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罹患淋巴癌、鼻咽癌，发音、
进食困难，但朱季楠的心中依旧有一
个武侠梦。38岁的朱季楠是我县第
一家武馆的创始人。从 10岁去武术
学校拜师学艺开始，他便与武术结下
了不解之缘，并将之作为他14年抗癌
路上的精神支柱。

苦练武艺，比赛频频获奖

20世纪80年代，一部由李连杰主
演的功夫电影《少林寺》红遍大江南
北，也在儿时的朱季楠心中种下了一
颗武术的种子。

尽管家境富裕，但为了圆心中的
武侠梦，朱季楠在 10 岁那年背井离
乡，前往 1000公里外的嵩山少林寺武
术学校拜师学艺。“我是家里最小的
孩子，小时候一直是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但进入武校后一切都变了，要
自己打饭、洗衣服。”朱季楠回忆，当
时父母不在身边，通信也不发达，他
只能有苦往肚子里咽，并暗下决心：
一定要苦练武术基本功，强健体魄！
经过 4年的刻苦训练，朱季楠的武艺
渐入佳境，在各大武术比赛上也开始
频频获奖：2003年，荣获登封市武术
运动会散打 52公斤冠军；2004年，荣
获安徽省武术运动会散打 60公斤亚
军；2005年荣获山东省武术运动会散
打 63公斤第 4名……“获奖后我对练
武更有信心了。”凭借优异的成绩，18
岁时，朱季楠留校任教，成为一名散
打教练。

两年后，他回到家乡如东，在如
东少年宫担任武术老师。2007 年，
他创办了如东第一家武术馆，立志
要在家乡推广少林拳和散打，弘扬
传统武术。

罹患两种癌症，依旧坚持梦想

就在日子顺风顺水时，病魔却向
朱季楠悄然伸出了魔爪。2010年 10
月，一场长达 21天的持续高烧、昏迷
彻底击垮了朱季楠的健康，他被确诊
为恶性淋巴癌。一年后，肿瘤出现转
移，引发鼻咽癌。

在经历了几个疗程的化疗后，
这个原本 170 斤的精神小伙一下子
瘦了整整 40 斤，还出现了严重的手
术后遗症——张嘴困难，不仅无法
咀嚼进食，更无法正常发音，这意味
着朱季楠无法继续开展武术教学，
他的人生一下子从巅峰跌入低谷。

然而，朱季楠依旧没有放弃武
术梦想。2020 年，他在上海接受了
左下颌骨切割手术。“整个手术长达
8 个小时，风险很大，可谓死里逃
生。”幸运的是，手术十分成功。术

后，朱季楠的张嘴开合度显著提升，
不仅解决了进食问题，也让他能够
吐字发音，可以继续从事武术教学。

“因为生病，我的武馆被迫关停
了4年。躺在病床上，我一直在想：不
能这么颓废下去了，我要在有限的生
命里传承光大中华武术，让更多孩子
爱上这门国粹，健身健体。”于是，
2014年7月，朱季楠的武馆重新开张，
让他再次找到了生活的新起点。

朱季楠坦言，每当全身心投入给
孩子们上武术课时，他就会忘记生活
中的一切烦恼和身体上的病痛，“可
以说，武术治愈了我，传授武艺成了
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米阳光’。”截
至目前，他的武馆已培训学员超过
3000人，其中包括2023东疆决青少年
自由搏击大赛幼儿组和少儿组冠军；
在南通市首届武术精英选拔赛上，武
馆学员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

业余时间，朱季楠积极开展
“武术进校园”公益活动。宾山小
学还将朱季楠精心编排的武术操
引进校园，作为素质教育的大胆
尝试和创新，由 1000 多名师生共
同表演的千人武术操成为一道独
特的校园风景。此外，朱季楠还
经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孩子们到
敬老院开展武术慰问演出，传播
爱心正能量。

习武抗癌，创造生命的奇迹

咬着牙，用尽全力发出声音，
尽管听起来有些模糊不清，但台下
的病友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
是不久前朱季楠在通大附院血液
科患友会上分享练武抗癌经历时
的感人一幕。

抗癌 14年间，朱季楠经历了癌细
胞的 3次扩散转移，医院多次下发病

危通知书，甚至几度住进 ICU接受抢
救。然而，凭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坚
强意志，他每次都奇迹般地度过重重
危险。

如今，年近不惑的朱季楠依旧
生龙活虎地活跃在武馆，每天练拳、
上课，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创造了生
命的奇迹。马步、劈掌、格挡、冲拳、
踢腿……身着一身抢眼的红色运动
服，朱季楠的一招一式都铿锵有力，
丝毫看不出他是一名恶性肿瘤患
者。作为通大附院血液科的“明星”
患者，朱季楠坚持练武抗病的励志
故事让不少病友都深受鼓舞。“谁说
肿瘤患者就不能练武？武术精神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强不息、决不
放弃！尽管一场小小的感冒就可能
让我送命，但只要我在世上一天，就
要认认真真地过好一天，努力办好
武馆，向更多人传播武术精神！”

受朱季楠的影响，14岁的女儿也
是一名武术小高手。去年 8月，在武
林风全国青少年搏击公开赛中，她以
出色的表现一举荣获冠军。“我爱人
也在我的带动下爱上了练武，我们全
家人清晨早起练拳，成为每天固定的

