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上海孤儿，在草原的怀抱里长大；他
蒙古语、汉语兼通，是牧民的知心人；他工作认
真，是领导眼中的好助手；他以身作则，是同事
们学习的榜样。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一步一个
脚印辛勤工作，扎根草原 30 载，用自己的青春
和热血报答这片草原。他就是包头市达尔罕
茂明安联合旗（以下简称“达茂旗”）一位普通
的基层干部——查干朝鲁。

1959 年末开始，中华大地经历了罕见的自
然灾害，上海、江苏等地的一些孤儿院因为粮
食匮乏而陷入了困境。从 1960 年到 1963 年，
在时任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的不懈努力下，
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 3000 名上海孤儿，并送
到牧民家里寄养。

据当地的老人们讲，达茂旗接受了 38 名上
海孤儿，体弱多病的查干朝鲁是最后一个被收
养的。查干朝鲁这个名字，也是他在乌兰察布
医院收留观察时，医院的蒙古族阿姨给他起
的。最后，查干朝鲁和萨仁其其格 2 名上海孤
儿，被原都荣敖包苏木乌兰察布嘎查牧民朝克
图和道丽格尔夫妇接回到自家的蒙古包。朝
克图夫妇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这两
个孩子，教他们说蒙古语、骑马、打猎，还供他
们上学。

1984 年 冬 天 ，21 岁 的 查 干 朝 鲁 学 成 归
来，踌躇满志地走进了都荣敖包苏木政府的
院子，时任苏木党委书记拉西接受了他。“在
他们这一批 10 多个年轻人中，查干朝鲁是非
常突出的。他最大的特点是机灵好学、踏实
肯干、上进心很强。从现在来看，我当时没有
看走眼！”多年后，当年的领导拉西依然这样
评价他。

就这样，查干朝鲁从政府秘书干起，后来
成为了都荣敖包苏木副苏木达、满都拉苏木党
委副书记、查干淖尔苏木苏木达、党委书记，再
到达茂旗政法委副书记、达茂旗司法局机关党
支部书记。34 年的基层工作，查干朝鲁一路走
来，脚步扎实而坚定。

工作之初，语言是摆在查干朝鲁面前最大
的障碍。从小在牧区长大的他，为了把汉语学
好，白天做会议记录，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就先
用拼音标上或者用蒙古语写上，晚上下班后，
再用字典一个一个查。这样下来，不仅汉语水
平进步得快，查干朝鲁的业务水平也突飞猛
进。由于工作认真、积极上进，工作 3 年后，查
干朝鲁就被推荐入党。

“解决群众问题，首先要做到态度端正，我
们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只有让老百
姓看到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才能让他们从内
心消除抵触情绪。”这是查干朝鲁工作笔记中
的一句话，也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熟悉
查干朝鲁的人都说，当地老乡遇到什么问题，
事无巨细第一个想到的人总是查干朝鲁，而他
也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替群众解决困难。直到
查干朝鲁调到旗里工作多年后，仍有老乡找他
帮忙，只要是不违反原则的事，他总是爽快地
一口答应。老乡们总是亲切地称呼他“查干”
或者“老查”。

1996 年，刚到满都拉苏木工作的时候，身
为牧民的查干朝鲁意识到，要想做好牧业税收

工作，就要与牧民群众打好交道，前提是要跟
他们交朋友。于是，1 辆摩托车、1 件大皮袄，他
一走就是半个月，住在牧民家，吃在牧民家。
在充分取得牧民的信任后，税收工作顺利完
成。

1999 年，在查干朝鲁任查干淖尔苏木党委
书记期间，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难题，就是如何
让 80 万亩草场上的 50 多户牧民向产业园区移
民。一次次群众大会，一次次讲解政策，取得
的效果却微乎其微。怎么办？查干朝鲁想到
了示范带动的办法。他积极动员牧民党员，让
他们再去动员其他牧民群众。这个办法果然
奏效，大部分牧民同意转移，但仍然有个别“钉
子户”。查干朝鲁根据当年征收牧业税的经
验，一次次到牧民家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
做思想工作。最终，他一户不落地完成了任
务。

查干朝鲁在达茂旗政法委任职的 10 年中，
按照包头市平安建设创建的总体要求，结合达
茂旗实际，深入推进“平安达茂”建设，因地制
宜地提出了平安建设创建工程。在 1.87 万平
方公里的达茂草原上织起了一张安全保护网。

2015 年，查干朝鲁调入达茂旗司法局工
作。面对众多新问题，他依然心系基层百姓，
将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基层，使基层司法
工作更具战斗力。

有人曾问过查干朝鲁，有没有想过回到上
海，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他回答道：“我虽
然是上海孤儿，但草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草
原有我的养父养母，还有很多视我为至亲的阿
爸阿妈。我是国家的孩子，更是草原的儿子！”

“党是母亲，祖国是家园，草原是摇篮，我
将用毕生的能量报答这片草原，报答草原上的
人民。”查干朝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记者手记】

