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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艰苦磨砺中走出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系列长篇通讯有感

□艾文礼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苦海觅渡，
才能直挂云帆。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舒适的生活是庸
人的追求，我是准备着入‘苦海’的。”回
眸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路，曾两入“苦
海”。对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和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
月”系列长篇通讯都有生动记载，深刻反映
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从政理
念，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第一次入“苦海”，是上山下乡。1966
年，“文革”开始，曾为西北人民解放事业
立下汗马功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被打
成“黑帮”，正上中学的习近平作为“反动
学生”，被关进学习班。为了暂避风口，无
奈中，习近平只好选择“上山下乡”，到父
亲曾经战斗过的老区延安插队落户。1969
年 1 月，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起，怀着极其
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西去的列车。这一年，
习近平不满 16 岁，在 400 万“老三届”知
青中，年龄是最小的，而他插队的延川县梁
家河村，山高坑深，荒凉贫瘠，自然条件非
常恶劣。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少年，孤身
来到穷乡僻壤的黄土高坡，展现在他面前
的，是无边的“苦海”。

第二次入“苦海”，是走向基层。1979
年，习近平完成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业，毕业
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当时政
治局委员、国防部长耿飚同志的秘书。这个
时候，习近平可谓脱离了“苦海”，回了北
京，上了大学，分配到了好的单位，前途无
量，令人羡慕。但是，习近平却做出了一个
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再下基层，再入“苦
海”！总书记自己说：“我现在可以说是从生
活的锅底一下翻到了社会的顶巅，可是自己
觉得并没有喜悦感、快乐感，总是感到有一
种责任。”1982 年习近平来到了正定县，以
一名“军转干部”的身份，开始第二次直面

“苦海”。
总书记两入“苦海”，缘起不同。
如果说第一次入“苦海”是“被动”

的，那么第二次入“苦海”则是主动的。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

常人看来，好不容易从生活的锅底翻到了社
会的顶巅，眼前的一切，都来之不易。然
而，习近平却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再度投
入“苦海”。

人生最难的，不是索取，而是放弃。这
一次，习近平果敢地选择了放弃。他放弃了
舒适，选择了艰苦；放弃了大城市，选择了
小县城；放弃了优越的生活，选择了“苦
海”中的磨练。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曾流行“伤痕文
学”，不少知青对此感同身受，甚至有的顾
影自怜，在回忆中舔舐“伤痕”。然而，同
样上过山、下过乡的习近平，却对七年知青
岁月另有一番看法。

总书记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
有了深刻的了解，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
感情，因此笃定要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
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
反顾地下去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
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别人不敢入“苦海”、不想入“苦
海”，或者总想脱离“苦海”的时候，为什
么习近平却总想走向“苦海”？

是他不知道“苦海”之“苦”吗？
当然不是。
在陕北，习近平起初就经历了过“五

关”的历练。
过跳蚤关，让过敏的“细皮嫩肉”变成

了“牛肉马皮”，不怕咬了；
过饮食关，告别白面细粮，改为吃糠咽

菜，却留下了温馨的“酸菜情结”；
过生活关，从什么也不会做，到什么都

学着做、抢着做，生活自理能力增强了；
过劳动关，从一天挣六个工分，到成为

挣十个工分的壮劳力，“铁汉”炼成了；
过思想关，从开始的格格不入，到后来

成为先进典型，真正扎根大地了。
别人看到的只是“苦海”之“苦”，习

近平却看到了“苦海”之“乐”。
他乐于在这里“受苦”。习近平什么活

儿都干，开荒、种地、铡草、放羊、拉煤、
打坝、挑粪⋯⋯几乎没有歇过。他扛200斤
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到 1974 年 10 月梁
家河就只剩他一个知青了。知青院子变得冷
冷清清，居住的窑洞也变成了冰房冷灶。但
他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依然是该干活干
活、该吃苦吃苦。