‘打卡节目’。”如今，身为如东武术协
会副会长，朱季楠还利用视频号、抖
音号等自媒体平台拍摄武术短视频，
传播中华武术文化，吸引了不少网友
点赞、关注。

情系武术，让朱季楠在罹患癌症
后迎来了新生。“现在我的病情稳定，
定期到医院复查。尽管每天靠流食
为主，但依旧是武馆一线教练员，坚
持每周上 12节课。我坚信良好的心
态，是抗癌最好的良方。”朱季楠坦
言，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家乡培养更
多散打高手，让广大青少年在习武中
练就坚强意志、提升抗压能力、增强
自信心，也用自己的努力让更多肿瘤
患者乐观面对病魔，绽放生命的别样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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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农机手、有博士学
位的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回乡创业的土特产销售主播
……春耕时节，田间地头活跃
着这样一批“新农人”。

新时代农业发展渴求掌
握 新 知 识 、新 技 术 的“ 新 农
人”。科技是推动农业生产发
展的最关键因素。从新中国
初期的“二牛抬杠”，到收割机
大规模作业；从亩产几百斤的
常规稻，到亩产超千斤的杂交
稻……正是农业科技的不断
创新，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里，粮食安全得到保
障。如今，“新农人”利用 5G、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
进科技手段，为农业发展赋
能，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
率，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
业快速转变。

乡村振兴也期盼具备新商
业理念、富有创新精神的“新农
人”。农村出现老龄化、空心
化，要让乡村更好地发展，更快
地振兴，离不开“新农人”的长
远眼光和开阔思路。“新农人”
善于利用互联网平台等优势资
源，能够敏锐抓住发展机遇，敢

于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在农业
产业形态上进行创新，在农村
经济业态上实现升级，能走出
致富新路子，为乡村发展装上

“新引擎”。
“新农人”带来新科技，也

要接地气。农业不同于其他产
业，“春不种、秋不收”“不违农
时，谷不可胜食也”等农业生产
规律，仍主导着农业生产，不可
违逆而行；大部分农事有着极
强的内在逻辑，须顺势而为。
只有深入认识乡村，深度融入
乡村，“新农人”才能更好“根
植”乡村土壤，“长得”枝繁叶
茂。

“新农人”来到乡村，需要
一片成长的“沃土”。远离都市
繁华，放弃大城市的生活便利，

“新农人”在农村默默耕耘，投
身农村发展建设。农村基层组
织要为他们积极创造宜居宜业
的外部环境，提供安居乐业的
物质保障，减少他们的后顾之
忧，让他们待得住、过得好、干
得起劲儿。农村基层组织要对

“新农人”进行帮助和引导，为
其构建配套培训体系，出台人
才支持政策，实施产业扶持措
施，从而与“新农人”带来的新
生产方式紧密结合，两相促进。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当
前“新农人”干好“兴农事”的生
动写照。新时代呼唤更多勇于
拼搏的“新农人”，“新农人”也
向往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人生理
想和价值。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
瑾敏 朱南州 徐海波）“大家
先排好队，可以根据你们的积
分存折累积积分，选择心仪的
物品，品种多样，可自由搭
配。”近日，在丰利镇花园桥村
村部内，一场“文明积分”兑换
活动正有序进行着。10 分可
以兑换一块肥皂、20分可以兑
换一提面纸、30分可以兑换一
盒牙膏、40分可以兑换一瓶洗
衣液……花园桥村村干在向
村民展示积分礼品及相对应
的所需积分后，村民们排队进
行登记兑换。

“我们家有 50多分，今天
兑换的是洗衣液、蔬菜种子和
其他一些日用品，我们非常满
意，以后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积
分活动。”刚领取到兑换用品
的村民张仕林告诉记者，他们
家主要通过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协调邻里纠纷、志愿服务
活动等获取积分，他亲眼见证
着花园桥的环境比以往更好
了，乡村文明新气象也越来越
浓。

一项项详细的积分兑换
规则将文明行为量化，60余户
家庭分别兑换到了想要的日

常生活用品，累计兑换 2000多
积分。“我们村每季度开展一
次兑换活动，希望通过积分制
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改善村容
村貌行动，推动我们花园桥村
乡村治理再上新台阶。”花园
桥村党总支书记肖海洋说。

用“文明积分”兑换相应
的日常用品，不仅给村民换来
物质的实惠，也是对他们积极
参与村容村貌提升活动的肯
定和回赠，更让文明从“摸不
着”变成“看得见”。自“积分
制”活动开展以来，花园桥村
成立“积分制”工作小组，制
定积分管理实施方案和运行
规则等配套工作机制，重点围
绕人居环境整治、文明新风创
建等方面细化积分标准，将村
民日常行为纳入可量化、可评
价的数据指标，村民们也从实
际行动上把“村里事”变成

“家家事”。肖海洋介绍，接
下来，花园桥村还将常态化开
展积分制活动，将乡风文明建
设、人居环境整治、美丽庭院
等结合起来，用“小积分”推
动“大文明”，撬动大治理，推
动培育花园桥村的良好村风
新风尚。

“新农人”要
干好“兴农事”

□ 高健钧

丰利镇花园桥村

“积分换物”激发
乡村治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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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习武抗癌创造生命奇迹
小伙的励志故事感动众多病友

□ 南通日报记者 冯启榕

17 日，掘港街道盐垣社
区沁垣书吧开展了一场针对
老年人和残疾群体的阅读分
享会。会上，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知名作家高保国领读
其著作《人民英模张思德》，
鼓励大家培养良好的读书习
惯，从阅读中汲取文化养分
和精神力量。沁垣书吧现有
藏书 10000多册，累计组织开
展各类阅读活动 100 多场，

“沁垣书韵”“书沐滨城”阅读
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放大。

全媒体记者 王芊懿 陈
顾 摄

武艺高超的朱季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