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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粥屋免费为
环卫工人提供早餐

石家庄市第四届道德
模范孟凡果

照顾孤寡老人40余年

巨鹿县鱼营村

每月举办两次
“孝心老人宴”

献县段村乡爱心协会

一年多捐献爱心
款物10万多元

据新华社电（记者赵鸿宇）12 月 26 日早上，保
定的气温在零下 5 摄氏度左右。7 时 50 分，54 岁的
市民石磊骑车上班，途经朝阳大街清水河桥头时，忽
然发现河中央一位老妇人在冰水中挣扎。他马上把
自行车扔到路边，脱下棉衣棉裤冲向河道。

石磊回忆，他越过约6米宽的冰面，小心翼翼爬
到老人身旁，想用力将其拖到冰面上。但河中心的冰
面较薄，他不敢站起来用力，加上老人落水后身子太
重，几次尝试都没把老人拖上冰面。

这时石磊用拳头连续猛击两厘米厚的冰面，试
图强行凿开一条“救援通道”。然而正在拖拽时，冰面
突然大面积坍塌，石磊也落入一米多深的冰水中。但
他毫不放弃，抱住老人继续用力往冰面上拖。

这时，市民马红杰找到一块木板，参与到救援
中。“我过去后，看到石磊已经在救人，我又在他身
后，当时也没想别的，就开始使劲拽石磊。”马红
杰说。

由于冰面太薄，木板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发
生了侧翻，两人双双落入刺骨的冰水中。好在两名救
人者体力尚好，河水不是太深，另有好心市民递来用
以拉拽的管子。几人齐心合力，最终将老人成功救回
到岸边。

救人上岸后，周围居民拿来棉袄、被褥等，石磊
与身边群众也帮老人换好衣服。有附近村民认出了
老人，便跑去其家中告知。老人家属赶到后，石磊又
和其他人把老人抬回了家。随后，石磊回到自己家
中，喝了碗姜汤，冲了个热水澡，换身衣服就去单位
上班了。

73 岁的被救者翟大妈目前身体并无大碍。她的
儿媳赵红改说，老人不小心落水多亏了好心人们搭
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石磊的儿子石晓伟告诉记者，他和他父亲都是
爱心团队——保定爱心摩旅机车俱乐部的一员，经
常参加爱心活动，即便抽不出时间也一定会捐款捐
物。“我爸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单位同事或邻居都爱
找他帮忙；别人遇到困难，他从不袖手旁观。”石晓
伟说。

石磊救人的短视频，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中引
发网友一致点赞。有网友在微博中评论：“真男人！锤
冰那一瞬间帅呆了”。也有网友在某微信公众号上留
言：“这是冬日里的‘暖阳’，这是真正善良的人，这是
全保定的骄傲，为正能量点赞。”

面对赞扬，石磊称，每一个有爱心、有正义感的
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有所作为，“每一位在现场伸出援
手的市民都是英雄，我为保定有这么多的好市民感
到骄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开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
腐朽落后文化侵蚀。移风易俗，天下
皆宁。树立文明乡风，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的必然要
求，是深化美丽乡村、文明村镇创建的
有效途径，是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重
要抓手。

为助力深化乡风文明建设，狠刹
婚丧喜庆活动大操大办、人情债、攀比
炫富等不良风气，本报今日起开设《新
乡风 燕赵行》专栏，派出记者走进基
层，深入发掘各地开展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工作的先进典型，展示
新时代农民的良好精神风貌，为营造
崇德向善、勤俭节约、文明健康之风凝
聚正能量。

□记者 刘冰洋

婚丧嫁娶，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大事。
请戏班、歌舞团、舞狮队⋯⋯近几年，在我
省一些农村地区，为把场面办得热闹、风
光，红白事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的不良风
气愈演愈烈，不少群众苦不堪言。

不过，近日记者在晋州市周家庄乡采
访时发现，婚事新办、喜事小办、丧事简办
在这里已经坚持了 20 多年。目前，虽然该
乡人均收入达到 14000多元，但村民办场

婚事的花费却不超过一万元。他们究竟是
怎么做到的？

婚事新办、喜事小办、丧事简办

整齐划一的多层民居、宽敞干净的水
泥路，走进周家庄乡第六生产队，整洁的
村容村貌让人眼前一亮。12月26日，记者
来到第六生产队村民康志田家，前不久他
的儿子刚结婚，家门口的大红喜字格外引
人注目。

