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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朴实清廉让我骄傲
———外甥丁涛眼中的吴登云
因为我的外公与吴登云是干亲，我很小就听家人讲

过吴老扎根边疆的故事。但这么多年来，自己从未有机会

和这位亲人有过直接相处的机会，直到2012年10月份，

高邮为了给吴登云建纪念馆，我作为吴登云的亲人与扬

州纪委、高邮市委市政府一行人第一次前往新疆，见到了

外公嘴里常提起的这位干兄弟———吴登云。

初次见面，吴登云穿着一身普通的老旧衬衫和长裤，

脚下是一双满是泥土的旧皮鞋，用家乡方言和我们打招

呼：“家乡的人来了，欢迎欢迎啊！”这一句话语顿时消除

了我对这位“外公”心中的陌生与紧张之感。

在乌恰，吴登云热情地领着我们参观了由他亲手创

建、凝聚了半生心血的乌恰医院，每到一处，无论是医生

护士还是病员及家属，都远远地便停下和他打招呼，“吴

老，您好！”仅是这一句简单的问候，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当

地人发自内心对他的那份敬意与尊重。

虽然吴登云荣获多项荣誉，也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

务，但乌恰之行，他朴实清廉的生活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据当地一位干部介绍，多年前，新疆乌恰政协考

虑到吴登云为新疆维族人民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先进

事迹，曾赠与过一套住房给他，可他这些年一直未曾居

住。即使是在退休之后，吴登云和老伴也还坚持居住在乌

恰医院为其分配的老旧集体宿舍中。那天，我们一行人来

到了吴登云的家，当我看到那间面积只有三、四十平方

米，屋里除了几张老旧大床和一些简单的家具，几乎没有

任何现代化家用电器的宿舍后，我心中忍不住一痛，不禁

问道：“外公，你退休了，怎么还过这么清贫的日子？干脆

回家和我们住吧？”吴登云说：“过去再苦的日子我都熬过

来了，我已与这里的百姓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虽然我

退休了，但乌恰人需要我，我也愿意继续为他们服务，哪

怕苦一点也没事。”

亲和平静、宽厚温暖的吴登云打动了我
———高邮中学教师郭斌

提起吴登云，高邮中学师生都不会陌生，这位扎根边

疆、为边疆人民身体健康奉献自己一生心血的“白衣圣人”

是我们所有邮中人的学习榜样，更是我们邮中人的骄傲。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吴登云是2005年10月5日，高

邮中学举行一百周年校庆，他以母校校友身份参加了此

次校庆。在当天的庆典仪式上，衣着普通、和蔼可亲的吴

登云向母校赠送了自己获得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两枚奖章，并在讲话中，深情勉励我们

不怕吃苦、辛勤工作、诲人不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

多的人才。同时他希望邮中学子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早

日成为一代英才，报效祖国，为母校添彩。他的这番深情

而温暖的话语，给了邮中师生以莫大鼓励。

在参加了党的十七大和当选为“感动中国人物”之

后，吴登云又先后两次回到母校宣讲党的十七大精神和

自己扎根边疆的事迹，每一次与他接触，时间虽然短，但

我们能感觉到吴老作为曾经的邮中人并没有因为耀眼的

光环和众人的敬仰而使人产生疏离和陌生之感，相反，他

身上所透露的那股亲和平静、宽厚温暖深深打动了我。

学习吴登云的三种精神
□ 夏林锋

市委中心组第十次专

题学习会上，吴登云同志为

与会的党员干部作了事迹

报告，反响热烈，发人深思。

李岚清 2003年的两

句评价“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

孙”是吴登云一生最真实的写照。51年前，

他告别“三十六湖秋水阔”的高邮，来到“万

山之祖”的帕米尔高原。在风大氧少、紫外

线强、环境恶劣的乌恰县，如一株坚韧的胡

杨，在戈壁荒滩上一扎就是半个世纪。这期

间，他只做了三件事：救助了无数生命垂危

的病人，培养了50多名柯尔克孜族医生，

建起了一座园林式现代化医院。一以贯之，

感人至深。吴登云真正做到了把群众疾苦

当成自己疾苦，把群众幸福当成自己幸福，

努力践行了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赢得了人民的爱戴，“马背上的白

衣圣人”是柯尔克孜族人民对其发自内心

的尊重。

朴实中见精神，服务中见真情，平凡中

见伟大。吴登云50年的援疆经历荡气回肠，

主要有三种精神值得党员干部学习发扬。

学习吴登云热爱人民、以群众利益为

重的坚强党性。吴登云对人民群众怀有深

切的爱，对本职工作带着强烈的责任感，视

病人如亲人，把为患者解除病痛作为自己

的神圣职责。半个世纪来，他的足迹踏遍了

乌恰县的山山水水，送医送药，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传递到各族群众的心中。党员干部