他乐于在这里“交友”。村里的人每天
吃完饭就进他的窑洞来串门，听他讲古论
今，说水浒、话聊斋、侃大山，让全村人都
进了自己的“朋友圈”，那窑洞也逐渐成了

“村中心”。
他乐于在这里“读书”。跟着农民读

“无字之书”，也在灯下读“有字之书”。白
天干一天活，深夜还要在煤油灯下，读那些
砖头一样厚的书。

他更乐于在这里“作为”。1972 年 8
月，习近平作为知青积极分子，被延川县抽
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路线教
育”。1973 年冬天，因为表现突出，习近平
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建沼
气池、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
用村民的话说，“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
什么”。

人心换人心，意切换情真。1975 年，
习近平去上清华大学，临行那天，全村人
舍不得，含泪送他，送出了村口，还在
送，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十几里路，大
伙还要送，习近平哭了，他说：“我不想走
了。”老乡吼着说：“你快走，你上了清华
大学，我们就有条件来北京，要不，北京没
有人管我们饭，为我们看看北京，你也应
该走。”最后，十几个基建队的年轻人一直
步行 60 华里送习近平到县城，晚上又挤在
国营旅社的一间平房内。第二天他们和习
近平照了分别纪念相，那是山里人第一次
走进照相馆。

7 年“苦海”，让习近平从迷茫走向了
自觉。15 岁初入“苦海”，习近平也曾迷
惘、彷徨；22 岁离开时，他已经有了坚定
的目标，充满自信。

有人说，没有梁家河的 7 年，便没有
习近平总书记今天的从容执着和大气磅
礴。正是黄土高原的苍天厚土，孕育了青年
习近平宽厚敦实的优良品质和滴水穿石般的
至高境界。7 年的农村生活、7 年的甘苦与
共，不仅使他和陕北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
谊，也使他从小就对农村、农民和脚下的
热土有了更切身的了解和感悟，对改变国
家、人民、民族的命运增添了毅然决然的
抱负和担当。

正是有了第一次入“苦海”的收获，才
有了第二次入“苦海”的决绝。

在正定，习近平写下了自己从政经历的
第一笔。他必须直面基层当时经济上的“贫
困”、思想上的“僵化”以及自己“敢为天
下先”的可能性后果。在那个年代，这需要
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系列长篇通讯
从“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真刀真枪干一
场”“改革戏必须大家唱”“拆掉围墙 八面
来风”“刹住新的不正之风没有气势不行”
等不同侧面，展现了总书记对燕赵大地的无
限深情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信仰。

在正定，习近平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
劳动，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做派；

在正定，习近平晴天晒出的褥子打着五
颜六色的补丁，身上盖的也是一床旧军被；

在正定，习近平整天骑着自行车或步行
跑村串乡，显得“土里土气”；

在正定，习近平以敏锐的目光洞察着一
切可能让老百姓走出“苦海”的航路；

在正定，习近平每天都和老百姓一起在
“苦海”中摸爬滚打⋯⋯

“苦海不能漂，劫火不能焚。”习近平第
二次主动入“苦海”，入出了新的境界。

主动入“苦海”，是一种质朴真挚的为
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称自己是“黄土地的
儿子”，称正定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归根
到底是因为对家乡、对基层、对自己生活战
斗过的农村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总书记

说：“一个党员干部只要心里装着群众，真
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人民群众就惦记他、信任他、支持
他。”“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无所有，一事
无成；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公仆就
会被历史所淘汰。”这种质朴真挚的为民情
怀，既源自党的优良传统，也凝结着个人的
成长经历，并体现在他在正定期间的每一项
工作中。

习近平刚到正定的时候，改革开放了，
按说，苦日子应该到头了，但由于经济落
后，这里的百姓，依然在受苦。正定是历史
文化名城，三关雄镇、神京锁钥、八方交
汇，但习近平履职前的正定却是个穷地方，
是一个有名的“高产穷县”，当时人均年收
入仅 148 元，每天只有 4 角钱，农民辛苦干
一年连买油盐酱醋的钱都不够。谁家不够吃
了，就偷着去邻县的村里换红薯干。

习近平见不得群众受苦，决心摘掉“高
产穷县”的帽子。他说：“如果解决不了这
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对习近平的想法，当时许多人赞成，但
也有“三怕”。一是怕有损先进县的形象，
二是怕上级领导不高兴，三是怕对习近平个
人政治前途有影响。对这些顾虑和担心，习
近平的回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实
事求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就应实事求是反
映群众心声，反映现实问题。为此，习近平
主动请缨，和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
起跑省进京，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
和存在的困难，请求把粮食征购基数降下
来。在中央派出调查组核实后，决定把正定
粮食征购任务减少 2800 万斤，初步缓解了
正定农民口粮紧张问题。

