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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草衔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1946
年出生的黄印尧，1969年大学毕业后，就参
加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并在福建农大工作。
1988年调入原厦门动植物检疫局，2006 年
退休。他说，自己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
庭，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靠着国家
的“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毕业时曾立下誓
言，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努力工作，报答党和国
家的培养之恩。这位搞了一辈子科研的古稀
老人，用专业知识和无私奉献赢得人们的尊
重，也实现着科技报国的梦想。

退休后，黄印尧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经
验与专业特长，担任厦门牧业协会顾问长达
10年之久。这期间，他无偿为漳厦畜禽、水
产养殖户的养殖和疫病诊断出谋献策，推广
发酵饲养养殖。他还参与“重组LHRH（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融合蛋白去势注射液”
课题研究，研制的基因工程去势疫苗已获农
业农村部颁发的转基因生物安全一级证书，
并被批准进入中试。不久的将来，这种免疫
去势高科技产品将推向市场，不仅服务养殖
业，这个技术还有望应用到人体，开展与性激
素有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专业与奉献的真谛，
将自己的文章和研究成果约80 万字，自费
印刷成 200册书籍，分送给愿意学习的专业
人员，并将文稿上传到“海峡畜牧兽医网”上
供人免费下载阅读。截至目前，黄印尧发表
过近200篇科技论文，编写多部著作，获得过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6项，厦门市和三明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三等奖4项。其中，
最令黄印尧引以为豪的是，他在国内外首次
报告“鸡克雷伯氏菌病”“欧鳗‘狂游症’病”和

“九孔鲍球状病毒病”，研制出“猪瘟抗体免疫
金标检测试纸条”。这种试纸和新冠抗原检
测试剂盒长得差不多，只需一滴血，15 分钟内
就可以出结果，能为猪瘟的正确诊治提供依
据。

有人说黄印尧傻，他却担心一身本领不
能用来造福社会。他的一位学生说：无论工
作岗位和职务怎么变化，黄老师从未放弃自
己的专业。他坚持从实际需要出发确定科研
课题，使科研成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生产第
一线。退休之后的他依然为乡村振兴奉献余
热，小康路上有他奔忙的身影，脱贫致富有他
挥洒的汗水：二宜楼飘香的美酒，华安富硒茶
悠长的韵味，平和富硒蛋鸡养殖户舒心的笑
容……他把自己晚年的论文写在了乡村的土
地上。

黄印尧的专业知识和无私奉献精神也得
到相关部门和社会的广泛认可。退休以来，
多次被评为“厦门海关优秀共产党员”“厦门
海关十佳最美老干部”，获得福建省委组织
部、省委老干部局、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授予

“八闽银发先锋”的荣誉称号。

退而不休献余热 老骥伏枥践初心
市委老干部局建强用好银发人才库，从思想到行动促进“老有所为”

很多接触过彭桂兰的人说：
“彭医生的声音如春风般温暖人
心。”这是长期面对孩子养成的温
情，背后藏着一颗柔软的心。她
的声音不仅给患儿带来安心和信
心，更让家长们感受到医生的温
情和专业。

退休后的彭桂兰虽放下行
政岗位，但仍坚持每天参与门
诊、查房及厦门医学院的教学任
务。她将38年的临床经验，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科室其他同志，为
患者解除病痛。儿童神经系统
疾病十分复杂，复杂到仅采集病
史就用时极长。彭桂兰始终耐
心宽容，有时还要成为焦虑家长
们信任的心理辅导师。“患儿家
长心里都是苦的。有些患儿家
长与我们相处得像家人，会互相
关心。曾遇到过卖房来给两个
孩子看病的家庭，如何既能治好
孩子们的病，又能最大限度地减
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是我工作
中重点思考的问题。”

彭桂兰率先开展小儿脑瘫的
超早期、早期干预治疗及发育障
碍的早期治疗，以及合并癫痫、视
听障碍的早期筛查与治疗等，为
我市高危儿早期干预提供了理论
依据。她的头衔和成绩有一大
串：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
业委员会常委、中国优生优育协
会儿童发育专业委员会常委、福
建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厦门市医学会
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她曾主
持科研课题2项，指导、参与课题
8项；发表论文40余篇、参与本领
域专家共识制定6篇；曾获得市
级科技成果进步二等奖2项。

