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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有记录的捐款已经超过50万元。”

周巍说，还有很多捐款根本没法统计，比
如，看到人家困难需要帮助，父亲立马带
着工资存折奔银行，一取就是几千元，有
时连人家姓名都不记，更谈不上要收据。

老人看不得别人吃苦，“我入党时
的党组织负责人李文广告诉我，入了党
就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辈子为人民
服务。”

他对困难的人大方，对自己却十分
吝啬。记者看到，中国好人周仁甫志愿
服务工作站站长蔡丽萍从老人的家里
翻出的袜子补了好几层，“多件衣服是从
垃圾箱里捡回洗干净穿的，衣服袖长不
够找人接上一段。有一次，他脱下外套
后，我看到衬衣上满是补丁。”

两年前周仁甫住院时，儿子看到父
亲的工资存折傻了眼，只得向亲戚借钱
垫付手术费。就算这样，老人出院回家
后第一时间捐款万元支持学雷锋活动。

蔡丽萍告诉记者，老人支持组建响
水大、中、小学“博爱班”，帮助1000多名
困境学子完成学业。如今他们有的光荣
参军，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走上了讲台。

“我想继续为人民服务”

现在的周仁甫老人，除了听力有些
下降外，身体大部分指标都很好。但很
多人不知道，两年前，他还是一个前列腺
癌骨转移的中晚期患者。

离休后，周仁甫除了给多所学校免
费种花种草、看大门外，绝大部分精力放
在了对孩子们的思想教育上面。他自
费购买小铜锣和五颜六色的布缎，将红
色歌曲、授课大纲印在布缎上，作为上课
的教具。

除了响水本地，97岁那年，他还骑
着自行车到射阳、阜宁以及连云港等地，
为当地的中小学义务宣讲红色故事。
考虑到这位响水年纪最大的志愿者安
全问题，2021年3月，在响水县委宣传
部的支持下，中国好人周仁甫志愿服务
工作站在他的家中成立，老人主动请缨
担任名誉站长。

这么大年纪，为什么不好好享受晚
年生活？周仁甫说，党对他太好了，他要
报答党恩，替牺牲的战友再多做些事情。

老人特别爱学习，常听广播，看电
视和报纸新闻，认真研读《中国共产党的
一百年》等书籍，加上自身经历，对党史
和抗战史如数家珍，堪称“活教材”。

2016年5月7日，世界红十字日前
夕，周仁甫赶到响水县红十字会，在器官
和遗体捐献同意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
己的名字。

“烧了也可惜，如果捐献出去作科学

研究，这也是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周
仁甫说，这是他的最大愿望，家人曾经反
对，但反对无效，最终都支持他的义举。

经历枪林弹雨，冲锋在前，老人无
所畏惧。2021年，老人被检查出患有前
列腺癌且处于中晚期，心中不免留下许
多遗憾。他说，他“怕死”了，“和牺牲的
战友相比，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我想再
活20年继续为人民服务！”

手术后，老人不得不背上导尿袋生
活和学习，那种痛楚旁人不能体会。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他常常穿着长外套或
背着一只绿书包，书包里藏着导尿袋，后
来感觉不方便，背了两年，在他的强烈要
求下才拿掉。

“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担任名誉站长后，周仁甫越发有干
劲。他和年轻人一起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不分白天黑夜，从不缺席。

“不能再让老人一个人‘战斗’！”蔡
丽萍说，工作站成立两年多来，秉持“走
近好人、学习好人、服务好人、争做好人”
宗旨，创办“仁甫初心学堂”“党史流动微
课堂”等阵地和“阅读悦响·仁甫读书汇”

“仁甫学习”等栏目，品牌影响力越来越
大，志愿服务队伍迅速壮大。

响水县仁甫银响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志愿服务队、小尖镇张集姜圩村邻
里互助志愿服务队以及“急救霞”系列志
愿服务队相继成立……人们无论在哪，
总能见到“志愿矩阵”弘扬真善美，传递
正能量的身影。