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对照吴登云同志，在宗

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

差距、明方向。以先进典型为引领，把为民、

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融入活动并不断引

向深入，把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真正落到

实处。

学习吴登云扎根边陲、无私奉献的高尚

情操。他多次放弃调回故乡工作的机会，把

个人的理想抱负同祖国人民的需要紧紧拧

在一起，在基层、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无怨无悔，矢志不

渝，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党

员干部要在吴登云身上看到信仰的力量，看

到精神的力量，看到一个共产党员伟大品格

和高尚情怀，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时刻

听从祖国的召唤，正确对

待工作需要，正确对待组

织分配，正确对待个人得

失，尽心尽力地为党和人

民建功立业。

学习吴登云勤勉刻苦，精益求精的敬

业精神。吴登云虽然只有大专学历，但他刻

苦好学，认真钻研，努力掌握医疗本领，使

自己成为边疆人民最需要的“全科医生”。

典型就是旗帜，榜样就是力量。如今高邮正

疾速行走在沿河地区率先崛起的征途上，

新领域、新知识、新问题都很多，需要党员

干部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加强自身学

习，把学习教育作为贯穿整个教育实践活

动的一根红线，读原文、学原著、学先辈、学

典型，强化学习效果，提高思想认识，改进

工作作风。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

水长。”吴登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远万

里从江苏到新疆，把新疆人民的事业当成

自己的事业，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吴登云为标杆、作导向，

坚持把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渗透于教育实

践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积极践行群众路线，

持续不断地给教育实践活动注入正能量。

掌声在感动中响起
这是一次强烈的思想震撼，

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

10日下午，市行政中心会议

中心，吴登云先进事迹报告会在

此举行。精彩的报告、动情的讲

述，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听众，叩

动着现场的每一位听众的心弦，

大家一次次把热烈的掌声献给了

高邮籍“百位感动中国人物”、“白

衣圣人”、新疆乌恰县政协原副主

席、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吴登云。

当吴登云走上庄严肃穆的报

告台，全场立时响起热烈而持久

的掌声，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白衣圣人”回到家乡。面对台下

上百双眼睛，他用浓浓的乡音作

了一番开场白：“大家下午好

……”浓浓的乡音一下子拉近了

与大家的距离，全场掌声再次雷

动。

“到了新疆，我主动提出去最

艰苦的地方。”“我一共从腿上割

下13块拇指大小的皮肤，把自己

的皮肤移植到被烧伤的维吾尔族

婴儿身上。婴儿得救了，如今他已

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自己这

辈子在乌恰做了三件事：一是抢

救了一批危重病人，二是重建了

一座现代化的医院，三是培养了

一批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医生。”

“我在这个帕米尔高原上，辛苦了

几十年，但我获得难以用金钱来

衡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我

一点也不后悔，我如果有第二次

生命，我还会选择这个第二故乡，

还会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报

告会上，吴登云平凡的讲述，宛若

故事娓娓道来。报告一次次被掌

声打断，人们纷纷以雷鸣般的掌

声来表达心中的感动和对“白衣

圣人”的敬佩。

吴登云的先进事迹感人肺

腑，这感动源于普通故事里的点

点滴滴，源于平凡事迹中蕴藏的

崇高境界。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会，

全场响起了11次热烈的掌声。

一些聆听报告的党员干部认

为，吴登云把新疆当故乡、扎根边

陲的精神使他们感动，他不仅是

医务工作者的榜样，也是所有共

产党员的楷模。他们表示，将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以

吴登云为榜样，立足本职，爱岗敬

业，关心群众、服务群众，踏实做

人、务实做事，用实际行动践行一

心为民的共产党员本色。

义兄眼中的吴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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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中，吴登云勤奋好学，手不释

