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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林金玉

林金玉，女，黎族，1973
年 10 月生，海南省三亚明佳

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五指

山分公司环卫工人。

林金玉从事环卫工作12年，

面对一次次“从天而降”的财

物，她丝毫没有动心，多次将

捡到的财物归还原主。

每天凌晨 4 时 30 分，当

大多数人还在梦乡时，林金

玉已经起床，在家煮好了孩

子 们 的 早 餐 后 就 扛 上 大 扫

把、推着保洁车，准时出现在

马 路 上 。 从 事 环 卫 工 作 以

来，她从没迟到早退，不论刮

风 下 雨 ，都 坚 守 岗 位 ，不 怕

脏累。

2017 年 3 月 19 日清早，

林金玉像往常一样，在五指

山宾馆工作路段进行清扫保

洁。突然，空无一人的马路

上有个精致的钱包映入她的

眼帘。她捡起来没有打开，

首先想到的是失主也许会沿

路返回来寻找，于是她决定

留在原地等候失主，但苦等

失主不来，她就打电话向值

班组长作了汇报，随后继续

工作。清扫过程中，她时不

时回到拾钱包的地点，等待

失主出现，可始终不见人影。

清扫工作结束后，林金玉将

钱包交给当地派出所。在民

警见证下，她这才打开钱包，

看到了钱包里的物品：比她

一个月工资还多的现金、身

份证、驾驶证、其他证件和多

张银行卡……大家对物品进

行 了 登 记 和 清 点 。 几 经 辗

转，民警终于联系上了失主，

将 财 物 归 还 。 失 主 感 激 之

余，要以酬金感谢林金玉，却

被她婉言谢绝了，“任何人丢

了东西都会着急，我只是做

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不是自

己的东西坚决不能拿。”

多年来，林金玉一家 4 口

挤在不足 20 平 方 米 的 单 位

房 中 ，丈 夫 务 农 割 胶 ，家 庭

经 济 十 分 拮 据 。 从 事 环 卫

工作多年，林金玉曾捡到过

户口本、身份证、银行卡、公

章、钥匙、首饰等各类物品，

但她全部如数上交组织、归

还失主。 2024 年 3 月 ，在当

地党委政府帮助下，林金玉

一 家 搬 入 了 50 余 平 方 米 的

公租房。

林金玉获评海南省道德

模范。

330  林   鹏

林鹏，男，汉族，1971 年

11 月生，海南传味文昌鸡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林鹏恪守“诚信经营、奉

献 社 会 ”理 念 ，按 合 约 带 动

700 余户农户增收 3.35 亿元，

带动贫困人口 1.5 万余人，助

力 脱 贫 攻 坚 和 乡 村 振 兴 。

2014 年 以 来 ，累 计 投 入 890
万元开展光彩事业，积极回

报社会。

林 鹏 于 2005 年 创 立 的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集品种培育、

规模养殖、屠宰加工、产品研

发、自主营销、物流配送于一

体，拥有完整产业链，是目前

文 昌 鸡 行 业 产 销 量 最 大 企

业、中国肉鸡市场 50 强。自

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诚信经

营，商务信用资质等级为 A
级。公司被评为“海南省优

秀企业”，产品获评“海南省

名牌农产品”称号。

林鹏采取“公司+农户”

