，吕艳丽就告诫自己：“医生是救死
扶伤的神圣职业，来不得半点马虎，更
不能对业务一知半解，那可是人命关
天的大事！”

在学校里，无论是大专还是后来的
本科，她都用一种拼命精神来努力地汲
取知识的营养，老师和同学都知道吕艳
丽的外号叫“拼命女郎”。寒冬里，北风
呼号，坐在教室里伸不开手，她往手上
哈口热气，跺跺被冻得麻木的脚，继续
用僵硬的手翻开书本；酷暑里，屋里像
个蒸笼，她用毛巾擦擦汗，用汗津津的
手握着钢笔，在本上写下一行行学习笔
记。

终于，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参
加了工作，成了西平县中医院妇产科医
生，但爱学习的优良习惯一直保持着，
向书本学，向专家学，向老医生学，从实
践中学，有机会还去进修------为了
更好地服务患者、巩固知识，并通过努
力考取全科医生资格。

细心！再细心！

吕艳丽在西平县中医院妇产科

擅长不孕不育治疗，听起来不是救死
扶伤的重要部门，但一个个家庭的痛
苦和幸福可能由此产生，这就不是一
个小问题。不孕不育，责任男女双方
可能都有，诊断正确才能对症下药，
一丝一毫的失误或许都会让人家凭
添几多泪水和失望。

吕艳丽曾经遇到一件令人啼笑
皆非的事：一个老家在西平的海员，
他本人经过检查没有问题，婚后妻子
2年不孕，在武汉做了好多检查，但就
是怀不上孕，于是趁假期带妻子来到
西平县中医院，点名让吕艳丽看看是
怎么回事。

吕艳丽仔细询问病史，浏览了一
遍所有检查报告单，发现没有什么异
常呀！多年的职业敏感养成的细心
习惯，她对病人说:“你排尿后我给你
做个妇科检查看看。”检查时发现女
方宫颈肥大，轻度糜烂，乳白色分泌
物多。吕艳丽擦去分泌物，仔细查
看，发现宫颈管外口扩张，呈圆孔状，

这一看看出了问题：距宫颈管外口约
1cm处像是有赘生物，不仔细看，还真
看不出来。经过手术切除后病理结
果确诊为宫颈管息肉，原来是精子通
过的“路”阻塞了。“路”通后，第二个
月女方就怀上了。海员夫妻俩兴高
采烈地给吕艳丽打电话报喜：“刚做
完检查，宫内早孕！”

吕艳丽的认真和细心在医院里
是出了名的。她不但自己对工作近
乎苛刻，对身边的人也要求十分严
格。护士们说，跟着吕姐能学到好多
东西，粗心大意在她这里根本行不
通；同行则说，有时候真觉得她细心
得有些过分，但转念一想，干这一行
的，除了医术，细心和责任一样重要，
要不然哪能对得起这个职业？所以，
得向她学习！

贴心！再贴心！

工作时间长了，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吕艳丽的名气也渐渐传开了，来

找她看病的人自然越来越多，但吕艳
丽始终如一，把自己当成患者的贴心
人。她说：“患者来找你，大多数是无
助的情况下，一是看医生的医术，再
一个就是想从这里得到安慰和信心，
所以必须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人和
朋友，同他们心贴心。”

西平县谭店乡有对夫妻在外打
工，长达 8年不孕，夫妻俩求医路上历
尽艰辛，却没有结果，最后闹起了离
婚。他们听说老家有个吕医生很有
名气，就专门回来就诊，准备最后试
一试。

吕艳丽认真询问、了解既往诊治
检查后，认为男女双方都有问题，男
性是稍弱精症，女性是多囊卵巢综合
症，双侧输卵管通而不畅，导致不孕，
建议他们采用正规中西医结合治疗
至少半年。夫妻俩并不相信，心想那
么多知名专家都没有治好，你说能治
就能治？但事已至此，只好暂且试
试。没想到，8个月后女方怀上了，足
月时不远千里放弃了在家门口生孩
子，提前大老远跑到西平县中医院，
等着孩子在这里出生。俩人说：“总
感到吕医生在身边才放心。”后来，这
对夫妻生了个漂亮的小公主。为表
示感谢，他们送上了鲜花和锦旗。

有人问吕艳丽，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重复着单调的工作，你就不烦
吗？吕艳丽微微一笑，回答：“不能
烦，哪怕有一丝烦，患者都会看在眼
里，无端让她们增加心理压力，不利
于治疗；不敢烦，微笑让我心理更年
轻，烦恼只会让我变得老。你不希望
看着我老气横秋吧？”

诚然，作为一个普通人，吕艳丽
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光辉事迹，她是平
凡的，但她却在平凡的岗位上，竭尽
全力给患者带来希望和欢乐，也影响
了身边的人，这种精神无疑是十分伟
大的，这是一种平凡中的伟大！