卷，几十年如一日，是个有鸿鹄之志的“书

呆子”。年幼时，吴登云性格内向，不与人

多话，但与我却是无话不说。

1963年，24岁的吴登云从扬大毕业

后响应祖国号召，满怀报国热情，驰援边

疆。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到，岳飞《满江红》

中有一句“八千里路云和月”。他到新疆，

也走了一个八千里路，个中的艰辛只有

他自己知道，男儿立志出乡关，医不成名

誓不还，还请我代为照顾父母。上世纪七

十年代，国家有政策，所有援疆的人员可

以调回原籍工作。听到这消息时，我很激

动，写信问吴登云是否回来，他给我回信

讲，“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是青

山”，他就不回来了，党和国家供他读书，

如果回扬州，众多知识分子中就多他一

个名字而已，而留在新疆，能更好地实现

人生抱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吴登云在乌

恰县出色的工作表现，上级领导要提拔

他担任乌恰县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

吴登云拒绝了，我又一次笑他是“书呆

子”。记得那时候他工作已经很忙了，只

给我拍了封六个字的电报，“无良相，有

名医”。他无心从政，一心悬壶济世，立志

做名医。吴登云在乌恰期间，他献血救

人、割皮救人，培养柯尔克孜族医生，建

立了一座园林式的乌恰医院。“白衣圣

人”四字他当之无愧。

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吴登云父母过

世，正逢新疆地震，乌恰医院受灾严重，他

分身乏术，只能将父母的后事委托于我，

在给我的信中，他说道，先有国后有家，自

古忠孝不能双全。早年，他母亲因膝下无

女，就收我老伴做了干女儿，所以，吴登云

父母丧事以及后来子女结婚等事情都是

由我一手操办的。对于他这样的“书呆

子”，有时候我真是又气又不忍。

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同志在视察

新疆时，看到大漠深处这座园林式的乌恰

医院，惊讶不已，在听完吴登云的事迹后

更是被这位老乡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责

成中组部、中宣部、新疆自治区等大力宣

传吴登云的感人事迹。后来，李岚清同志

的“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是

对这位“书呆子”医生的最高褒奖。

进入新世纪后，吴登云回到了阔别数

十载的故乡，为父母扫墓，老家的数千人

自发上街迎接这位家乡的骄傲，但吴登云

却静静地坐在车里，那时我坐在他身边提

醒他，应该摇下窗户和家乡父老打打招

呼，他想了很久，才照做了。

“刚到乌恰那会儿，站在乌恰海拔最

高山峰上极目远眺，这里处于五国交界，

远处苏联的拖拉机正在地里耕耘，大好河

山，尽收眼底，激发了我报效祖国的一腔

热血。”当晚，吴登云在与我的交流中谈

到，我笑了笑，回了一句，“你就是个‘书呆

子’，这么多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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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吴登云从新疆第

一次回家时，到镇江兄弟家做

客，因为很长时间没见面，弟

弟为表示对远道而来的哥哥

的欢迎，邀请哥哥去街上最好

的馆子吃饭。吴登云坚决不同

意，认为家里人去饭店太浪费

了，一家人很久没见就应该坐

在一起，像维族人一样，“围着

火炉吃西瓜”，拉拉家常就挺

好的。弟弟和他讲，现在时代

都变了，你还这么“死脑筋”

啊，这么多年你第一次回家，

而且又是到我家，客随主便。

好说歹说，吴登云才同意下馆

子吃饭。到了饭店，弟

弟点了两瓶茅台酒，吴

登云连连摆手叫撤下，

弟弟不高兴了，说道，我

们兄弟多年未见，无酒

怎能言欢？吴登云说，

我们从小都是受过苦

的，不能因为现在条件

好了就浪费，人不能忘

本啊。

后来，我笑他“死脑

筋”，现在生活好了，茅

台酒喝喝无妨，何必拂

了弟弟的面子。他笑了

笑，兄弟之间，打断骨头

连着筋，不会因为一两

瓶酒伤了和气。但勤俭

节约优良传统不能忘，

更不能丢。有句诗不是

说嘛，历览先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破由奢。不光

我自己，我的后代也要

恪守这个规矩。

他这么讲，也一直

这么做的。我记得他第

一次回来的时候，那时候的他

已经当官了。少小离家老大

回，我问他，你一直在信里说，

非常挂念我这个义兄，常常梦

中相会，今天看到我这个活人

了，给我带什么礼物没。他说

带了，然后从包里拿出一袋新

疆葡萄干，告诉我，这是他不

远万里从祖国的边陲带回来

的，自己路上都没舍得吃，全

留给我。我问他多少钱，他说，

价值一元，都说千里送鹅毛，

礼轻情意重，葡萄干至少比鹅

毛贵重吧。说完，我们两个都

抚掌大笑。

无独有偶，去年冬天，他

又从新疆回来，这回没等我开

口，就主动拿出礼物送我，一

包新疆和田大枣，一条皮带，

一个手捂。然后他对我说，这

些东西很贵的，至少三十元。

我当时就“骂”他，你这个“死

脑筋”，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

点出息。随后，我送了他一袋

也价值三十元的大米作为回

礼。这就是我们半个世纪的友

谊，也只有我们老哥俩才能如

此心照不宣。

还有一件事，我也很有感

慨，也是吴登云“死脑筋”的最

真实写照。还是上世纪

七十年代，吴登云回家

结婚时，我建议他把家

里的老房子修修，这样

老婆怀孕生小孩总有个

落脚之处，父母将来也

住的安心。他想过，但

最终没同意，后来他老

婆生小孩坐月子都是在

我家。后来他父母先后

过世，扬州大学又在扬

州送了他一处房子，修

老家房子的事情就更加

不提了，反正每次回故

乡，他都住我家，家属子

女也住我家，说是要和

我秉烛夜谈，实际上他

没地方住啊。2000年以

后，吴登云出名了，政府

部门提出要为他修缮房

子，他婉言谢绝。我当

时就是说他“死脑筋”，

去年他回来，我又跟他

讲，你这个“死脑筋”，人

家历朝历代，名人都有

故居，乌镇的茅盾故居，淮安

的周恩来故居，就高邮还有汪

曾祺故居和王氏纪念馆，你应

该在生你养你的地方留下一

处住宅，也方便百年之后大家

纪念你啊。吴登云回答我说，

《三国演义》片尾歌有两句歌

词，“担当了生前事，何计身后

名”，老家有个吴登云事迹展

览馆就够了。我把我活着的事

情做好了，死后的事情，大家

怎么看我，我管不到，也管不

了，武则天不是有块无字碑

嘛，我也一样，千秋功过，后人

评说吧。

家住送桥镇柳坝村的张德朝老人，今年78岁，是吴登云的义兄。张老和吴登云从小一起长大，是朋友、同学，更是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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