模式让农户加盟养殖。公司

提供鸡苗、饲料、防疫和技术

服务，并定价保利润回收产

品 ，确 保 农 户 养 殖 零 风 险 。

2015 年至 2023 年，公司共带

动 708 户农户（含贫困户、脱

贫户）养殖文昌鸡，户均收益

47.32 万元。新冠疫情期间，

文昌鸡市场需求明显萎缩，

饲料价格上涨导致养殖成本

增 加 38%，企 业 经 营 面 临 压

力，但林鹏仍然按合约回收

农户养殖的文昌鸡，确保农

户利益，受到当地政府和群

众好评。同时，他积极响应

党和政府号召，主动投入脱

贫攻坚工作，根据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贫困户情况，结合

产业发展实际，从文昌鸡的

育种、养殖、出售到百姓餐桌

上，有针对性地实施多种帮

扶模式，累计帮扶贫困人口

4686 户、15699 人，全部按约

定 准 时 向 贫 困 人 口 支 付 薪

资、养殖收益及分红。

林鹏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海南省道德模范

等称号。

331  易厚掌

易厚掌，男，汉族，1947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安徽省

马鞍山市含山县陶厂镇西塔

村村民。

易厚掌信守“让家门口

的西塔山披上绿装”的承诺，

开荒造林，即使遭遇重大挫

折，仍矢志不渝，用一双皲裂

的勤劳厚掌，让荒山变林海、

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被当

地人称为“当代愚公”。

西塔山原是一片荒山秃

岭。生活在大山脚下易庄自

然村的易厚掌，每天看到荒

凉大山，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他与当地村委会签下长期承

包合同，发誓要让荒山披上

绿装。他卖了家中仅有的 1
头牛、3 头猪，买来工具和树

苗，带着家人上了山，每天挖

坑植树。山上没有水，易厚

掌就下山到几里外挑水。山

路陡险崎岖，他的肩膀被扁

担磨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皮。

多年来，易厚掌不知用坏了

多少个山镐、铁锹、水桶、扁

担，磨破了多少双鞋。如今

西塔山 5 座荒山、4000 多亩

土地全部披上绿装、郁郁葱

葱，易厚掌用近 40 年的艰辛

付出践行了诺言。

绿化荒山的过程不仅异

常艰辛，其间易厚掌还经历

过多次重大挫折。1996 年，

一 场 突 发 山 火 将 易 厚 掌 10
年心血全部烧尽。但他没有

被击垮，在满目疮痍的焦土

上继续种树。母亲受不了这

个 打 击 ，不 久 就 离 开 人 世 。

就在母亲去世后第四天，长

期劳累的妻子在跟他上山补

苗的时候瘫倒，再没有醒来。

悲痛欲绝的他将两位亲人埋

在西塔山，咬紧牙关，硬是挺

过来了。2004 年，在山上劳

累一天的易厚掌到镇上澡堂

洗澡，一头栽到开水锅里，全

身 82% 重度烫伤。接连不断

的沉重打击并没有摧毁他开

荒造林的信念和决心，身体

稍有好转，他便又继续植树

造林。

易厚掌的儿子易成兵也

放弃了在大城市的工作，毅

然回到西塔山，与父亲一起

植树造林。父子俩到林业科

研机构和大型科研农场学习

科学造林的经验。如今，山

上除了松杉等主要树种外，

还有 700 多亩经果林生态树

和茶树，林地间还套种了芝

麻、中草药等，年收益几十万

元，易厚掌和儿子又将收益

几乎全部投入到新的开发造

林中，还自掏腰包修建了总

长近 6 公里的防火通道 ，大

大 提 高 了 森 林 消 防 的 安 全

性。父子接力造绿的故事在

当地广为称颂。

易厚掌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绿化标兵、安徽省道

德模范等称号，荣登“中国好

人榜”。

332  岳巧云

岳巧云，女，汉族，1983
年 5 月生，无党派人士，北京

绿农兴云智慧农业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岳 巧 云 在 2016 年 返 乡

开启“新农人”创业之路。她

坚守诚信原则，宁愿自己损

失也要保障桃农的收益，带

领 桃 农 卖“ 诚 信 桃 ”“ 良 心

桃”，不短斤少两，不掺杂使

假。她常说，一诺千金，要用

自己的努力回报乡亲。

岳 巧 云 毕 业 后 在 一 家

传媒公司工作，靠着自己的

勤奋和努力，从一名普通职

员 成 长 为 策 划 总 监 。 2016