在采访前，查干朝鲁的故事已经听了很
多，有一种亲往寻访的冲动。清瘦、干练、其貌
不扬，这是查干朝鲁给人的第一印象。接受采
访时，他的汉语有着浓浓的地方口音，蒙古语
讲起来非常标准，怎么看都是一个地道的蒙古
族老乡，很难将他与曾经的上海孤儿联系起
来。

跟着查干朝鲁下乡普法的那一天，草原出
现了异常罕见的沙尘天气，路边的碎石不停敲
打着车窗。他熟练地开着车，丝毫不受外界环
境的影响，因为草原的路他再熟悉不过了，他
在草原已经工作 20 多年。

身为一个汉族孤儿，查干朝鲁从小生长在
蒙古包里，草原和蒙古族阿爸阿妈养育他长大
成人。参加工作以后，他毅然决然扎根草原，
竭尽全力服务这片草原上的人民。如今，查干
朝鲁和达茂旗草原上的各族同胞亲如一家、血
脉交融，很多群众遇到急事、难事，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查干朝鲁，查干朝鲁总是想方设法第一
时间为他们出面协调、解决。查干朝鲁说：“我
要用一生的爱和热情工作回报养育我的这片
草原！”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

兴安盟科右中旗巴仁哲里木镇，是坐落在大兴
安岭南麓、科尔沁沙地北端的一个偏远乡镇，这里因
一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人而远近闻名。

一处院落，总是格外热闹，大门外停满了各式
车辆，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进进出出。

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此，都是为了要寻求一名
医生的面诊，此人正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科尔沁蒙
医药浴疗法”传承人、民间名医王布和。

让没钱的人也能看上病

时近中午 1 点，一楼的候诊厅仍是人头攒动，
摩肩接踵，或站或坐的人们充满期待。接诊室里，
王布和聚精会神地为患者把脉，不时拿起手边的
毛巾擦着流到脖颈的汗水。为了能尽快看完预约
当天挂号的 400 名患者，他已经几个小时没离开
座位了。

王布和一边把脉，一边叙述着患者的症状，坐
在旁边的李晨埋头飞快地记录下来。面色红润的
李晨，丝毫看不出是癌症患者的样子。

李晨家在黑龙江伊春农村，生活虽不富裕但
也安定。2014 年，他被查出患有肝癌。3 个孩子
要上学，家里还有老人要赡养，正值壮年的李晨遭
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前期在哈尔滨一家医院做
化疗，花去十五六万元，致使家中一贫如洗，而他
的病情还在恶化。经老乡介绍，走投无路的李晨
抱着一线希望，从老家来到巴仁哲里木镇找到王
布和。王布和得知李晨家庭贫困，为他免去医药
费。经过几个月的诊疗，李晨病情明显好转，再次
检查，癌细胞居然得到了控制！这让李晨看到了
希望。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不倒下，这个家就有
希望。要是没有王大夫，我可能早就因为没钱放
弃治疗了。”李晨言语里充满感激。无以为报，李
晨就留在诊所当起了义工，帮王大夫和患者干些
力所能及的事。

在王布和的诊所里，像李晨这样得到免费治
疗的患者有很多，有些患者甚至免费在他的诊所
吃住三四年，一直到病好才离开。“王布和诊所有
条规定，对 70 岁以上老年人、五保户、低保户、残
疾人、3 岁以下儿童和出家人 6 类人免费看病，没
有回家路费的，还给出路费，每年得到资助的患者
多达几千人。”李晨说。

“若有疾厄来求助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皆
如至亲之想”——这是王布和始终遵循的原则。
在他的诊所，没有人会因为看不起病而放弃治疗。

渊源还要从王布和小时候说起。
王布和出生在巴仁哲里木镇哲理木嘎查一个

贫困的牧民家庭。由于牧区缺医少药，农牧民就
医很不方便，在他 8 岁那年，父亲因为一场感冒没
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永远离去。父亲的病故，给王
布和幼小的心灵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从那时
起，他就立下誓言：“长大要当一名好医生，专为像
父亲一样没钱的人治病！”王布和拜家乡的蒙医为
师，25 岁起开始深入草原牧区为农牧民行医治
病。在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知识和临床
经验，对类风湿、肝硬化、神经性头痛和关节痛等
病症有自己独特的治疗方法。于是，他成立了自
己的诊所，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挑灯磨草药。结
合从老师那里得到的蒙医真传，加上自己的研究
探索，他的药对北方高寒、干旱气候下的牧区常见
病很有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前来求医者渐渐多
了起来。

那时候，王布和家也非常困难，他对贫困群众
不仅免费医治，还提供免费食宿、路费。行医不仅
没给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反倒给家里增加了额外
负担。为此，他的妻子承包了 700 亩土地养殖牛
羊，每年的收入全部用来维持诊所的正常运转和
补助求医者。就这样，一批批患者健康地离开，一
个个病人慕名而来。

治好病痛才是最好的褒奖

今年 4 月份，42 岁的綦薑被查出患有直肠
癌。有 1 个月的时间，绝望的她整日以泪洗面，8
岁的儿子、70 多岁的公婆和丈夫，每天陪她奔波在
各大医院。“所有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都是手术，
我还这么年轻，切除肛门怎么活⋯⋯”抑制不住自
己的情绪，綦薑双手捂着脸，泪水从指缝里涌出。