然而，最让彭桂兰感到自豪
的，却是患儿家长口中的“好医
生”。只是谈到家人，她的心里满
是亏欠。“干了儿科医生这一行，
就不仅要爱自己的孩子，还要爱
千千万万个孩子。可能部分受了
我的影响，我女儿也选择学医
了。”

忙碌之余，她偶尔也会畅想
一下未来。她期待着，等科室里
的年轻人都成长起来，她就把时
间多花在陪伴家人上，或者来趟
说走就走的旅行，活出最完整的

“自我”。

这一天，在不知不觉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
黄献伟回忆起许多美好往事，也畅聊很多宝贵
经验。他悄然爬上额头的白发，刻录岁月风霜
的皱纹里，凝聚的是一名老检察人不断前行的
信念和坚守。

出生于1956年的黄献伟，于1984年7月
通过招考进入厦门市检察院，这是他人生无数
个转折点里又一个新开始。在市检察院，他主
要从事综合文字工作，从普通干部做起，一步一
个脚印，一直做到办公室主任、三级高级检察
官、副局级检察员。

2016年6月，黄献伟光荣退休。退休后的
他依然创作热情不减，笔耕不辍，不断有小说、
散文、剧本、相声等文艺作品问世。2019年，他
撰写的微影视剧本《担当》，在当年全省检察机
关主题文学创作征文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在市
检察院推出的“全民阅读、书香市检”读书分享
系列活动，他也付出许多努力。

黄献伟是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成员之一，
并担任厦门市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副秘书
长。同时，他还当选为福建省检察文联理事、
文学会副会长。他与王宏山合作的检察题材
小品《过年我家不收礼》，在全省首届检察系统
文艺汇演中获二等奖，并荣获最高检察院作品
创作“金鼎奖”。因长期发表法治宣传文章，他
还连续多年被厦门日报、厦门广电评为“优秀
通讯员”。

有朋友曾问黄献伟，是如何将检察院工作与
文艺创作这两件事演绎得如此完美？他说，文学
不仅能与本职工作很好结合，还能起到推动、促
进、增光添彩的作用。法律原本是生硬的条文，
而以文学形式开展法治宣传，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才能让法治教育“活起来”“实起来”。

退休后，黄献伟似乎更忙了，尤其是担任市
检察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
他每周到单位两次，还要与相关社区开展“关工
共建”活动，开设读书分享讲座：他走进社区、农
村，为社区志愿者、青少年儿童代表以及同安区
三秀山村留守儿童开设讲座……

2019年，黄献伟兼任市检察院老党员志愿
者服务队队长。4年来，他与湖里兴隆社区开
展“讲古话仙”谈法治活动；他还联合厦门江夏
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家风传承活动，用生动的
历史故事启发青少年，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

黄献伟的努力并不止于此。他还与思明区
筼筜书院合作，对思明、湖里两区的监外执行人
员开展法治专题辅导讲座。针对未收监的未成
年违法犯罪人员，结合自身经历开展宣讲，并结
合案件分析这些青少年走上歧途的原因，让特
殊群体重回正轨。

普法讲座取得良好效果，并在全市得以推
广。退休7年来，除了发表200多篇高质量的
文艺作品，他还用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
光芒的文字，为法治建设建作贡献。

如今的厦门公路，通山达海、四季繁花、
风景如画。一条条道路不仅是支撑厦门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通衢大道，也是展现厦门高颜
值的重要窗口，多条路甚至成为网红“打卡
地”。

这一路风景中，也写满公路人的故事。王
耀立是厦门市公路局原副总工、高级工程师。
初见王耀立，他一头飘逸的银发，灿烂阳光的
笑容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60年来他
一直与美景相伴，也用自己的设计与施工才
华，为厦门留下了一道道动人的风景线。

1953年，王耀立出生于同安西门内，曾赴
同济大学进修风景资源与旅游管理、建筑设
计课程，1996年10月调入厦门市公路局，从
事公路养护及景观工程技术管理工作，曾获
得全国绿化先进工作者和福建省先进工作者
称号。

他是厦门九三学社社员，现为厦门市园
林、交通、文旅、民政等四个系统专家库成员，
2022年受聘为同安区政协研究员。

2013年10月退休至今，王耀立参与评审
咨询的项目近千个，他以丰富的经验及专业
知识，在厦门道路绿化、风景园林、古建文史
等方面贡献很多宝贵建议，成为这座城市建
设中的极致“诗人”。