年，在平谷区返乡创业优惠

政 策 激 励 下 ，她 回 乡 创 业 ，

以“互联网+大桃”为创业平

台，成立了绿农兴云智慧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 合 作 社 通

过多种网络运营模式，带动

农户 1100 多户 ，覆盖全区 5
个乡镇，将当地生产的优质

大 桃 、玉 露 香 梨 、红 香 酥 梨

等 优 质 果 品 在 线 下 通 过 物

流 配 送 销 往 全 国 各 地 。 不

仅 如 此 ，她 还 开 通 了“ 绿 谷

大 桃 ”应 用 程 序 ，每 年 线 上

销 售 优 质 大 桃 等 当 地 农 产

品数千万斤。

2019 年 7 月 ，她 发 现 合

作社将要送到某超市的一批

3000 箱早桃订单中，因工人

操作疏忽，出现个别礼品箱

桃子个头不够、短斤少两的

情况，她亲自带领工人连夜

全 部 开 箱 检 验 、重 新 装 箱 。

2023 年 8 月下旬 ，一场大暴

雨影响了桃子的质量，商家

在看了桃子后，告诉岳巧云

原定 5 元一斤的价格最多只

能给 4 元。为保障农户的利

益 ，给 商 家 收 的 20 万 斤 桃

子，她从合作社收入中按原

来定的 5 元一斤返给桃农 ，

甘 愿 承 受 20 万 元 的 损 失 。

这样做，用她自己的话说就

是“吃亏是福，诚信是金”。

岳巧云尽心尽力帮助乡

亲们。她根据每个人的不同

情况，安排做一些诸如叠纸

箱、摘果码筐、包装和清扫垃

圾等力所能及的工作。合作

社里有一对老夫妻，男的不

能干重体力活儿，岳巧云就

让他折纸盒，女的手脚快，就

让她固肥、摘桃、套装，老两

口 每 月 收 入 6000 多 元 。 合

作社里来自本村重点帮扶的

低收入家庭就有 16 户。

岳巧云荣获首都道德模

范 等 称 号 ，荣 登“ 中 国 好

人榜”。

333  郑培坤

郑培坤，男，侗族，1982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贵州思

府农牧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培坤践行“回乡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诺言，扎根大

山，以生猪产业为支点，带动

大家致富，被老乡们亲切地

称为“研究生猪倌”。

郑 培 坤 出 生 在 农 民 家

庭，儿时的他觉得当兽医的

堂叔能为牲畜打针治病，特

别了不起，立志长大也要做

兽医，为乡亲们服务。长大

后，郑培坤考取了华中农业

大学动物科技及动物医学专

业，毕业后在湖北发展生猪

养殖。2012 年，郑培坤携妻

儿回家探望父母，发现老家

没有支柱产业，青壮年都外

出务工，落后的发展状况让

人心酸。他思来想去，决定

返乡创业，带动乡亲们共同

致富。起初，妻子并不理解

郑培坤回乡的选择，乡亲们

也不相信他能带领村里人致

富。郑培坤排除万难，在村

里租赁了 30 余亩土地，兴建

了 一 个 年 出 栏 3000 头 的 标

准化养猪场。他一边申请贷

款，一边引进种猪。随着第

一批生猪出栏，资金开始回

笼，他还清贷款的同时，也让

乡亲们看到了希望。

2014 年，郑培坤组建了

岑巩县双农牧业有限公司，

带动农户种植饲料作物 270
余亩，惠及 100 余户，户均增

收 4000 余 元 。 郑 培 坤 还 参

与“千企帮千村”活动，带头

出资 ，通过整合 7 个贫困村

的相关专项资金，组建贵州

思府农牧有限公司，扩大生

猪养殖规模。他动员有意愿

的贫困户发展生猪养殖，鼓

励没有精力养猪的贫困户通

过特惠贷款入股公司，享受

固定分红。2018 年以来，公

司实现异地置业帮扶 450 余

户 1700 余 人 ，累 计 兑 现 股

份 、土 地 入 股 分 红 1176 万

元 ，9 个 村 彻 底 摆 脱“ 空

壳村”。

当 选 塔 山 村 党 支 部 书

记、村委会主任后，郑培坤组

建劳务公司，增加农民经济

收入；建立职业农民培训中

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郑

培坤从一名“猪倌”成长为带

领群众致富的领头雁，让塔

山村更多农民家庭有了致富

机会，兑现了自己对村民的

承诺。

郑培坤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贵州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334  孟二梅