后来，听说王布和采用蒙医疗法不需要手术，
綦薑就不远千里从山东老家来到兴安盟。当辗转
乘坐飞机、火车、汽车，到了哲里木嘎查，看到四周
的荒凉，她心凉了一大截，“这么偏僻的地方，能治

好我的病吗？”可一见到王大夫，暖心的微笑、轻
声细语的安慰，顿时扫去了一家人的阴霾。“王大
夫一天要看 400 多个病人，从早到晚不停歇，一
天下来，精疲力尽，嗓子也哑了，可他总是笑眯眯
的。”綦薑回忆着 5 月份刚来时的情景。

看着王布和没有节假日，每天从早晨五六点
一直忙到深夜，连自己生病了都戴着口罩出诊，
綦薑不禁心疼地劝说：“王大夫，您适当地歇歇
吧。”王布和看了一眼身后排队等候的患者队伍，
笑着说：“我歇了，他们怎么办？大家把身家性命
交给我，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不能耽误。”

“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找他治病，甚至还有
英国、韩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外的患者。王大夫
对待所有患者都一视同仁，不分民族、性别、贫
富，都像家人一样。”为报答王布和，像李晨一样
留下来做义工的何宝慧说。

长期住在王布和诊所里的有很多都是重疾
患者。他们心情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
为了能让患者有个好的治疗心境，王布和组建了
一个四胡协会，定期搞演出，每个月来一次免费
大餐，其乐融融的欢乐气氛带给患者愉悦的心
情。

通过长期的蒙医诊疗实践，王布和对科尔沁
蒙医药浴治疗类风湿、皮肤病等疑难杂症加以创
新性继承和发展，2014 年，在科尔沁蒙医蒙药协
会建立的同时，“科尔沁蒙医药浴疗法”被列入第
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 年，王布
和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科尔沁蒙
医药浴疗法”传承人证书。

为家乡作贡献是最大的心愿

巴仁哲理木镇哲理木嘎查地处偏僻，上世纪
80 年代初，这里还没有通电，这给广大农牧民日
常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王布和拿出 1 万
余元赞助嘎查拉了电，结束了不通电的历史。

1998 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冲毁了嘎查
通往镇里的桥梁，导致附近十几个屯子的人无法
通行。又是王布和前后 3 次修桥，第 4 次筹借 26
万元资金，修建了较为坚固的钢筋水泥桥，乡亲
们至今都称这座桥为“布和桥”。

乌兰浩特市一名叫康慧的女孩，父亲遭遇车
祸致瘫，母亲患有糖尿病，生活相当困难，没钱读
书，只能辍学在家。在兴安盟红十字会的牵线
下，王布和与其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每年资
助她学费 2000 元，后来又增加到 5000 元，一直
到高中毕业。康慧也不负所望，以 580 分的优异
成绩考上了北京电力学院。10 多年来，王布和
慷慨解囊，无私资助贫困学生上学款项多达 40
多万元。

从 1985 年至今，王布和医治的病人已经达
到 300 多万人次。“当医生不能看钱，天下的男患
者都是父亲，天下的女患者都是母亲。”从医 30
年，老师的话犹在耳边，一直激励、指引着王布
和。

没有宣传、没有广告，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
患者慕名而来。蒙古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卫
生部门想高薪聘请王布和，都被他谢绝了。记者
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是草原的儿子，我的根和
爱在草原。能踏踏实实为家乡、为父老乡亲作些
贡献，是我最大的心愿。”

在王布和门诊附近的西山顶上，患者为他垒
起的敖包堆得越来越高。寒暑往来、春夏秋冬，
默默记载着他的医者仁心。

【记者手记】

“人赞回春手，医传盖世功。在他的心里，患
者最重，名利最轻，30 年如一日坚守草原送医施
药，使千万患者重展笑颜。”这是感动内蒙古人物
颁奖典礼上对王布和的颁奖词，也是对他医者仁
心的最好总结。

从医 30 年，王布和把百姓的病痛当做自己
的病痛，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他不仅
资助贫困患者，还资助家乡学校修缮校舍，资助
贫困学生继续学业。全国、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个人、全国红十字会先进个人、2012 年度感动
中国最美乡村医生、首届感动内蒙古人物⋯⋯他
的荣誉，多得数不清。但他说，这些都不重要，治
好患者的病痛才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需要就是价值。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王布
和是现今世界里的另类人——对金钱如此淡然，
正是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

医者仁心

爱洒草原

国家的孩子

草原的儿子

◎本报记者

包塔娜

霍晓庆

胡日查

王布和正在为患者诊病。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查干朝鲁又来看望若力玛吉德舅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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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泉

查干朝鲁 （中）在
为社区工作者进行法
律培训。

从小帮家里干活，查干朝鲁
（右）对牧区的生产生活再熟悉不
过了。直到今天，他还是喜欢参
加各种各样的牧业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