（陈科举）

郝海娜，1984年6月出生于河南开封杞县湖岗乡宋寨村，婚后定居
圉镇镇后城村，“郝氏糖醋蒜”第六代传人。2014年开始创业，她从一名
普通的农家女孩成了乡亲们的“主心骨”，成就了自己的美好梦想。

有梦想就要向前冲。2014年的一天，郝海娜到郑州办事，去西安泡
馍吃饭，服务人员端上一小盘糖醋蒜。因自己从小就爱吃奶奶和母亲腌
制的糖醋蒜，她就向服务员又要了一盘，也就是两三瓣。到结账时，加那
一小盘糖醋蒜加收了5块钱。于是，她就问老板糖醋蒜多少钱一斤，老板
说15元。她怔了一下，自己家里年年种大蒜，况且还有祖传腌制糖醋蒜
的秘法，为什么不去腌制糖醋蒜呢？从那天起，郝海娜便萌发了把祖传
的“郝氏糖醋蒜”发扬光大、造福父老乡亲的念头。

郝海娜深知，要想生产优质的糖醋蒜，就必须选用有机大蒜。为了
保障有机大蒜的品质，她便在自家的田地上进行实验，严格按照有机大
蒜生产技术规程进行栽培，每亩施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3000-5000公
斤，不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和生长激素，生产出了无污染、纯天然、高
质量的绿色健康大蒜。

为了让更多的食客吃到“郝氏糖醋蒜”这道祖传美食，郝海娜在祖传
古法腌制的基础上，不断调整配方比例，在保持“郝氏糖醋蒜”传统制作
技术基础上，经过香醋、蜂蜜及其它高端食材的精心熬制，使其营养价值
更高、更好吃。

为保证产品质量，郝海娜用料讲究，使用自己发展的有机大蒜种植
户的大蒜产品。之后，去皮、清洗，严格配方配料，经过多道手工制作工
序，腌制的糖蒜晶莹透亮，甜而不腻，质地脆嫩。顾客品尝后赞不绝口：

“太好吃了！脆、嫩、酸甜可口，‘郝氏糖醋蒜’真的名不虚传。”
郝海娜生产加工的糖醋蒜制作全过程都是人工操作，用工人们的话

说就是跟相亲似的，长得“歪瓜裂枣”的一个不留。她还把每批产品样品
送到杞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进行专业检测，检测结果全部合格，做到了
零添加。用郝海娜自己的话说:“糖醋蒜在制作过程中要经历好多工艺
环节，一步也不能少，这就是我们要传承的工匠精神。”

郝海娜是个叫真儿的人，产品品质达不到她的要求，绝对不卖。对
于她来说，糖醋蒜是她对儿时的一种回忆，在她的心里，这就是家乡的味
道，容不得一丝杂质。“小时候，每到出蒜的季节，家家户户都用好多瓶瓶
罐罐腌制糖醋蒜。特别是吃火锅涮肉和西安泡馍时，要是配上两瓣糖醋
蒜，既能解油腻，又能去腥膻，可以说开胃解腻、清新留香。”郝海娜说。

为了把糖醋蒜产业做强做大，郝海娜成立了杞县百川农贸公司，注
册了“郝海娜”牌糖醋蒜，建成了标准化的无菌糖醋蒜腌制车间、紫外线
照射间、清洗区、原料间等，还主动学习开设网店，入驻了电商平台，希望
通过电商打开销路，让更多人吃到老味道的、传统手工的糖醋蒜。

2020年12月，杞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为郝海娜的《郝氏糖醋蒜制作
技艺》颁发了“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匾牌，她本人被确定为“郝氏糖醋
蒜”第六代传人。郝海娜糖醋蒜自从被冠以“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许
名称后，其名声越发响亮，订单也随之增多。

作为“郝氏糖醋蒜”第六代传人，谈起以后的发展，郝海娜表示，制作
的糖醋蒜一定要对得起“杞县非遗”的招牌，无论到啥时候，都要保证给
大家献上最美味、最地道的糖醋蒜。同时，也希望有志之士携起手来共
同发展，把“郝氏糖醋蒜”发扬光大，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这道极具地方
特色的美味佳肴。

青春注定因梦想而美丽，人生注定因奋斗而精彩。郝海娜将继续怀
揣着干事创业的梦想和勇气，扬青春之勇气，勇立时代潮头，唱响青春之
歌，不断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闫玉杰）

逐梦 30 年，跋涉 50 万公里，倾尽
所有建设两座树雕博物馆，收藏、创作
两万余件世界珍稀名木树雕艺术作
品，储存万余吨珍稀名木原材料，开创
了树雕艺术流派，被誉为树雕艺术的
开山鼻祖，但他仍不满足现状，一刻也
不停止前进的步履——李凌云，你到
底在追求什么？