孟二梅，女，汉族，1973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北京市

门头沟区大台街道办事处落

坡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

孟二梅工作勤勉、认真

负责，是人人称赞的好书记、

好主任。她在极端情况下带

领社区干部和群众为滞留在

落坡岭站的乘客提供生活和

安全保障，以实际行动践行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2023 年 7 月 ，北 京 地 区

遭遇特大暴雨灾害，在途的

K396 次 列 车 滞 留 在 落 坡 岭

站。孟二梅带领社区干部徒

步赶到列车附近，在和列车

上的乘务人员沟通后，帮助

从列车上疏散乘客。受暴雨

影响，整整两天时间，落坡岭

与外界几乎隔绝。孟二梅在

落坡岭与外界失联前接收到

的最后一条信息是：“二梅同

志，我责令你务必保证转移

至落坡岭乘客的安全。”落坡

岭社区物资储备少、老年人

口多，孟二梅带领社区干部，

与群众一起在断水、断电、断

网的极端情况下，熬粥、煮挂

面、切咸菜，拿出家里所有物

资帮助被困旅客。孟二梅还

为大家安排居住场所，老人

小孩优先安排在了为数不多

的几个屋子里，很多居民也

在孟二梅的动员下纷纷伸出

援手，把一些孩子领到了自

己 家 里 。 最 终 ，社 区 以 300
多 人 的 力 量 尽 己 所 能 为 近

1000 名旅客提供帮助，2023
年 8 月 2 日 22 时 04 分，所有

旅客安全撤离。

孟二梅在社区居委会岗

位工作了近 24 年，是服务群

众 、随 叫 随 到 的“ 贴 心 人 ”。

社区未通天然气的时候，只

要 有 老 年 人 需 要 搬 运 煤 气

罐，她二话不说就帮忙，一送

就是近 10 年；社区水管老化

严重爆管频发，曾在一个月

内坏了 6 次，维修期间，她和

社 区 干 部 用 手 推 车 外 出 拉

水，贴心服务送水到户；社区

房屋老旧、设施落后，严重制

约了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

作用，牵头组建大台街道落

坡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

统筹资金和力量，对楼房进

行加固除险、对社区进行修

缮维护，她所在的小区是北

京 市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示 范 小

区。居民们总是亲切地说：

“有事儿就找孟书记。”