主动入“苦海”，是一种许党许国的担
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
难忘岁月”系列长篇通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
故事，再现了习近平“真刀真枪干一场”的
担当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许党许国的担当精神，指
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
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
一种担当。”无论是回顾历史、纪念伟人，
还是谈及改革、出外访问，总书记都在强调
责任担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的思想
干扰仍影响着正定，因干涉农民种瓜引发
的留村“拔瓜事件”曾轰动全国，一度让
人谈“富”色变。当时全县干部群众中普
遍存在着“想富不敢富、想富不会富、想
富不能富”的现象。针对正定从事农业的
人口占 70%，从事其他行业的占 30%，工
农业总产值里农业占 70%，其他占 30%的
情况，习近平大胆提出，把这两个比例颠倒
过来——让 70%的人去搞多种经营，让工
业、副业、旅游业收入占 70%。他多次在
会议上批评一些干部把先富起来的“两户一
体”（指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 看
成是搞歪门邪道的非“正统”百姓。他说，
这是一种偏见。

1983 年 10 月，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
两个月后，他主持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大型商
品生产会议——发展商品生产三级干部会
议，明确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
村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发展余地，这是时
代的要求，党的要求，农民的希望”。

在习近平的主持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年，正定县多种
经营收入达 4300 万元，人均 100 元，社员
收 入 由 100 多 元 增 加 到 200 多 元 。 截 至
1985 年底，乡办企业、联合体企业产值达
到8850万元，比1980年增长200%。

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说：“改革者
的责任，正是率先冲锋陷阵，带领群众前
进。”他开全省大包干之先河，为企业松绑
放权，推出震动全国的“人才九条”，为正
定发展破局开路。

“改革戏必须大家唱，依靠群众是搞好
改革的基本方法。”习近平鼓励全县各部
门、各单位都要积极改、主动改，大胆探
索，勇于创新。各企业也要大胆撞击，主动
搞活，凡是中央规定下放给企业的权力，要
敢于要回去，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

度。
就在那一年，正定一下子涌现出许多

“明星企业”。
1985 年，正定县工业总产值达到 2.4 亿

元，比1982年翻了一番还多。
主动入“苦海”，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政

治魄力。担当就要见行动、见智慧、见魄
力。只要符合党中央要求、符合基层实际、
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就要敢于在关键
问题上拍板，敢于旗帜鲜明、坚持到底。习
近平在正定的很多大胆决策，体现出“一把
手”统揽全局、成竹在胸、擘画有道、善谋
敢断、善作善成的政治魄力。

当年习近平决定在正定修建荣国府，争
议很大，一波三折，泼冷水者居多。面对反
对的声音，习近平没有退缩。因为他有自己
的考虑：要想把游客留住，在正定吃、住、
玩，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就必须建立更多
的旅游、娱乐场所。于是，做工作，求共
识，引项目，找投资，请专家⋯⋯终于，荣
国府落成了。在电视剧 《红楼梦》 拍摄过程
中，荣国府就火了。1986 年国庆节，游客
排到了 1 公里以外，超过 1 万人次。开放当
年，荣国府吸引130万人次前来参观，门票
收入达 221 万元，旅游总收入 1768 万元。
习近平的这个决策，让荣国府创下了全国旅
游业的“正定模式”。从此，正定的旅游业
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主动入“苦海”，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
想积淀。基层蕴含着无穷的智慧，提供了施
展才华的广阔平台，汇聚着催人奋进的动力
源泉，只有在基层安下心、深扎根、汲取营
养，才能成长为经天纬地之材。

