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五版）

109  王   琦

王琦，男，汉族，1969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吉林省长

春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西安

桥外休养所军休干部。

王琦以顽强的毅力自学

盲文并完成中医针灸和按摩

学习，成为一名军医。30 多

年来，他热情为部队官兵服

务，为驻地群众开展义诊。

1986 年，王琦在一场战

斗 中 受 到 重 伤 ，双 目 失 明 ，

左 耳 震 聋 。 他 攻 克 生 活 自

理 难 关 ，克 服 病 痛 影 响 ，刻

苦学习盲文，考入长春大学

特 教 学 院 学 习 中 医 针 灸 推

拿 专 业 ，出 版 了《伤 筋 错 骨

临症推拿》《软组织伤病》两

部医学专著，研制的野战便

携 式 软 组 织 损 伤 治 疗 仪 和

智 能 型 语 音 导 航 治 疗 仪 获

得两项国家专利，并荣获全

军科技进步奖。

作为一级伤残军人，王琦

可以住进荣军院，但他主动放

弃了相关优抚待遇，选择到干

休所工作，热情为部队官兵服

务，为驻地群众开展义诊，累

计为 5 万余名官兵和群众解

除病痛。他坚持学习心理保

健知识，在针灸按摩的同时开

展心理疏导。尽管身体内残

留的 7 块弹片导致王琦头疼

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严重时

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他

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每天奔

波在为患者治病的路上。

王琦不断为残疾人群体

奔走呼吁，他倡议地方医院

免费为盲人体检，推动全省

建设 10 家“光明影院”，开展

盲人听电影、听书等活动，帮

助 2000 余名盲人圆了夙愿。

他发起成立了全国首家盲人

公益性组织“长春市盲人志

愿者服务站”，累计为福利院

老人、劳动模范等义诊按摩

1500 余人次。他义务为无业

盲人开办培训班，定期传授

按摩和针灸推拿技术，协助

180 余名盲人就业。他经常

自掏腰包帮助生活比较困难

的盲人家庭及残疾人、低保

户家庭渡过难关。王琦还关

心国防建设，多次应邀到学

校、军营作报告，用自己的成

长经历激励广大青年学生筑

梦军营。

王琦荣立一等功、二等

功各 1 次，三等功 2 次，荣获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吉林楷

模”等称号。

110  王黎君

王黎君，男，汉族，1954
年 12 月生 ，中共党员 ，宁夏

回族自治区固原经济开发区

润泽粮油有限公司经理。

王黎君坚持投身慈善事

业，先后拿出 1200 余万元爱

心助学、扶贫帮困，累计帮扶

20 余所学校、5000 余名贫困

学生，资助困难群众 2000 余

户，以爱心善行谱写中华传

统美德之歌。

1996 年，固原地区遭遇

旱灾，原州区彭堡中学 20 名

贫困学生面临辍学。王黎君

听到消息后，第二天就挨家

挨户上门了解情况，给每个

孩 子 送 去 学 杂 费 和 学 习 用

品，孩子们新学期如愿返回

了教室。在宁夏育才中学，

他 一 次 就 资 助 200 名 贫 困

生，对考上大学的学生还持

续资助学费和生活费。每年

“六一”儿童节，他还准备慰

问金和文体用品去看望周边

农村的孩子。40 余年来，王

黎 君 持 续 资 助 固 原 23 所 中

小 学 校 5000 多 名 学 生 。

2018 年 9 月，他对泾源县、隆

德县、彭阳县和原州区等 62
名环卫工人家庭的大学生进

行资助。王黎君不仅大力帮

助自治区的贫困孩子，还把

爱心传递到其他地方。广西

运赖小学校长听说王黎君是

助学帮困的“热心人”，便打

来求助电话，他先后与该校

42 名贫困学生建立长期资助

关系。日常生活中，王黎君

也乐于助人，在医院看到原

州区官厅乡一个农民的孩子

得了急病，凑不齐住院费，便

替 这 个 素 不 相 识 的 人 交

了费。

2007 年底，王黎君当选

固 原 市 原 州 区 彭 堡 镇 闫 堡

村村委会主任后，自掏腰包

为 村 里 打 机 井 、修 水 泥 路 、

盖 戏 楼 、安 装 自 来 水 ，为 住

在 危 房 中 的 孤 寡 老 人 盖 新

房 。 他 每 年 春 节 都 要 到 贫

困户家中慰问，累计达 3000
余 户 次 。 如 今 古 稀 之 年 的

王 黎 君 ，扎 根 固 原 ，把 大 部

分 时 间 和 精 力 都 花 在 了 公

益事业上，多年来一直过着

俭朴生活。

王黎君荣获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宁夏回族自治区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宁夏回