孟二梅荣获全国最美公

务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感动

中国 2023 年度人物等称号。

335  赵玉娥

赵玉娥，女，汉族，1963
年 1 月生 ，山西绿色山区农

副 产 品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董

事长。

赵玉娥坚守诚实守信、

扶贫济困的信念，带领工厂

驻地群众脱贫致富。她锲而

不舍，历经艰辛，把山西小杂

粮推向全国。

从摆地摊、开小商店开

始，赵玉娥就始终秉持货真

价实的原则。她诚心待客、

诚信经营，受到了批发商、供

货商和顾客的高度赞扬，成

为太原市小食品行业的“实

心女”。2012 年，赵玉娥在太

原市阳曲县建厂，成立了山

西绿色山区农副产品销售有

限公司，她以诚实守信立企，

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壮大，成

为集种植、加工、销售、餐饮

于 一 体 的 粮 食 加 工 龙 头

企业。

阳曲县原先是省级贫困

县，赵玉娥主动请缨，签订带

动贫困户脱贫协议，承担了 5
个村 279 户 660 人的脱贫任

务。赵玉娥言必信、行必果。

她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

食，吸纳剩余劳动力，优先安

排妇女上岗；她帮助成立了

10 个农业合作社，邀请农业

领域专家和技术人员，定期

对企业周边农户进行技能培

训，累计培训村民 1300 多人

次。赵玉娥与当地的农业合

作社合作成立了“山西绿色

山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签

订种植收购合同，共同订立

了 10 个无公害、绿色、可追

溯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从土

壤、肥料、种子、管理到生产

加工建立一整套制度管理细

则和企业标准，不断改进提

升工厂的生产工艺和产品质

量。赵玉娥带领团队跑遍大

江南北，把山西小杂粮打造

成 三 晋 大 地 的 一 张 绿 色

名片。

赵玉娥坚守创业之初扶

贫济困的信念，向有困难的

群众伸出援助之手。她捐资

助学，为驻地小学的孩子们

送去学习和生活用品；她救

济困难老人，帮助突发心脏

病 的 老 人 联 系 医 院 并 资 助

1 万 元 ，还 亲 自 陪 护 一 天 一

夜；她每年开展“送温暖、献

爱心”活动，为驻地所在村的

贫 困 户 、孤 寡 老 人 送 去 米 、

面、油等慰问品。10 余年来，

她向当地累计捐赠 100 余万

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赵玉娥主动承担太原市

保供任务，带领团队昼夜加

班，加大粮食生产，保质保量

供应市场粮食 1 万余吨、一

线工作人员和隔离群众餐食

1 万余份。

赵 玉 娥 入 选“ 山 西

好人”。

336  钟亮生

钟亮生，男，汉族，1975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福建省

龙岩市武平县梁野仙蜜养蜂

合作社党支部书记。

钟亮生恪守承诺、诚信

经营，面对损失，不逃避不推

脱，在养蜂事业上闯出一片

天地，始终热心扶持残疾人

发展养蜂事业，成了当地残

疾人脱贫创业的“福星”。

2006 年，钟亮生说服村

中 8 家养蜂户，把“蜂种”集

中起来“科学养蜂”，并向他

们承诺：“若成功了，利润按

‘五五’分成；若失败了，则按

每户 500 元保底‘赔偿’。”但

当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把他们的蜂几乎全部冻死。

同时，因蜂场忽视管理和防

治，造成中蜂囊状病暴发，造

成 损 失 近 10 万 元 。 面 对 困

难，钟亮生坚守承诺，给 8 家

养蜂户送上了“保底利润”。

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虚心

请教有经验的蜂农，在网上

查找资料，终于找到了解决

问 题 的 办 法 。 靠 着 这 股 拼

劲，钟亮生的蜜蜂越养越多，

养蜂事业规模越来越大，如

今已成为武平县的支柱产业

之一。

为了帮助残疾人解决就

业问题，2010 年 9 月，钟亮生

主动找到武平县残联，和他

们签下了共同扶持残疾人养

蜂的“三三制”协议，即：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申请养蜂项目

可 得 到 县 残 联 1/3 的 补 助

款，他再扶持 1/3 的款项，由

蜂 农 自 筹 剩 下 的 1/3 款 项 。

他还免费提供技术支持，解

决产品销售问题。因降低了

残疾人的投资门槛和投资风

险，当年就有 17 户同钟亮生

签订养蜂协议。第二年想养

蜂的残疾人人数猛增，这让

当时经济并不宽裕的他再一

次陷入窘境。但钟亮生没有

犹豫，借钱兑现了诺言。截

至 2023 年，已有 192 名残疾

人和 338 户原建档立卡贫困

户因此过上“甜蜜”生活。

