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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民《快乐星球》中制造“快乐”

让人敬佩的“苍生大医”郭春园

十年

铿锵足音

追寻
英雄

第三章

2005年11月26日<<<

11 月 26 日～27 日，河
南在国内率先举办的“河
南文化遗产日”活动，郑州
积极响应，博物院 (馆)、历
史文化遗址和历史文化景
点同时敞开怀抱向游人免
费开放。

2005年12月8日<<<

2005 年一季度五龙口
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系统
进行培菌试运行，3 月底实
现污水处理达标排放。6月
底，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景观
用水标准，9 月 7 日向金水
河注入中水；2005年 12月 8
日，马头岗污水处理厂工程
一期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至
2005年年底，完成厂外架空
供电方案设计，厂区定界，
工程地质初勘和初步设计
审查等工作。

2005年12月30日<<<

为缓解中小学入学难
问题，2005年，市委、市政府
把新建 11所小学和 11所初
中列入 2005 年市政府为民
办的十件实事之一，一个月
内拿出了规划方案，各区克
难攻坚推进建设，当年秋季
开学时，有 14 所新建中小
学建成并开始招生，年底，
22所新建中小学全部完工。

时隔4个月，再次见
到李老发，虽然目前仍在
恢复期，但身体状况看上
去还不错。记者劝慰他：

“等身体养好些，再送水
也不迟。”却被他固执地
拒绝了，眉头紧锁着说
道：“我已经到桥下看过
很多回，他们需要水，再
难再苦我都会做到底。”

最近一次采访张
惠民，恰逢五四青年节，他
在回答记者提问之余也不忘
幽默一把：“这是咱的节日。”

“虽然我煎熬了10年，不
记得有过多少失眠的夜晚，但
是我只有俩字‘不怕’。”张惠
民说，自己喜欢干点有挑战的
事，虽然创作过程异常艰难，
但有观众的支持和期待，自己

“没有悲观的理由嘛！”
张惠民向记者描绘了他

“给中国儿童带来快乐”理想
蓝图上的几大战略：拍摄《快
乐星球》电影版，条件成熟时
制作3D版《快乐星球》，继续
进行《快乐星球》相关衍生产
品的开发与研究……

“我们一定要把老院长的
这些精神财富接过来、传下
去。”日前，记者连线郑州市深
圳平乐骨伤科医院院长黄明
臣，说起老院长郭春园，他没
有忘却老院长言行教诲。

他说，虽然老院长已离
开7年了，可他留下的精神财
富仍在造福患者。他无偿捐
献的13个祖传秘方治愈了数
以万计的患者；他传承的平
乐郭氏正骨医术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
用退不掉的“红包”成立的

“特困患者救助基金”发展成
“郭春园中医发展基金会”，
用于救助因贫困而看不起病
的患者，帮助有志于骨伤科
事业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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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清早，李老发就开
始忙碌起来。由于身体正在
恢复期，不宜从事重体力劳
动，今年他将制水机搬到了
一楼，还特意购买了一个储
水罐。直到下午，所有的水
桶终于灌满了纯净水，他吃
力地抬上了车，望着背影，记
者心里有些心疼。

都说做一件好事容易，
难 就 难 在 坚 持 一 直 做 好
事。“送水哥”李老发就是这
样一个人。

2009 年开始，中州大道
郑汴路桥下，在这里等活儿
的农民工都能喝上纯净水
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
这些水是谁送的。从那时
起，记者开始了追寻“送水
哥”的脚步。直到 2011 年 6
月14日，时隔整整3年，记者
苦心蹲点，终于等到他，但他

却不愿面对镜头，甚至连名字
也没有留下，记者尊重了他的
决定，以《为农民工送水三载
不留名》为题在本报见报，报
道中只配发了一张他送水背
影的照片，报道后“送水哥”的
故事感动了绿城。

他是谁？他还有哪些
故事？带着众人的企盼，记
者再次辗转联系到了他，随
之也揭开了“送水哥”的神
秘面纱。

“送水哥”名叫李老发，
是在郑州创业的一个小老
板。3 年来，他免费送出近
两万桶水，自掏腰包花费了
十几万元，先后在郑州5个农
民工聚集点设立了免费饮水
点。他说：“农民工离乡背井
来城市打工，每天都要干力
气活，赚的钱还要寄回老家，
挺不容易的。很多农民工兄

弟每天连一元钱的纯净水都
舍不得喝，我想帮帮他们。”

一时间，“送水哥”的善
举，在绿城家喻户晓，感动
之余，不少热心人士纷纷伸
出关爱之手，与李老发一
起，给那些为建设郑州流血
流汗的农民工兄弟们送去
更多温暖。

《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
李老发的事迹。 新华社、中
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国之声等众多主流媒体，
连续对“送水哥”事迹以及郑
州市民爱心传递进行了报
道。2011 年，李老发被评为
2011“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
物之一。

然而，在 2011“感动中
原”十大年度人物颁奖晚会
举行之际，李老发突发心梗
入院。

王 影

2002 年初夏，记者第一
次来到市区近郊的拍摄基
地，郑州电视台导演张惠民
正乐呵呵地招呼着来自全
国各地的编剧和行业专家，
大家聚在一起踌躇满志地
为一部还未问世的儿童电
视剧《快乐星球》出谋划策。

那个时候，张惠民或许
没有想到，第一部《快乐星
球》2004年10月在央视播出
后，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