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等称号，被授予宁夏回

族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荣

登“中国好人榜”。

111  邓小岚

邓小岚，女，汉族，1943
年 12 月生 ，中共党员 ，生前

系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兰

村音乐教育志愿者。

邓小岚始终把马兰村当

作自己的故乡，退休后奔波

在北京和马兰村之间，进行

义务支教。18 年间，她为村

里修建了校舍，教山里娃学

音乐，带领孩子们走出大山，

登上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

大舞台。

2003 年，邓小岚回马兰

村扫墓，开始关注那里的儿

童音乐教育。2004 年，61 岁

的邓小岚号召兄弟姐妹捐款

4 万元，把村上 4 间破旧的小

学教室翻盖成 7 间新校舍 ，

还 从 亲 朋 同 事 那 里 募 集 乐

器，义务担任马兰村小学专

职音乐老师，教孩子们唱歌、

弹奏乐器。孩子们的命运就

此改变。2006 年，马兰小乐

队正式组建，邓小岚领着孩

子们到北京、上海等地演出；

2013 年，70 岁的邓小岚在马

兰村成功举办了首届马兰儿

童音乐节；2015 年，邓小岚亲

自设计、自筹资金，把小学旁

边的荒土坡打造成了一座三

层的梦幻小城堡。山里娃的

梦想化作邓小岚的坚持，她

先 后 培 养 了 200 多 名 学 生 ，

很多读了大学，其中有 10 余

人在大学学习艺术专业或毕

业后从事艺术教育。

邓小岚十几年如一日的

默默奉献改变了大山孩子们

的成长轨迹。 2021 年 9 月 ，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相关负责

人到马兰村小学选拔合唱队

员。从接受任务到开幕式只

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邓小

岚与孩子们一起学演唱、学

希腊语 ，每天进行 5 个多小

时的高强度合唱训练。举世

瞩目的冬奥会开幕式上，44
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以纯净、

空灵的天籁之音，用希腊语

完美演绎了奥运会会歌《奥

林匹克颂》。观众席上的邓

小岚，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2022 年 3 月 19 日下午，

正在马兰村筹备音乐节的邓

小岚突发脑血栓，经医治无

效，于 3 月 21 日 23 时 48 分平

静离世，享年 79 岁。

邓小岚荣获河北省道德

模范等称号，被追授为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

个人。

112  甘公荣
甘公荣，女，汉族，1959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江西省

巾帼志愿服务协会副会长。

作为开国将军甘祖昌和

“老阿姨”龚全珍的女儿，甘

公荣身上镌刻着父母伟大人

格的深深烙印。她不仅自己

全 身 心 地 投 入 到 公 益 事 业

中，还带动家人积极参与其

中，用实际行动传承好家风。

初中毕业时，甘公荣把

上高中的机会让给别人，自

己选择务农。后来，她被分

配到县电影队工作，她跟着

放映队跋山涉水、走村入户

为群众送去精神食粮。在县

工 商 银 行 做 储 蓄 员 的 10 余

年间，她经手了数亿元人民

币，从未出现差错。2001 年，

全国金融系统改制，她向组

织提出内退，回家做起家庭

妇女。2011 年，龚全珍工作

室成立，甘公荣一边协助母

亲与群众谈心解惑，一边带

领志愿服务队开展活动，还

设立阳光小屋，关爱 60 余名

留守儿童。2013 年底，龚全

珍爱心救助基金会成立，甘

公荣积极参与爱心救助基金

会的日常管理、帮扶群众等

各项工作，并积极推动基金

会帮扶困难大学生。截至目

前，爱心救助基金会共筹集

资 金 170 余 万 元 ，帮 助 困 难

群众 1000 余名。

甘公荣把公益事业当作

人生的第二个战场。除了参

与龚全珍工作室和龚全珍爱

心救助基金会的各项事务，

甘 公 荣 个 人 帮 扶 资 金 达 15
万元，累计推动筹集“红领巾

营地”“爱心帮帮团”等助学

扶 困 项 目 资 金 达 400 余 万

元。她关爱留守儿童，扶助

困难家庭，在莲花县建立了

10 个“童伴妈妈”项目点。她

带动家人加入志愿者队伍，

开展红色宣讲，用实际行动

传承好家风。2013 年起，甘

公荣担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

院外聘教师，讲述父辈感人

事迹千余场；被南昌大学聘

任为龚全珍研究生支教团指

导老师，担任“赣鄱红色娘子

军”“江西好人示范宣讲团”