钟亮生自开办企业从事

经营活动以来，踏实经营，诚

信纳税，2021 年被聘任为龙

岩市税务特约监督员。2023
年，钟亮生检查出鼻咽癌晚

期，病床前，他对妻子和子女

说：“卖车卖房也要把我所欠

的债务还清，一定要做一个

有诚信的人。”待身体稍有好

转，他又开始通过电话、微信

帮蜂农解决各种问题。

钟亮生荣获全国最美退

役军人、福建省道德模范等

称号。

337  侯二河

侯二河，男，汉族，1954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河北省

邯郸市武安市淑村镇白沙村

党委书记。

侯二河诚实守信、脚踏

实地，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和

村民一起干，大力发展村集

体经济，将一片赤诚全部奉

献给了脚下的这方热土。

侯二河带领党员干部以

办石料厂“起家”，打响了振

兴 白 沙 村 集 体 经 济 的 第 一

枪，40 多年来带领白沙人先

后开办了啤酒厂、纺线厂、帆

布厂、畜牧养殖场等 20 多家

集体企业。他始终秉持“诚

信立本”的理念，在企业经营

上严格管理，始终把诚信贯

穿于企业管理全过程，在产

品质量上精益求精。客户与

白沙村的常年合作，几乎都

是冲着白沙村集体和侯二河

的诚信经营。

经济发展了，侯二河把集

体收入都用在改善民生上。

从 2003 年起，村里累计投入

资金 4.8 亿元，建成了拥有六

纵三横九条街道、十个小区的

城镇化新村，并让村民全部住

进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的别墅

楼、单元楼；投资近亿元建起

了冀南第一家运动健身服务

设施齐全的村级体育中心，成

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文明村。

如今的白沙村，村民家家住楼

房、户户有汽车，村集体提供

的年人均福利达 7000 多元，

涵盖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和水、电、暖等基础费用，村民

家里办红白事、孩子上大学，

村集体还给发 5000 元至 1 万

元不等的补助款。

侯二河明确规定村两委

成员必须坚持“六不准”：不

准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准在

企业入股分红，不准承包村

里工程项目，不准安排子女

担任企业一、二把手，不准利

用公车办私事，不准享受福

利高于村民标准。

因长年劳累，侯二河身

患多种疾病 ，曾 3 次病倒在

项目建设工地。2018 年又突

发脑梗，被送进医院抢救，但

他人在医院，心在村里，稍有

好转就出院上工地、下企业。

乡亲们心疼地说，二河呀，你

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多休息

休息吧！他却坦然一笑说：

“为了让乡亲们过好日子，活

着就要拼命干！”

侯二河荣获全国优秀党

务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河

北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338  侯秀珍

侯秀珍，女，汉族，1946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陕西省

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南泥

湾村原党支部书记。

侯秀珍信守承诺，接过

公公刘宝斋的宣讲接力棒，

坚持讲述南泥湾故事、传承

南泥湾精神，让更多人从中

汲取奋进力量。

侯秀珍十几岁时随家人

从河南老家来到南泥湾，投

奔老乡刘宝斋，并最终同刘

宝斋的儿子结婚。刘宝斋是

个老红军，长征后编入三五

九旅进驻南泥湾，参加大生

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

主动放弃返城工作机会，留

守南泥湾，给人们讲述红色

故事，传承革命精神。 1984
年，刘宝斋临终前，将讲述南

泥湾故事、传承南泥湾精神

的接力棒交给了侯秀珍。就

这样，曾经听故事的侯秀珍

成了讲故事的人。2001 年退

休后，侯秀珍全身心投入南

泥湾精神的义务宣讲中。只

要有人前来邀请宣讲，她总

是热情接待。多年来，为国

内外来客义务宣讲累计 100
万人次。每年清明节，她都

会 带 领 南 泥 湾 红 军 小 学 师

生、当地的干部职工，到九龙

泉纪念碑为英烈们扫墓。

2021 年，侯秀珍自费在

自 家 院 子 里 建 起 红 色 家 风

馆，馆内展出刘宝斋和战友

们当年生产生活的历史照片

500 余张，陈列战士们使用过

的实物 200 余件。她希望将

珍藏物件、照片背后的故事

讲给更多人听。如今，侯秀

珍已是古稀之年，孩子们让

她进城养老，她说：“我要信

守承诺，把南泥湾的故事讲

下去，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革命传统传承下去。”