作为艺术家般的“设计师”，王耀立退而
未休，一直在公路建设中展现他的才华与创
意。他主导同集路中分带宋狮里程碑及其景
观小品、云顶隧道北口跌水喷泉水景、云顶南
路口“九·八金钥匙”、书法广场罗丹雕像、翔
安大道路名标识雕塑“门”、小白鹭艺术中心
广场“小白鹭雕像”等城市景观项目。在文曾
路项目中，王耀立提出以塑石壁加攀援植物
的方式，来修复生态边坡。同时，利用排洪沟
空间布设田园景观方案，使风景区公路成为

“世外桃源”般的带状公园。他负责厦门书法
广场、环岛路木栈道及沿线木结构建筑项目、
云顶中路南路景观绿化项目，主持金鸡亭公
路大厦庭院设计施工等。在建设黄厝至厦大
白城隧道群时，他挖掘闽南古城建筑元素，结
合厦门历史沿革提炼出“厦门古城五景”方
案，将历史与现代完美融合。

王耀立全程负责厦门书法广场的建造，
他本人原与厦门书法家罗丹的渊源不浅。
1969年底，他曾拜访罗丹，罗丹写下荀子劝学
篇名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相赠，这也成为
激励他终身学习的动力。为了让自己掌握的
学科技术更全面，2013年他选修重庆大学建
筑工程技术专业，三年后毕业；为了更好挖掘
每一条路背后独特的文化符号，2016年他再
修读东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20年
毕业。

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难能可贵。在
王耀立看来，任何工作都不是止步于完成的，
而是要做到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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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一个孩子，等于挽
救一个家庭。我虽然退休
了，但心中一直放不下的是
一份情怀。

厦门公路美如画，是一代又
一代公路人坚守初心与使命造就
的。我为自己是公路人而骄傲，
即便已退休，也会把建设厦门公
路的使命践行下去。

打铁还需自身硬！年轻人
就应该多锻炼，时间长了就能积
累足够多的知识。面对工作，面
对岗位，应该不计较个人的得
失，一心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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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人虽然老了，但我还是有着

满满的童心。关心下一代工作
利国利民，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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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 本报记者 翁华鸿
通讯员 翁艳丽 黄春梅

本版图/ 本报记者 卢剑豪
广大离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

党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今年来，厦门市持续深
入挖掘各类银发资源，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建强
用好“银发人才库”，为厦门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注
入银发力量。

统筹部署推进，拓宽渠道吸纳人才。今年
来，厦门市委老干部局将建强用好银发人才库与

创建银发先锋工作室、建设老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等工作相结合，一体谋划、整体推进；建立健全银
发人才工作制度，明确遴选标准、规范工作程序，
把好质量关，提升规范性。通过走访调研、摸底
筛选、访谈动员等方式，广泛收集梳理银发人才
信息，面向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老党员工作室、老
科协等涉老组织和镇（街）、村（居）以及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和组织，广开“迎才”之门。
灵活采取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吸纳老干
部、老党员、老专家、老教师等入库。目前，全市
入库银发人才973人。

落实分类管理，精细管理对接供需。按照党
建党务、科教文卫、农业农村等6个领域进行精
细分类建库，实行市、区两级逐级管理，市委老干
部局做到人才底数明、基本情况清、专业特长
详。坚持动态管理，对因身体等原因不适宜继续
发挥作用的，及时调整出库，并探索推动银发人
才库建设同落实干部荣誉退休工作制度有机结
合，靠前动员、积极纳入新退休人员。实行清单
管理，将银发人才所能所愿与群众所需所盼精准
对接，研究服务项目供需发布机制、定期编订服
务清单，引导老同志依据自身优势认领项目，确

保项目落地见效。
主动向前一步，强化引导作用发挥。匹配职

能部门需求和银发人才特长，关怀激励协同发
力，老干部工作部门积极搭建银发先锋工作室、
老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等平台。目前，已建成180
支共约5000人的老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和15个
银发先锋工作室，打造了“银发人才乡村振兴”

“银发益企”等银发人才工作品牌，全市广大银发
人才围绕建言献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关心下
一代等开展志愿服务逾千场，为厦门努力率先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银发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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