成员。

甘公荣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

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

江西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113  古清月

古清月，女，汉族，1980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空军工

程大学某学院副教授。

古清月始终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起

成立“金色哈达”爱心助学团

队，连续 16 年帮扶青海省少

数 民 族 地 区 青 少 年 成 长 成

才，将捐资助学、帮教带教、

军民共育融合推进，得到当

地政府部门和少数民族群众

的高度赞誉。

搭建捐资助学连心桥。

2007 年，古清月来到青海，看

到孩子们艰苦的学习条件，

心里百感交集，从此埋下了

爱心募捐的种子。她发动亲

友同事一起资助少数民族群

众，开展宣传倡议和募捐活

动 20 余次，捐资 50 余万元，

结 对 帮 扶 特 困 学 童 100 余

名 ，捐 赠 桌 椅 床 柜 、教 具 文

具 、被 褥 衣 物 3000 余 件

（套）、电脑 20 多台，捐建电

教室 1 间、取暖锅炉 2 套，改

善当地教学条件。2015 年，

古清月积极协调空军军医大

学西京医院，为罹患先天性

“ 脊 髓 低 位 栓 系 ”疾 病 的 12
岁藏族女童实施手术治疗，

并 通 过 募 捐 解 决 全 部 医

疗费。

传播扶志强智正能量。

古 清 月 先 后 邀 请 20 余 名 藏

族师生走进军营实地交流学

习，组织官兵录制千余期汉

语红色故事，为藏族学生营

造良好语言学习环境。2018
年起 ，她每年培训 2 批研究

生、青年教员赴藏区小学帮

教带教。10 年间，帮助 69 名

藏族青少年顺利完成高中学

业，其中 63 人取得大专以上

学历，让读书改变命运成为

当地藏族同胞的普遍共识。

探索军地联动新模式。

古清月积极促成帮扶的藏族

建设塘小学与西路军红军小

学联合，共建红色教育、师德

师风培育“双基地”平台，使

“金色哈达”成为空军工程大

学 思 政 课 程 建 设 的 特 色 名

片。近年来，她组织专家教

授、人大代表赴多地藏区开

展国防教育、科普讲座 50 余

场次，组织受助学生参加“传

承红色基因大家谈”、“放飞

蓝天梦想”春蕾夏令营等活

动，在学生心中深植爱国崇

军情怀。

古清月荣获全国拥政爱

民模范等称号，被空军评为

拥政爱民先进个人、优秀共

产党员。

114  左允甘

左允甘，男，汉族，1943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 ，福建

省纪委原副书记。

左允甘热心慈善事业，

义卖书画作品，倾力助学助

残，帮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助残疾人家庭圆“安居梦”，

以一颗热情的心和一次次行

动，尽己所能感化、带动周围

的人。

2006 年，即将退休的左

允甘思考着如何做到对学生

的资助“长流水，不断线”，爱

好书画艺术的他，想到了书

画义卖捐资助学。2007 年，

他推动成立了“宁德蕉城乐

善助学促进会”。助学促进

会成立以来，左允甘将创作

的 800 多幅书画作品进行义

卖，募集善款近 700 万元，共

资助宁德市蕉城区、周宁县

1775 名贫困学子圆了“大学

梦 ”，帮助 20 多名特困学子

解决困难。左允甘的赤诚之

心吸引、感染了许多爱心人

士，许多企业家或出钱或出

力 ，纷 纷 对 贫 困 学 子 伸 出

援手。

左允甘曾担任福建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常务副理事

长，牵头实施了农村贫困残

疾人“安居工程”。2015 年，