“听说不少地方办婚礼要花大半辈子
积蓄，可俺们这儿办婚礼省钱又省事。上
个月俺家小子结婚，按照红白事理事会标
准，整个婚礼办下来，里里外外总共也就
花了六七千元。”说起儿子婚礼的花费，康
志田笑得合不拢嘴。

“理事会规定，酒席不得超过 8 桌，而
且不准上海鲜等高档菜。”康志田告诉记
者，生产队红白事理事会成员亲自掌厨，
西葫芦、蒜薹、春卷、鱼⋯⋯五六个家常菜
加一瓶酒，一桌酒席就齐全了。“俺家孩子
婚礼那天，女方来人少，再加上自家亲戚
朋友，总共5桌酒席就足够了。”

办红事不光酒席简单，礼金也少。“你
看，俺们这儿礼金随的都是5元、10元，最
多不超过 20 元。”康志田指着贴在墙上的
大红礼金单说，这些礼金加起来也就两千
多块钱，虽然不多，但情意一点不轻，乡亲
们欢聚一堂，图的就是个热闹喜庆。

在周家庄乡，彩礼也很少。康志田说，
他家娶媳妇，按照当地习俗，给了女方
6600 元彩礼。“这是俺们这儿的传统，多
年都没变过。虽然近些年，村民收入增长
很快，但节俭办事的风气一直没变。”

红事简办成风，白事也不浪费。“村里
办白事，亲戚朋友一律只吃大锅菜，只允
许儿子、儿媳、女儿、孙子、孙女等至亲穿
白，其他孝子每人一块白手巾或黑纱，再
加一朵白花。”周家庄乡综治办副主任、红
白事理事会监督小组副组长韩中士介绍，
办白事期间不许说书、唱戏，办完事后也
不准摆席请客，既省心省事又省钱。

红白事理事会真管事、真服务

周家庄乡为啥能把红白事都管起来？
村民们都把功劳归到了红白事理事会。

据介绍，为防止红白事大操大办、杜
绝攀比，早在20世纪90年代，周家庄乡就
成立了农工商合作社红白事理事会，并研
究制定了《红白事理事会管理规定》。在各
生产队也都成立红白事理事会，会长由各
队党支部书记担任，副会长由公安员和有
声望的社员担任，并且要求成员会做饭。

“最开始的理事会管理规定只是原则
性的，没有实施细则。”韩中士说，随着社
会的发展，管理规定多次进行修改完善，
但“婚事新办、喜事小办、丧事简办”的宗
旨一直没有变。2008 年乡里对理事会管
理规定进行了细化，要求红白事操办实行

“三个统一”，即统一待客标准、统一由红
白事理事会操办、统一办事不摆谢客宴，
并纳入了村规民约。

规矩定下来了，落到实处才是关键。
为此，周家庄乡政府成立了监督小组

不时进行检查，要求各生产队的红白事要
立即报乡。理事会的副会长必须到红白事
现场搞好服务、做好监督。红白事期间，红
白事理事会成员负责制定宴席菜单并负

责买菜等事宜，确保所购物品不超标。各
户不准找理事会以外的厨师，事前事后不
得宴请理事会成员，更不准给理事会成员
送烟酒或其他礼品。同时，集体对红白理
事会制定了奖惩措施。按照规定，参与红
白事的理事会成员由生产队记工分，红事
按2天算，白事按2至5天算。

“如果违反规定，理事会成员没有进
行制止，生产队将按社规民约处理本户，
扣除红白事理事会成员所得工分。此外，
还要另外再加罚2至5个劳动日的工分。”
韩中士说。

组织严密、操作规范、奖惩分明——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周家庄乡红白事
理事会的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让群众从
繁重的人情负担中解脱了出来，赢得了大
家广泛称赞。

“刚开始，乡亲们觉得婚事办简单了
丢面子。现在谁家也不攀比，大伙儿都按
规定办，票子省了，人情到了，负担也轻
了。”村民韩英春说，“把省下来的钱用到
以后过日子中去，比什么都强。”

“这几年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
少，但节俭办事已成了村民的自觉行动。”
韩中士说，家家户户都一样，谁也不攀比、
不浪费。

风气正也是软实力。勤俭务实、积极
向上的社会风气，为周家庄乡各项事业发
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依托全国唯一实行乡
级核算的独特管理体制和丰富的梨果资
源，周家庄乡大力发展以观光体验、生态
采摘、民俗文化为主题的农业特色休闲
区，年接待游客超过 30 万人次，各项收入
达到 1800 多万元，获得了“全国文明村
镇”等荣誉称号。