如果说，第一次被动入“苦海”，更多
地磨练了习近平的意志，那么第二次入“苦
海”，则更多地积淀了习近平后来治国理政
的思想。而领袖人物对民族与社会的贡献，
恰恰就在于意志和思想。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习近平从
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他后来的执政理
念和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中积淀下来的。
习近平主动入“苦海”，就是一次新的积
淀，后来又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
央⋯⋯几十年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
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
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
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问
题越来越复杂，但归根到底，本质是相同
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
办，干部就要带着群众怎么办。习近平当选
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
况的了解和积淀上。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和正定后，为什么那
里的百姓念念不忘他的贡献？原因就在于，
习近平虽然身处“苦海”，但日日夜夜念兹
在兹的就是“民心”二字，那是他思想和情
感沉淀的结晶。

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习近
平总书记就坚定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凝聚民心、
贴近民心、契合民心，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目
标指向了然。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参观 《复兴之
路》 展览时，习近平首次阐述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指出，现在，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梦，梦之源在“苦海”中已经孕育
多年。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
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
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
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
更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反映了人民的
渴望，是民心所向，也是他两入“苦海”
的思想结晶。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一
系列治国理政的新实践，直面人民反映最强
烈的问题，紧贴人民最热切的期盼，向人民
交上了满意答卷。

两入“苦海”，坚定了总书记“革命理

想高于天”的崇高信仰；两入“苦海”，炼
就了共产党人“金刚不坏之身”，补足了

“精神之钙”。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
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习近平总书记深谙这其间的辩证法。
谁能融入“苦海”，奋斗在“苦海”，“苦
海”回报他的必是初心弥坚、事业大成。

“苦海”出来应有路。
这条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之

路、富强之路、奋进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复
兴之路。

习近平两入“苦海”，有一个共同特
点，他走近的是基层民众。

这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农
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同
志号召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跑到你熟悉
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
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
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
么。”无论是“酷热的太阳”，还是“严寒的
风雪”，其实都是“苦海”。

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率先深入民众、走
向“苦海”，才因此形成了建立农村革命根
据地的思想基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
泽东同志始终关注中国农民问题，以马克思
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农
民问题进行过多次系统调查、长期研究，提
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从而探索出
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夺
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胜利。

与毛泽东同志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对农
业、农民、农村有着天然感情，他坦言“我
们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所以才能“接地
气”。这种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一直伴随着他
的工作生涯。在正定任职期间，他总是往乡
下跑，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
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并为农民们致富立
了“大功”；在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
为跑遍乡村，他经常一连数日在崎岖的山路
上颠簸，常常颠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身体力
行推行“四下基层”制度；在浙江省工作期
间，他全面开展了领导干部下访活动，全省
各级普遍建立了领导下访的长效机制；担任
党的总书记后，依然“心中为念农桑苦，耳
里如闻饥冻声”。基层是他锻炼成长、施展
才干的第一个舞台，农民生涯是他人生的一
笔丰厚财富。

正是因为总书记有着这样与百姓的血肉
联系，所以才有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的感人深情，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新航程，才有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

平凡蕴藏伟大，苦海孕育辉煌。习近平
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
个核心，不是谁封的，而是从黄土高原出
发，从正定出发，从“苦海”中一步一步走
出来的，是在艰难曲折困境中磨砺出来的，
是在复杂国际斗争中历练出来的，是在极其
丰富的改革实践中确立起来的，是历尽苦难
后的必然。这一核心，在共产党员和亿万人
民群众中是最“走心”的，真正是众望所
归、人心所向、天下所愿。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
领。我们一定要把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
护核心作为最大的政治，融入血脉、植入灵
魂，化为坚定的信仰信念和自觉行动。而信
仰上的坚定、政治上的坚守、行动上的紧
跟，最根本、最深刻的是来自内心的崇敬与
爱戴。

我们崇敬和爱戴总书记，因为他为了人
民甘入“苦海”！并且面向“苦海”，心暖花
开！他是从基层艰苦磨砺中走出的党的核
心、人民领袖。

苦海翻成天上路，常照百姓万家灯。我
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坚决以更加
忠诚的品格、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
举措，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第六届河北省道德模范名单

一、助人为乐模范
杨 艳 女 承德爱心联盟志愿者协会会长
宋美录 男 张家口经开区卫生计生局副局长
沈汝波 男 秦皇岛市先茂里社区巡逻队队长
蒋淑华 女 沧州市天成药业退休职工