因年龄原因，他不再担任常

务副理事长，以爱心志愿者

身份继续参与“安居工程”。

为了摸清农村残疾人无房户

实情，多渠道筹措资金，2007
年以来，他和基金会其他成

员一起，不辞辛劳，深入福建

省 50 多个山区县、400 多个

乡镇村，了解残疾人家庭困

难 情 况 。 左 允 甘 为 残 疾 人

“安居工程”建设捐献了 600
多幅书画作品，多次组织动

员福建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积善书画院的书画家创作，

先后 8 次在福州、香港等地

开展义卖活动，共募集善款

860 多 万 元 。 10 多 年 来 ，帮

助 9500 多 户 农 村 贫 困 残 疾

人家庭圆了“安居梦”。左允

甘还牵头组织开展关爱残疾

儿童行动，每年“六一”儿童

节向残疾儿童发放学习生活

用具、营养食品等“爱心大礼

包”。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左

允甘克服视力障碍和腰痛困

扰 ，创 作 了 60 多 幅 书 画 作

品，发动义卖，在大家的支持

下，最终筹措了 20 万元善款

捐赠给了抗疫一线。

左允甘荣获福建省道德

模范等称号。

115  叶德奕
叶德奕，男，汉族，1969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国网福

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周宁县供

电公司装表班班长。

从普通电力职工到全国

劳动模范，在助人为乐路上，

叶德奕坚持“长跑”，勇毅前

行，用真情抒写人间大爱。

从 1992 年至今，叶德奕

先 后 为 80 多 个 孩 子 提 供 免

费吃住。这些孩子中有来自

单亲家庭的，有家庭困难的，

有 留 守 的 ，也 有 的 是 孤 儿 。

最多时，家里同时住着 11 个

孩子。叶德奕先后资助了 60
多个学生，其中有 30 多个是

外地学生。在叶德奕陈设简

陋的家中，有一个装满他 30
年来各类助学汇款单收据的

抽屉，这些汇款单少则几十

元，多则数千元，而汇款对象

都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他对这些孩子疼爱有加、慷

慨解囊。

生活上，叶德奕对自己

十分“抠门”。他全年穿着工

装，唯一一套西服还是 10 年

前为了去北京领奖而买的。

他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却

舍不得买运动鞋，经常光着

脚跑步，朋友们称他为“赤脚

大仙”，他却说：“一双长跑运

动鞋动辄几百元，光脚跑可

以省下不少钱，就可以再多

资助一些学生。”

2004 年，在为周宁县李

墩 镇 黄 埔 敬 老 院 检 修 线 路

时，叶德奕遇见了年过八旬、

生活不能自理、曾有过轻生

念头的叶志岱老人。从此以

后，叶志岱和敬老院里的其

他老人成了叶德奕心头的牵

挂。闲暇之余，叶德奕常到

敬老院陪伴老人，给他们按

摩、做饭。为改善老人们的

生活条件，叶德奕自费为敬

老院添置了洗衣机、电视机、

电热毯等物品。在敬老院，

只要提及叶德奕，老人们都

会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

“大‘家’好了，小‘家’才

会更好”是叶德奕从事志愿

服 务 秉 持 的 初 心 。 自 2003
年注册成为志愿者以来，他

尽全力助人，工作以来仅有

的两次请休年假，都是因为

他要以志愿者的身份赶赴灾

区救灾。在叶德奕的影响带

动下，国网宁德供电公司专

门 成 立 了“ 德 奕 志 愿 服

务队”。

叶德奕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福建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荣登“中国好人榜”。