新乡风 燕赵行

编者按

□通讯员 杨永丽 记者 刘冰洋

连日来，一则关于邢台市环卫女工
与热心市民一起，用铁锹打碎客车挡风
玻璃营救被困乘客的事迹在邢台市广泛
传播，引发众多市民和网友点赞。

12 月 14 日，在邢台市 107 国道沙河
大桥，由于雪天路滑，一辆企业班车发生
侧翻，车内包括司机在内的 40 人命悬一
线。危难之际，正在附近工作的环卫女
工砸窗救人⋯⋯

这名环卫女工名叫张玉芳，今年 46
岁。“细想想，真没啥，谁遇到这事儿，都
会冲上去。”说起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幕，
不善言辞的她连连摆手。

“这种情况谁见了都会去帮的”

12 月 14 日，邢台市迎来今冬第一场
雪。早上6时，家住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沙
河城镇北街村的张玉芳早早起床了。看
了一下窗外，张玉芳对爱人说：“雪越下
越大了，路不好走，得早点上街清扫。”

6 时 40 分，张玉芳拿上扫帚、铁锹等
清扫工具，出了门。

天特别冷，雪一直下。7 时 40 分左
右，张玉芳正在 107 国道沙河大桥附近
清扫路面积雪。一辆客车从她身旁开了
过去，车速不是很快，轮胎与冰面摩擦，
发出“嚓嚓”的声音。

突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过来。
紧接着，客车突然一个掉头，侧翻在马路
中间。“这可不得了，车翻了，得多少人困
里面，救人要紧。”来不及多想，张玉芳抓
紧手中的铁锹，往出事地点跑。

客车侧翻，里面的哭声、喊声混成一
片。张玉芳和附近群众一起想办法积极
展开救援。先跑到事发地点的 2 个年轻
人正在用脚踹玻璃，一下、两下⋯⋯但玻
璃丝毫没反应。

“给铁锹，用铁锹砸。”张玉芳举起手
中的铁锹，开始使劲砸玻璃，几十下之
后 ，玻 璃 有 了 一 点 点 裂 纹 ，却 始 终 打
不破。

身边的一位年轻人接过铁锹，大家
齐心合力将玻璃砸碎，为 1 名司机和 39
名乘客打通了逃生路。当车上的人员都
下来后，不远处的地面上，汽油已经漏成
一片，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幸亏营救
及时，要不然一车人就危险了。”现场一
位司机说。

十几分钟后，交警赶来了，救护车赶
来了，事故中的 5 名伤员被送往医院
治疗。

救援结束后，张玉芳回到工作岗位，
继续清理冰雪。张玉芳说，只是她的工
作岗位离得近，赶来及时一点，“这种情
况谁见了都会去帮的。”

“谁家有困难，她一准儿帮忙”

近日，笔者见到了张玉芳。正巧，她
的爱人王燕军来给她送饭。王燕军向笔
者介绍，家里有六口人，两个女儿已经出
嫁，小儿子在新疆和田当兵，家里还有一
个 70 多岁的老母亲。一个多月前，爱人
才当上清洁工。

说起那次事故，王燕军说，只听她回
来嘟囔了一句，也没细想，谁想大伙儿都
知道了。

喝了一杯水，吃完了一碗面条，张玉
芳接过了话茬：“当时我就想赶快救人，
非要问为啥，因为我爱人也是一名司机，
今年七月出车祸，摔伤了右臂，要没有好
心人帮助，说不定会发生危险。心存善
念，多行善举，总是没错的。”

坐在一旁的清扫一队外环清扫班班
长吴贞云说：“玉芳不仅工作上兢兢业
业，生活中也是热心肠，谁家有困难，她
一准儿帮忙。”

邢台环卫女工张玉芳砸窗救人的事
迹流传开后，市民和网友纷纷为其点
赞。日前，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发出了向张玉芳学习的通知，号召大家
学习她见义勇为的精神。

邢台市环卫处办公室工作人员郭延
娜感慨地说：“同为环卫人，感到自豪。”