周仁甫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人向他学习，争做好人。75岁的
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姚开标，优秀志
愿者陈东海、袁海军、卢红强家庭，助力
乡村振兴的第一书记童黎等一大批典
型如雨后春笋般显现。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上至周
仁甫，下至8岁读书娃……多场活动都
能见到老少六代志愿者齐上阵的喜人
局面，他们像一颗颗“文明新风”的种子
播撒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风范。

“周仁甫老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员，一个纯粹的人，更是老百姓心中的不
朽精神丰碑。”响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龚建光这样评价周仁甫。

离休后的42年里，周仁甫向干群宣
讲红色故事和上党课2000多场次。他先
后获得中国好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
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江苏省道德模范
等多项荣誉，但他把这些荣誉看得很淡。

“红色基因必须传承下去！”周仁甫
说，他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
当初的入党誓言，影响带动更多的干部
群众加入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来。

“特立独行”的周仁甫

□新华社记者 孙浩 韩梁

8月的“彩虹之国”南非，正值冬去
春来之际。一份暖心寄语跨越山海，给
这里的青年们带来祝愿与希望。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南非德
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师生，鼓励他们学
好中文，为传承发展中南两国友好事
业、促进中非友谊合作贡献力量。

十年前，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主席
首次访问非洲，在访问南非时见证了中
南双方签署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共
建协议。春秋十载，这所孔子学院累计
培养了近万名学员。如今，昔日幼苗已
蔚然成林。一大批南非年轻人带着对
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从这里迈向广
阔天地，为中南友谊的“彩虹之桥”不断
增添新的亮色。

“南非欢迎您！”南非德班理工大学
孔子学院的师生们正热切期盼着习近平
主席再次访问南非，相信这次访问必将
为中南人文交流注入新的动力，继续拉
近两国人民心灵的距离。

架设友谊之桥
近日，来自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的50名师生联名致信习近平主席，讲
述了学习中文的经历、收获和体会，感
谢习主席和中国政府为非洲青年追求
梦想提供了更多机会，热切期盼习主席
再次访问南非。

学习中文所带来的机会“在一点点
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
展”。孔子学院师生的联名信言辞恳
切、情感真挚，向着远方的师长和朋友
倾诉心声。

在信中，师生们详细描述了对中国
的感受和认识，对中国在扶贫、环保、高
新技术等领域取得的成就表达了钦佩
之情，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表示高度认同，期待各国
携手，建设“一个更有活力、更加包容、

共同繁荣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说，欢迎师生

们在学好中文的同时，多到中国走一
走、看一看，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
国，利用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把一个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介绍给更多的朋
友，努力做传承发展两国友好事业的使
者，为促进中非友谊合作、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师生们表示，一定努力学习中文，
为深化中南两国青年友谊搭建桥梁，
为建设中南合作共赢的未来而不懈奋
斗。

这所孔子学院由福建农林大学与
德班理工大学共建。中方院长吴林告
诉新华社记者：“十年前，习近平主席见
证了孔子学院共建协议的签署；十年
后，习近平主席又给我们复信，令我们
感受到关怀与温暖。”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强调，中国和
南非都是重要的发展中大国，两国有着
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谊，学习了解彼此
的语言文化，有助于推动两国人民相知
相亲、世代友好。

“中南要做相知相亲、交流互鉴的
友好伙伴。”这是习近平主席对深化中
南友谊的殷殷期待。十年来，无论是出
访南非，还是接待南非领导人来访、举
行视频会晤，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和重
视中南两国人文交流。

在元首外交引领和推动下，中南两
国教育、文化、科技、卫生、青年、妇女等
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以中文教学
为例，2015年，南非将中文教学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中国与南非政府2019年
8月宣布，将每年的9月17日定为南非
中文日。南非现设有6所孔子学院，在
非洲大陆数量最多。

开启梦想之门
真挚的友谊从相互认识和理解开

始。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说，我很高兴

地看到，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教育
文化交流结出累累硕果，众多南非青年
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
化，拓宽了职业选择的道路，实现了人
生的梦想。