116  田丽超

田丽超，女，汉族，1986
年 10 月生 ，无党派人士 ，天

津市宝坻区阳光福乐多养老

院院长、阳光福乐多助残就

业基地院长。

田丽超先后创办助残就

业基地、“爱心助残帮帮团”，

帮助智力残疾的孩子学会自

理，鼓励他们自食其力、自立

自强。她就像冬日的暖阳，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温暖着这

群“折翼天使”的心田。

2019 年，田丽超积极筹

建 阳 光 福 乐 多 助 残 就 业 基

地 。 她 与 宝 坻 区 博 爱 学 校

（特殊教育学校）联系，每年

从 毕 业 生 中 选 取 家 庭 困 难

的 孩 子 ，挨 家 挨 户 走 访 ，有

计 划 地 接 收 这 些 孩 子 到 基

地 。 基 地 对 这 些 孩 子 实 行

全 天 候 照 料 、免 费 服 务 ，有

效 减 轻 了 孩 子 们 家 庭 的 负

担 ；定 期 请 来 培 训 老 师 ，免

费训练技能，提高孩子们自

立 能 力 。 为 促 进 孩 子 们 的

成长，田丽超先后在天津市

宝坻区口东镇老庄子村、新

开口镇江石窝村、潮阳街道

乔 庄 村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设 立 洗 衣 和 理 发 两 个 免 费

服 务 项 目 ，推 广 以 残 助 残 ，

引 领 这 些 残 疾 孩 子 为 孤 寡

残 疾 老 人 和 失 独 群 体 免 费

洗 衣 、理 发 ，在 劳 动 中 收 获

成 就 感 和 满 足 感 。 她 还 推

动 成 立“ 爱 心 助 残 帮 帮 团 ”

志愿服务社，组建了 25 支队

伍 ，开 展 多 项 志 愿 服 务 活

动。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

接触了不同的社会环境，探

索了更多的领域，内心更加

积 极 阳 光 ，生 活 也 更 有

奔头。

不论是洗衣房还是手工

工作室，总能看到孩子们忙

碌的身影；不论是拖布加工

还是洗衣粉包装，孩子们总

是在认真勤恳地做着这些细

碎的工作。时间久了，大部

分的残疾孩子都掌握了一技

之长。田丽超经常从早上 5
点半起床开始忙碌，一直到

半夜 12 点才能休息。但她总

说，看着孩子们开心的笑脸，

听到孩子们亲切地叫“大姐”

时，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田丽超荣获全国助残先

进个人、天津市道德模范等

称号。

117  尼玛次仁

尼 玛 次 仁 ，男 ，藏 族 ，

1978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 ，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

区江洛康萨社区副主任。

尼玛次仁积极投身社会

福利事业，成立儿童福利院，

先后收养 27 名孤儿，教导他

们报效祖国、关爱他人。他

常年开展党的政策、健康科

普和环保理念宣传，慰问帮

扶困难群众。

尼玛次仁年少时父母相

继离世，在党和政府的关心

和左邻右舍的帮助下长大成

人，深知孤儿需要社会更多

的帮助和关爱。2007 年，经

营了几年旅游客栈的尼玛次

仁，决定将日喀则需要帮助

的孤儿接到自己家中抚养。

他骑上摩托车，深入偏僻的

农村和高海拔牧区，寻找并

陆 续 收 养 了 27 名 来 自 桑 珠

孜区、江孜县、仁布县等地的

孤儿。2008 年，经日喀则市

民政局批准，尼玛次仁成立

了日喀则诺倍儿童福利院，

孤儿们受到了良好的思想熏

陶和文化教育。16 年来，一

批批孤儿从福利院走出来，

在 各 个 行 业 中 发 挥 着 光

和热。

尼玛次仁主动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引导群众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2013 年至今，他的宣讲足迹