二、见义勇为模范
王生廷、王双廷兄弟：
王生廷 男 国网河北石家庄井陉县供电公司小作供电所员工
王双廷 男 石家庄井陉县小作镇南石门村党支部书记
龙浩然 男 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护士
齐胜杰 男 廊坊市大城县现代园后孝采村村民
刘小强 男 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武安市供电分公司配电营业

服务工
三、诚实守信模范

谷焕珍 男 石家庄市新华区陈村居民
李 勇 男 张家口市张北县战海乡渔儿湾村村民
谢铁桥 男 天津银龙股份河间分公司董事长
侯小生 男 邢台市内丘县侯文孝村村民

四、敬业奉献模范
高文元 男 河北省民政厅调研员

韩文宝 男 迁安市中医医院院长助理、心病科主任
王焕荣 女 保定市莲池区杨庄乡西高庄村党总支书记
李双星 男 衡水市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兼阜城县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主任
五、孝老爱亲模范

刘雅莉 女 雄安新区容城县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科科长
戚 杰 男 唐山市滦县粮食储备库职工
许新河 男 霸州市王庄子乡靳家堡村村民
刘玉荣 女 邯郸市涉县玉荣养老院院长

第六届河北省道德模范提名奖名单

一、助人为乐模范提名奖
贾潮江 男 唐山市玉田县火车站原客运员
常胜云 女 廊坊市环卫局职工
于盈申 男 保定市易县流井乡东豹泉村村民
郝宏银 男 中国人民银行衡水市中心支行职工
李义超 男 邢临高速冀鲁界收费站站长
潘永生 男 国网邱县供电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
吴明月 男 定州市残疾人创业服务中心主任

二、见义勇为模范提名奖
高金山 男 秦皇岛海事局山海关海事处海巡处海巡执法大队副

大队长

魏士卜 男 河北建工集团职员
田金兵 男 新乐市邯邰镇东张村村民
王东升 男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蓝天救援队队长
张永利 男 唐山市开平区个体工商户
周希忠 男 沧州市康泰保安公司驻中心医院保安
周宪才 男 衡水市景县老君堂村村民
王 宾 男 衡水市景县周庄村村民
赵建光 男 邢台市南和县111路公交车司机

三、诚实守信模范提名奖
马 平 男 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
高树满 男 承德市平泉市瀑河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 文 男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大拿修锁服务部负责人
胡品新 男 唐山市丰南区鼎新蔬菜出口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闫长河 男 廊坊市瑞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
贾金凤 女 保定市唐县信达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其通 男 河北衡水青竹画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小生 男 邢台市内丘县侯文孝村村民
田瑞敬 女 邯郸升平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范立州 男 定州市润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四、敬业奉献模范提名奖
郄志江 男 石家庄市平山县平山镇西水碾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于海涛 男 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主任科员

王福国 男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胡麻营镇河东村党支部书记
康爱国 男 张家口市康保县农牧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张海波 男 河北港口集团秦港股份杂货公司散粮站副站长
韩 颖 女 廊坊市永清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副中队长
周希胜 男 沧州市公安局渤海新区分局交警二大队大队长
郝志国 男 邢台市交警支队开发区大队中队长
乔万国 男 沙河市新城镇党委书记
李军勤 女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护士长
李 灿 女 辛集市新城镇大李庄小学贾李庄教学点教师
刘大华 男 华北油田公司二连分公司淖尔作业区副主任
杨静萧 女 雄安新区容城县特教学校教师

五、孝老爱亲模范提名奖
胡红江 男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网络新闻协调处处长
李耀青 男 石家庄市元氏县姬村镇前营村村民
李桂芬 女 承德市兴隆县蘑菇峪乡李杖子村村民
苗小英 女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木头凳镇大新杖子村村民
赵玉梅 女 保定市易县良岗镇许家村村民
赵春梅 女 沧州市青县马厂镇陈缺屯村村民
张志旺 男 衡水市冀州区码头李镇王明庄村村民
张会巧 女 南宫市明化镇政府职工
孙 巧 女 辛集市天宫营乡西天宫营村村民
张 静 女 华北石油管理局华佳综合服务处退休职工

第六届河北省道德模范名单和第六届河北省道德模范提名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