1952 年，李凌云出生在河南省漯
河市万祥街，在这个颇为热闹的小街
道，他度过了童年、少年。少年时，他
就与大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居住
的临街大院里，有十几棵参天大树，大
人们在树下乘凉，他就和小伙伴们在
树上“藏猫猫”。有一次，他竟然在树
上搭的窝棚里睡了一觉，天亮时才被
家人的寻找声喊醒。

李凌云有着深厚而优秀的家学涵
养：没有入学，爷爷就在他幼小的心里
灌输“忠于民族，报效国家”的精神滋
养；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精忠报国
的事迹成了他的学前开蒙；“学习民族
英雄，当为国家用命”成了他一生的追
求和人生价值取向。 后来，无论是上
山下乡，当知青、队长，还是进厂当工
人、当干部、当企业老总，他都一直用
这种理念严格要求自己，直至退休也

没有泯灭心中的向往。
有一次，他与夫人到一个边陲小

镇旅游，不经意间来到了一个伐木场，
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巨大的树
木被电锯分解，一段段地装上车拉往
内地，再将它们解成板、做成家具。这
些上千年的大树就这样被毁掉了，他
感到一阵锥心之疼。

看看那些树木的名字吧：金丝楠、
黄金樟、红酸枝、花梨木、铁力木……
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稀缺树种，哪
一种不是稀缺贵重、价格不菲？哪一
种不是天涵地养、生存千年？就这么
被野蛮地伐下来，做了仅供个人享受
的家具，实在令人痛心！这些名贵的
树木为什么只能毁了制造家具呢？

他看着那些珍贵的乌木、缅红流
出殷红的汁液，染红了土地，染红了溪
流，染红了涧水，那分明是大树在泣
血，在痛苦地哀嚎。“我当时仿佛听到
了那些巨大的树木在哭泣！”二十年多
后，李凌云每当想起这些场景，都不由
感慨良久。

他感到有一种使命在召唤，总觉
得自己应该做些事，当时他就下定决
心，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眼前这些大
树，他要把这些名贵的大树完好保留
在中国大地上。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
夫人的大力支持，财力有限，就变卖家
产。此后，竟然一发不可收拾，他把自
己的后半生都放在这件事上。

为树雕艺术倾洒余生

如何把这些大树注入新的生命，
让它们永远有价值地保存后世，成了
李凌云每天思考的问题。将大树做成
雕塑艺术品，它们不就能永存世间了
吗？在此之前，中国只有木雕、根雕，
从来没有雕塑整棵大树的先例。但艺
术不仅仅是保存传承，还应该创新创
造、光大发扬，李凌云以个人的文化修
养和艺术视角，开始了对大树的雕塑。

在创作中，李凌云感悟到大树雕
塑就是要尊重大自然创造生命的尊
严，怀着崇敬之心从大树身上发现大
自然创造艺术的魅力，人为的创作只
能占整棵大树三分之中者一分，这才

是树雕艺术创作的宗旨。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

第一件树雕作品终于问世，栩栩如生、
气势非凡，简直就是天造地设，有极强
的艺术感力和视角冲击力。李凌云潜
心在树雕艺术的创作中，作品也一天
一 天 增 多 ，对 树 雕 的 理 解 也 日 益 精
深。他在继承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基
础上，用个人文化艺术修养对大自然
进行感悟，逐渐形成了“凌云树雕”独
特的艺术风格——师法自然，天人合
一。

李凌云认为，树雕艺术首先是以
尊重自然、呵护生命尊严，进而创造艺
术价值为基础，在创作过程中遵从大
自然本身的创造力，感悟并发现大自
然赋予原材料的艺术价值，从而创造
天人合一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在
树雕艺术创作中，要转换艺术家所处
的位置和角度，从主观的创作者变为
大自然创造艺术的美容师，通过对大
树的美容，凸现出大自然赋予大树之
上的艺术魅力，让人们欣赏到树雕的
艺术之美。

被誉为“树雕第一人”

走进平顶山大秀山国学文化园“凌
云树雕展览馆”，立刻被眼前壮观的树
雕作品艺术所震撼：上万平方米的展览
大厅，层次递进地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树
雕艺术作品，硕大的壮观，微小的精
致，一件件作品无不彰显出作者匠心独
运的艺术才华。

人物表情千姿百态，或怒，或喜，或
悲，或忧，或张狂，或淡然，无不刻画入
微，细节之中见精神；动物神态惟妙惟
肖，有的霸气威武，有的玲珑可爱；有
的似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有的如伉俪
情深，相携前行。对于这些作品，李凌
云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他指着高达 5.8米的郑板桥红豆杉
雕像说，这尊雕像充分展示了树雕艺术
注重形体神情与精神思想相结合的特
征，也充分体现了树雕艺术一分人工二
分天成的艺术特质，从而让人们领悟到
大自然伟岸的生命张力和大自然创造
艺术的伟大魅力。虽然这尊郑板桥雕