遍布日喀则 18 个县区、上百

个乡镇。尼玛次仁发起成立

西 藏 自 治 区 防 治 艾 滋 病 协

会，开展关爱艾滋病感染者

工作，作了数百场防治艾滋

病科普宣讲。2023 年，在日

喀则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尼玛次仁发起成立日喀

则市年楚河生态环境保护协

会，并自筹资金开展了多项

环保公益活动。他在每年春

节、藏历新年等时间节点，积

极募集各类生活物资慰问帮

扶困难群众，累计投入资金

达 50 余万元，受益对象 3000
余人次。

尼玛次仁荣获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西藏自治区优

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118  吕明玉

吕明玉，女，汉族，1974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国网威

海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

心五级职员。

吕明玉在半年内先后捐

献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细胞，

从救助一个人到帮助一群困

难学生，爱心之旅从自发到

自觉。她带起一支共产党员

服务队，倾情关爱老人，帮扶

困难家庭，用爱心和行动润

染生命底色、党员本色。

2011 年 1 月 14 日，吕明

玉 接 到 威 海 红 十 字 会 的 电

话，被告知她的血样和江苏

一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

吕 明 玉 没 有 丝 毫 犹 豫 就 答

应捐献。在山东省立医院，

吕 明 玉 的 血 液 在 体 外 循 环

1.1 万毫升，相当于将全身血

液在体外循环了 3 遍 ，才最

终采集了 110 毫升造血干细

胞混悬液。采集过程近 5 个

小时，由于钙流失严重以及

抗凝剂的作用，吕明玉的多

个 部 位 出 现 了 麻 木 抽 筋 的

症状。 2011 年 9 月 29 日，吕

明玉再次接到医院电话，被

告 知 那 位 江 苏 患 者 的 免 疫

力突然下降，急需淋巴细胞

来救命。此时，吕明玉还在

康复期，间隔时间不久连续

捐 献 ，家 人 十 分 担 忧 ，她 也

有 些 犹 豫 ，毕 竟 孩 子 还 小 ，

两 边 的 老 人 身 体 也 是 一 天

不如一天。但思索再三，吕

明玉毅然决定——“救人救

到 底 ”。 她 再 次 说 服 家 人 ，

第二次赶赴济南，为那位陌

生 人 捐 献 了 64 毫 升 淋 巴 细

胞混悬液。

2016 年初，吕明玉得知

女 儿 同 学 牛 煜 森 的 爸 爸 因

意 外 事 故 造 成 胸 部 以 下 高

位 截 瘫 ，妈 妈 离 家 出 走 ，奶

奶患病瘫痪在床，一个好端

端 的 家 庭 陷 入 了 困 境 。 从

此，吕明玉把牛煜森当作儿

子 一 样 看 待 ，从 小 学 到 初

中 ，每 次 家 长 会 ，她 都 是 代

表两个孩子的家长，平时买

学习用品、衣物、零食，都是

双份的。多年来，吕明玉通

过 捐 款 捐 物 、倾 情 陪 伴 、心

理疏导 ，帮助 8 名家庭困难

的 孩 子 走 出 困 境 、完 成 学

业 ，并 带 动 同 事 、志 愿 者 们

帮助 290 个孩子圆梦。

2021 年，吕明玉担任国

网威海供电公司彩虹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长，在工作之余，

她 带 领 635 名 队 员 收 集 独

居、空巢、失能老人信息 2858
条，并建立助老档案，与其中

的困难老人结成帮扶对子，

先 后 600 余 次 为 46 家 敬 老

院、233 个困难家庭送温暖、

送知识、送健康，惠及老人 4
万余人次，实现了老年人需

求与助老服务的高效对接。

吕明玉荣获山东省道德

模范等称号。

119  刘秀祥

刘秀祥，男，汉族，1986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教

育发展中心主任，望谟县实

验高中副校长、教师。

刘秀祥曾因“背着母亲

上大学”的事迹在全社会引

发强烈反响。大学毕业后，

他选择回乡教书育人，扎根

山村 10 余年，用自己的实际

行 动 回 报 社 会 各 界 对 他 的

关爱。

刘 秀 祥 4 岁 时 父 亲 病

故，哥哥姐姐不堪重负先后

离家出走，母亲因无法承受

家庭变故罹患精神疾病，生

活不能自理。他一边不离不

弃照顾母亲，一边打工求学。

经过不懈努力，2008 年刘秀

祥考上了临沂师范学院，带

着母亲继续自己的求学路。

毕业后，许多企业听闻他的

事迹，向他敞开大门，但刘秀

祥选择回望谟县做一名乡村

教师。刘秀祥说：“一个人好

并不算好，让家乡更多的弟

弟妹妹改变命运，走出大山，

摆 脱 贫 困 ，那 才 叫 作 真

的好。”