受 父 辈 艰 苦 创 业 的 影

响，侯秀珍始终自觉践行南

泥湾精神，年轻时就踊跃参

加生产劳动，从南泥湾村妇

女主任到村党支部书记，总

是吃苦在先、一心为民，先后

为村子修通 3 条路、通上自

来水、修建学校，还积极响应

国 家 号 召 ，带 头 植 树 造 林 。

即使照顾半身不遂的丈夫 10
多年，她也没耽误过工作。

侯秀珍荣获陕西省三八

红旗手、陕西省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其家

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全

国五好家庭。

339  侯   贵

侯贵，男，汉族，1951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辽宁省阜新市

彰武县四合城镇刘家村村民。

侯 贵 向 村 民 承 诺 做 到

“绿进沙退”，他在大漠黄沙

中坚守 20 余年，在科尔沁沙

地南缘筑起了一座抗击风沙

的绿色长城。

侯贵出生的刘家村地处

科尔沁沙地南缘，村民遭受

沙害，守着贫瘠的土地艰难

度日。2001 年，侯贵义无反

顾 地 走 向 大 漠 深 处 植 树 治

沙。资金哪里来？树苗何处

找？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侯贵

面前。他没有退缩，始终坚

信，只要肯干一定能实现自

己对村民的承诺。他一边四

处奔走筹措资金，一边尝试

各种方法培育树苗。自此，

一个倔老头的身影在沙丘中

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家人看

见日渐消瘦的他都劝他放弃

这没有回报的傻事。侯贵却

说：“林子造出来，风沙治住

了，这就是回报。”

辽西北地区风沙大、水土

流失严重，树苗种下去隔天就

被风沙吞噬大半。望着自己

的心血付诸东流，侯贵的泪水

止不住地流下来，但这个东

北汉子没有选择放弃。树苗

吹没了，再栽；栽下去吹没，

再来……经历了数不清的挫

折、失败，他渐渐摸索出了一

些治沙造林的经验和心得：春

季造林墒情好，秋季造林得灌

足水；买的树苗娇气，自己培

育的树苗省钱又易活。就这

样，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努力，

侯贵已造林 160 公顷，栽种存

活 20余万株树木。

为造这片林，侯贵已投资

50余万元。很多人都说他傻，

他却说：“我这一生和沙漠有

缘，能做好治沙造林这一件事

就知足了。为了实现当初对

村民的承诺，给子孙后代留下

一片绿色，我要继续干下去，

把这片林子造好！”如今，年过

七旬的侯贵打算继续植树造

林，把这片树林打造成一流的

防风固沙林。

侯贵荣获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绿化先进个人、全

国 学 雷 锋 志 愿 服 务“ 四 个

100”最美志愿者、辽宁省道

德模范等称号。

340  姜延军

姜延军，男，汉族，1972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国防大

学政治学院某系教授。

姜延军胸怀躬耕三尺讲

台、强国强军有我的志向，始

终奋战在军队政治理论教学

和理论宣讲服务一线，潜心

治学、铸魂育人。

姜延军深学笃信党的创

新理论，以传播知识、传播思

想、传播真理为己任，主持国

家和军队重点项目近 20 项，

主讲的 4 门课程获评国家精

品课程、全军优质课程，发表

论文 100 余篇，完成著作、译

著 30 余部，带领团队建成《共

产党宣言》情境教学馆。他还

先后完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六

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全军理

论宣讲任务，累计为基层官兵

辅导授课 40余万人次。

姜延军对政治理论教学

怀有深厚感情，把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作为终生追求。他

为人谦和朴素，夏天一件红

T 恤、冬天一件冲锋衣成为

“延军标配”。2017 年学院驻

地搬迁，面对地方单位提出

的优厚待遇，他不为所动，克

服家庭现实困难，执着坚守

本职岗位。他先后培养近 30
名优秀博士、硕士研究生，带

出一批年轻骨干。

姜延军认为军校教员是

老师更是军人，还应是敢于亮

剑的勇士。2020年初，面对敌

对势力对我国污蔑抹黑，他迅

速投身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一

线，带领团队持续跟踪敌情动

向，敏锐捕捉斗争焦点，积极

创新战法对策，牵头完成 30
余项研究报告与咨询建议。

他主动与战区、军兵种进行教

研合作，组织“理论小分队”走

进部队，嵌入训练演习开展服

务，探索课堂对接战场、教学

对接部队的新路子。

姜延军荣获全国模范教

师、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

个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等称号。

（下转第十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