此次师生联名信的执笔者、孔子学
院当地志愿教师萨内莱·恩图利，正是
这样一名中南人文交流合作的参与者、
获益者。

“习近平主席能复信给我们，太令
人惊喜了！”他说。

这名南非青年原本在德班理工大
学学习工科，2018年因个人兴趣进入
孔子学院学习。中国教师依据他祖鲁
语名字发音，为他起了中文名字“林
森”。

过去几年，林森四次前往中国，从
短期冬令营和培训到为期一年的留学，
从北京、上海、长沙到福州、青岛、金华，
他亲身感受着中国的发展脉搏，对这个
友好国度的热爱也与日俱增。浓厚的
兴趣加上持之以恒的学习，让他可以为
当地人提供中文教学，成为一名志愿教
师。

“很多师生都喜欢来上我们的中文
课。”林森说，“我自己从学中文、去中国
留学到现在教中文，大家都说我的故事
很励志，也给他们带来希望。”

林森说，南非的中文学习者、中国
文化爱好者日益增多，就像他中文名
所蕴含的寓意，“从几棵树成长为一片
森林”。“我们是南非和中国间的一座
桥梁，我本人因为学中文、去中国而获
得了发展机会，也希望帮助更多南非
青年，让这座友谊的桥梁不断延伸。”

联名信的参与者中有不少德班理
工大学在读学生。中文名为思甜的南
非姑娘现在就读于二年级。“对习近平
主席的鼓励，我们要表达真挚的感
谢！”她说，“学习中文对我来说仿佛美
好的旅程，也寄托着我对未来发展的
梦想。”

思甜的同学诺一说：“习近平主席
的复信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
期待着能像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寄语
的那样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我想了
解更多关于中国的故事，希望今后能为
加强南中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铺就发展之路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

动成真。”师生们在联名信中引用了
习近平主席的话。

8月18日，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举办了一场面向非洲青年的菌草技术、
创新和创业的地区工作坊活动。线上
线下参与的嘉宾中，有联合国机构的负
责人，有来自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坦桑
尼亚等非洲国家的官员和代表，还有中
国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
学家林占熺等。致联名信的部分师生
也参加了这项活动。

据吴林介绍，德班所在的夸祖卢-
纳塔尔省同福建省是友好省份，双方早
期正是通过福建农林大学的菌草技术
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这所孔子学院不仅教授
中文，还将中文同职业发展、创新创业
等结合起来，为当地青年带来技能培
训、交流访问、实习工作等机会，还将
菌草技术纳入“中文+”创新创业项
目。

正如孔院师生在联名信中所说，中
国的发展成绩激励着他们“为南非的发
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学习语言、感知文化，到技能提
升、个人成长，再到共享发展经验、共
创创新机遇，中南人文交流持续深入
推进，不仅架起人民友好的桥梁，也铺
就共同发展的大道，描绘出一幅携手
同行、心心相印的美好画卷。在元首
外交引领下，中南友谊之树必将更加
枝繁叶茂，结出更多合作发展的丰硕
果实。（新华社约翰内斯堡8月19日电）

让中南友谊的“彩虹之桥”不断延伸
——习近平主席暖心寄语激励南非青年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彭
韵佳）国家医保局日前对2023年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
公示，2023年7月1日9时至2023年7
月 14日 17时，共收到企业申报信息
629份，涉及药品570个。经审核，390
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查。与2022年

相比，申报药品数量有一定增加。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分为企业申报、

形式审查、专家评审、谈判竞价等环
节。一个药品通过了初步形式审查，并
不表示其已进入医保目录，仅代表经审
核该药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初步获
得了参加下一步评审的资格。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有一
些价格较为昂贵明显超出基本医保保
障范围的药品通过了初步形式审查，仅
表示该药品符合申报条件，获得了进入
下一个环节的资格。这类药品最终能
否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还需要经严
格评审程序，然后独家药品需谈判、非

独家药品需竞价，只有谈判或竞价成功
后才能被纳入目录。

此次公示时间截至8月24日，国家
医保局将根据公示期间收到的反馈意
见，进一步核实相关信息，确定最终通
过形式审查的药品范围，并向社会进行
公布。

390个药品通过2023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