像雕刻部分不到整个大树的十分之一，
其余则是巧妙地利用了大树本身的线
条，但板块与线性的有机联系，使整棵
大树浑然天成，活脱脱一个人物跃然世
间。

面对两尊硕大无比的雄狮树雕，森
林之王的雄风摄人魂魄，头颅硕大，鬓
毛开张，威慑四方，草木皆伏，眼赛铜
铃，不怒自威，像是正在巡视自己的领
地，又像是在向百兽抖擞自己的威风。
来到巨型树雕《中华百子图》跟前，恢
弘巨制，令人震撼——百名形态各异的
娃娃憨态可掬，姿态万千，惟妙惟肖。

经过权威专家学者对李凌云创作
及收藏树雕的考察研究，一致认为无论
从其作品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称为中
国第一、世界之最！他是第一个利用大
树为创作原材料的，创造出来的“树雕
艺术”实乃中国首创，名副其实的“树
雕艺术”开山鼻祖，为中国乃至世界创
造了一个新兴的艺术门类。

为家乡捐赠作品一掷千金

2015 年 11 月，李凌云做了件轰动
家乡的大事！此时，第三届许慎文化国
家研讨会在漯河市许慎文化园举办，来
自全国的与会代表目睹了一座高 6.5
米、底阔 3.3 米、重达 16 吨的巨型许慎
雕像落户这里。这尊树雕艺术作品使
用二十多吨重的金丝楠木原材料，本就
价值不菲，再加上创作后的艺术价值，
当之无愧地一下子成为了镇院之宝，引
起了与会代表高度赞扬，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

许慎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字学家，
被称为“文宗字祖”。他著的《说文解
字》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比西方的字
典早 1600多年。和许慎一样同为漯河
人，李凌云为此感到骄傲。他心里一直
有个想法，怎样才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
及的事呢？用金丝楠木雕刻许慎之像，
树立在文化园中，让人们永远缅怀先
贤，岂不是有意义的事？

说干就干，他经过许多天的苦思冥
想，确定了最佳设计方案；定了方案
后，一刀刀地雕刻，上下十几米要求浑
然一体，人物栩栩如生，不允许出现任

何败笔，否则整棵贵重的大树就将报
废。经过三个多月的创作，许慎像终于
圆满完工了，他才如释重负地擦着头上
的汗水，围着许慎雕像看个不停，醉心
于自己为先贤造像的幸福之中。

此后，李凌云先后为河南邓州市花
洲书院捐赠了孔子树雕像，为中原佛学
院捐赠了弥勒佛和麒麟观音树雕像。
面对众人不解的目光，李凌云却显得十
分坦然。他说，凌云树雕每次捐赠都有
一定的社会意义，为的就是让先贤耸
立，让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弘扬，让民
族文化经典永远记忆。

全力传承树雕文化

对于家乡，李凌云总有一种难以割
舍的情怀。尽管多年来致力于在南方
发展自己的树雕事业，但叶落归根是他
魂牵梦绕的情怀。

把树雕艺术精品运回河南，在平顶
山建凌云树雕艺术馆的想法由来已久，
这一想法得到了平顶山市委市政府领
导的大力支持。2011 年，李凌云开始
投资兴建大香山国学文化园和大香山
树雕艺术研究院，计划总投资 100 亿

元，占地 963 亩，分三期建成。期中一
期大香山国学文化园建设占地 416亩，
投资 50亿元。 为了让家乡人民进一
步了解树雕艺术，他在国学文化园内修
建 了“ 中 国 凌 云 树 雕 艺 术 文 化 博 物
馆”，前来参观的人在巨大而精美的树
雕作品面前无不由衷地发出赞叹。

平顶山市委、市政府独具慧眼、敞
怀纳士，为弘扬树雕艺术做出切实之
举，将李凌云的展馆和研究院结合，投
资建设 4.8 万平方米的树雕艺术博物
馆，着力打造“大香山文化旅游区”这
张文化名片，占领文化艺术的制高点。
平顶山还出台了文化产业发展“三年行
动规划”，特别提出要依托特色文化品
牌，打造文化高地。这更加激发了李凌
云的雄心壮志，他决心将平顶山打造成
世界树雕之都，为平顶山留下一座名垂
千古的树雕名园。

李凌云说，树雕艺术是雕塑界的一
支奇葩，显示着中华民族创造文化艺术
的伟大张力，一定要让树雕艺术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并认识树雕
艺术的魅力，认知中华民族创造艺术的
力量和智慧。 （李跃武）

传承树雕艺术 李凌云的凌云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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