“快乐风暴”，荣誉和叫好声
如潮水般涌来；他也不会想
到，自己在追寻“快乐”的路
上“痛苦”地一走就是 10 年
——多次采访张惠民，记者
也成为张惠民寻找快乐的

“见证人”。
提到张惠民，大家首先

想到的就是《快乐星球》，其
实，在拍摄《快乐星球》之
前，张惠民就曾自编自导电
视连续剧《追杀陈圆圆》，拍
摄过《乡党委书记》、《看不
见的太阳》、《生死较量》、

《越活越明白》、《分流》等影
视作品，但真正让张惠民

“火”起来的，还是《快乐星
球》——被中宣部评为第十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优秀电视剧奖、被广电
总局评为“飞天奖”少儿电
视剧二等奖、第二十五届中
国电视金鹰奖电视剧提名
奖；2007 年 4 月，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在
有关领导陪同下，来到快乐
星球拍摄基地进行视察工
作……

“虽然《快乐星球》前四
部很受观众欢迎，得到过很
多荣誉，但第五部依然要从
零开始。从剧本到演员，从
拍摄到制作、播出，都是新
的开始。”张惠民并不讳言，
自己一直追求给全国少儿
观众带去快乐，但自己的状
态却可用“煎熬”来形容，如

《快乐星球》第五部，剧本创
作遭遇瓶颈，如何突破创
新，一直是困扰他继续创作

《快 乐 星 球》的 最 大 难 题
——经过前四部《快乐星
球》共200多集的创作，有限

的编剧群体已经技穷，哪里
去找好看好玩又符合儿童
审美情趣、寓教于乐的好故
事？原定今年暑假在央视
播出，但由于剧本还在送审
阶段，赶不上暑期档，只好
尽量赶在寒假播出。

10 年前拍摄中国首部
儿童科幻电视剧时，张惠
民 还 存 在 着“ 抛 砖 引 玉 ”
的念头，没想到 10 年后，
国 内 儿 童 科 幻 剧 甚 至 儿
童电视剧的版图，依然是
空 白 一 片 ，小 观 众 对《快
乐星球》的翘首以待不允
许他放弃，《快乐星球》的
继 续 已 经 成 为“ 守 土 有
责”的使命。

10 年过去了，影视基地
的花草树木更加繁茂，新增
的雕塑、陆续搭建的摄影棚
让基地有限的面积变得拥
挤。记者不禁感慨，在这片
有限空间里诞生的精神财
富，喂养了数亿嗷嗷待哺的
中国儿童，而创造这笔精神
财富的领头人，更值得人们
的尊重和支持。

左丽慧

郑州市深圳平乐骨伤科
医院坐落在深圳繁华的蔡屋
围金融区，规模不大，但却誉
满鹏城深圳。

2005年 2月 26日，这家
医院的一位老人离去，无论
是在北国绿城，还是在南国
深圳；无论是在卫生系统，还
是在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
波澜，感动了无数患者。

如今，在医院大门前，
静静地安放着这位老人的
半身塑像。他笑容可掬，目
光炯炯，好像在对前来就医
的每一位患者嘘寒问暖。
这位慈祥老人就是被国家
卫生部授予“人民健康好卫
士”的郑州市深圳平乐骨伤
科医院名誉院长郭春园。

郭春园，我国传统正骨
四大流派之一“平乐郭氏正
骨”的第五代传人，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认定
的全国 500 名著名老中医
之一，卫生部“发扬祖国医
学遗产”银质奖章获得者，
曾撰写出版了骨科专著《平
乐郭氏正骨法》及《世医正
骨从新》。 2005 年 2 月 26
日，因罹患癌症，郭春园老

人永远告别了他深深眷恋
的病人。

2005 年 2 月前后，记者
曾先后两次前往深圳，采访
这位让人敬畏的老人。虽
时空转换，但点滴细节烙印
历久弥新。

一间普通病房内，生
命垂危的老人，静静地躺
在简陋的硬板床上，插着
鼻饲管，艰难地呼吸着，但
他仍不时费力地抬起手，
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要
给病人看片子。

“截去食指还怎么给病
人治病？”因长期遭受Ｘ光
射线侵蚀，致使老人手指发
生癌变。但他拒绝截去癌
变手指，冒着癌细胞扩散的
危险继续为患者正骨。直
到癌症晚期，老人还坚持为
病人看病。

作为全国名老中医，他
每次看门诊，都佩戴“共产党
员”标牌。为不打扰患者休
息，他常年穿布鞋到病房，轻
手轻脚。

为表达感激之情，病人送
来红包，老人都婉言拒绝，实
在退不掉的红包就上缴。在

他的倡导下，医院成立了“特
困患者救助金”。

为了让更多患者早日康
复，老人打破“平乐郭氏医术
不得乱传外人”的“家训”，不
要任何专利，不要一分钱提
成，将 13 种祖传秘方、验方
的专利权全部捐献给国家。

老人一生创办了3家医
院，按照他的献方生产出来
的药品，年销售额已达 800
万元，但他去世时，自己一
套两居室的按揭房款，却是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才还
完……

60多年的行医生涯，老
人用生命诠释着“苍生大
医”的崇高境界，用心血践
行了他用鲜血写的入党申
请书：“把真心交给党，对党
无虚言；不求名利，不骄不
满，全心全意为病人，不让
金钱杀伤我的双手……当
党的事业需要我的生命时，
我会毫不退缩地贡献出我
的生命。”

大美无言、大爱无疆。
郭春园老人走了，但他在世
人心中留下了一座“苍生大
医”不朽的丰碑！

汪 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