回乡后，为解决“弟弟妹

妹”没钱上学的后顾之忧，刘

秀祥发起了“助学走乡村”公

益行动，利用周末和假期，骑

着摩托车走村串寨，四处劝

学。10 余年间的家访，刘秀

祥骑坏了 8 辆摩托车 ，摔倒

摔伤了无数次，走遍了望谟

县所有的村庄，先后将 1800
余名孩子劝返回校。刘秀祥

联 系 各 界 爱 心 人 士 捐 资 助

学，建立资助对接档案，为贫

困学子消除后顾之忧。

2013 年，刘秀祥开始担

任班主任。有一年，中考总

分 是 700 分 ，而 这 个 班 级 进

校最高分仅 258 分。面对基

础薄弱的学生，他坚持“一个

都不放弃，一直都不放弃”的

原则，带领全班 47 名学生全

部考上了大学。2018 年，刘

秀祥调任望谟县实验高中副

校长，当时该校本科上线只

有 50 多人，经过 5 年努力，本

科 上 线 达 到 658 人 ，上 线 提

升率居黔西南州第一。孩子

们考上了大学，刘秀祥又继

续为他们奔走筹款，解决他

们大学期间的生活费用，帮

助他们继续完成学业，毕业

以后近半数返乡成为大山的

建设者。

刘秀祥荣获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全国最美教师等

称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荣

登“中国好人榜”。

120  刘春芝

刘春芝，女，汉族，1940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北京市

昌平区兴寿镇桃林村村民。

刘 春 芝 心 怀 大 爱 ，义

务 到 兴 寿 镇 桃 林 村 烈 士 陵

园 守 陵 ，她 美 化 陵 园 环 境 ，

挖 掘 烈 士 史 料 ，讲 述 革 命

烈 士 光 荣 事 迹 ，将 英 烈 精

神 深 深 镌 刻 在 每 位 参 观 者

的心中。

桃林村在抗日战争、解

放 战 争 和 抗 美 援 朝 三 个 不

同时期 ，出现过 18 位烈士 ，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23 岁，最

小的只有 17 岁。1990 年，刘

春 芝 担 任 桃 林 村 党 支 部 副

书记，她注意到烈士纪念碑

年久失修，就向村党支部书

记 建 议 修 建 烈 士 陵 园 。 在

原昌平县民政局帮助下，迁

移烈士纪念碑，并修建了桃

林村烈士陵园。2007 年，刘

春芝年事已高，不再担任桃

林村党支部副书记职务，主

动 申 请 负 责 烈 士 陵 园 的 看

管、维护和讲解工作。为了

提高讲解水平，刘春芝查阅

了许多书籍资料，悉心搜集

整理烈士信息，并走访村民

了 解 桃 林 村 革 命 历 史 。 每

到清明、“七一”、“八一”、国

庆等重要节日，刘春芝都提

前做好接待准备工作，为大

家参观烈士陵园、学习烈士

事 迹 营 造 良 好 的 环 境 。 她

接 待 过 的 祭 扫 者 中 年 龄 最

大的 90 多岁，最小的只有 6
岁 。 这 些 到 陵 园 祭 奠 烈 士

的 人 年 龄 、身 份 都 不 一 样 ，

想 听 的 内 容 也 不 一 样 。 年

长者愿意回忆过去，年轻人

喜欢听战斗故事，小朋友喜

欢 多 问 几 个 为 什 么 。 针 对

不同的听众，刘春芝设计了

不同版本的讲稿，让讲解内

容和风格精细化，更好适应

他 们 的 需 求 。 刘 春 芝 每 天

守着烈士们的英灵，向人们

一 遍 一 遍 地 讲 述 他 们 的 英

雄事迹，仿佛一次次在和他

们 对 话 ，讲 到 动 情 处 ，刘 春

芝经常热泪盈眶。

10 多年来，刘春芝已为

5 万余名参观人员进行了义

务讲解，被年轻党员亲切地

称为“昌平党史活字典”。随

着年龄的增长，刘春芝的身

体状况大不如前。为了让烈

士事迹代代传承，她手把手

培养接班人，慢慢交出了义

务讲解的接力棒。但是只要

陵园有需求，刘春芝就会毫

不犹豫前来讲解。

刘春芝荣获首都道德模

范等称号。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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