“危急之时果断伸援手，为邢台环卫
女工张玉芳及所有见义勇为的好心人点
赞！”网友善求真说。

事发一瞬间，真情暖心间。张玉芳
的爱心善举，传递了正能量，温暖了很
多人。

客车侧翻致40人被困

邢台环卫女工一把铁锹救出整车人

张玉芳在清扫街道。 杨永丽摄

本报讯（朱大勇）“我们凌晨3点半上岗，在外面
忙活三个多小时，冻得手都伸不开，现在不用回家就
能吃上免费的早餐，忒好啊！”近日，在唐山市丰润区
北关街西侧路南的爱心粥屋，61岁的环卫工人付秀
云吃着早餐高兴地说。

“我每天起得早，看到环卫工人那么早起来工
作，尤其是入冬以后天寒地冻的，实在太辛苦了，就
有了办粥屋让他们吃热乎饭的想法。”爱心粥屋创办
者朱德民说。

租门面、买桌椅、买米面⋯⋯爱心粥屋于今年
10 月 28 日正式开业。“之所以在重阳节这天开业，
就是想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朱德民
说，粥屋开办的第一天只来了几个人，很多人都不相
信粥屋不收费。“后来，看到我们真心实意地做事，他
们就相信了。除了环卫工人，附近的孤寡老人、流浪
人员也会来喝上一碗粥。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
觉得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目前，每天有 50 多名环卫工人、老人到粥屋吃
“爱心早餐”。朱德民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到店里准
备早餐，煮粥买馒头。早餐结束后，他开始准备午餐
和晚餐，并用中午、晚上的收入补贴免费早餐。

爱心粥屋运行良好，离不开爱心人士和志愿者
的支持。朱德民向笔者展示了爱心粥屋的两本账，
一本记录着每天的开支，一本记录着爱心人士捐赠
的物品。捐赠物品的账本上写满了爱心和奉献：10
月 28 日，赵瑞敏捐赠 5000 元；11 月 5 日，某某捐赠
两袋大米⋯⋯

“我们的宗旨就是传递正能量，力所能及地帮助
更多的人。”朱德民说，希望这样的粥屋越来越多，让
更多人感受温暖。

本报讯（刘晓燕、徐彪）12 月 18
日，农历十一月初一，邢台市巨鹿县鱼
营村大礼堂内热闹非凡。10 多张桌
子依次排开，村里的老人陆续赶到礼
堂，参加村里为老人们专设的“孝心老
人宴”。

宴席开始前，几个年轻人在舞台
上为老人们表演戏曲、广场舞等节
目。“唱得真好，就爱听京剧。”74 岁的
赵素江老人说，虽然年轻人的表演，看
上去不是很专业，但大家已经感受到
后辈们的那份孝心。

老人们在这边兴致勃勃地看节
目，那边几张桌子旁，30 多名年轻人
正在为包饺子忙活着：剁馅儿、调馅
儿、擀皮儿，没多长时间，20 多个盘子
上整整齐齐摆满了饺子。

“赶紧烧开水，准备煮饺子。”村主
任王中良是现场“总指挥”，他一会儿
在礼堂门口给刚到的老人们掀门帘，
一会儿看看包饺子的进度。

“今年重阳节，我请村里 65 岁以
上的老人们吃了一顿饺子，这件事受
到全村父老乡亲的一致好评。”王中良
介绍，和村里红白事理事会商议，他们
决定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办两次“孝心
老人宴”。所需的肉、鸡蛋、油和面，都
由本村或在外地经商的爱心人士捐
赠，统一由红白事理事会管理。

“吃山珍海味也没在这里高兴
啊！”中午时分，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
桌，老人们吃着、笑着，其乐融融。

本报讯（范小苏）“很感谢爱心协会的好心人，如
果没有他们的帮助，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近日，献
县段村乡尧上村村民杜波的儿子身患重病，家境贫
困的他一筹莫展。献县段村乡爱心协会了解情况
后，先是在协会内部发动捐款，然后又在网上募捐，
解决了杜波的燃眉之急。

段村乡爱心协会是由尧上村几位在北京经商的
爱心人士倡议成立的，救助对象是贫困孤寡老人、留
守儿童和特困家庭。后来，爱心协会得到了很多人
的响应，不少爱心人士纷纷加入。2016 年 2 月，他
们在当地民政部门进行了注册，取名献县段村乡爱
心协会。

据了解，爱心协会正式成立一年多来，已经累
计救助 100 余名贫困学生，10 余个贫困家庭，捐献
爱心款物达 10 万多元。协会成员由最初的 50 余
人，发展到现在的 200 余人。“我们目前正筹集善
款，准备在尧上村盖一所有 200 多张床位的老年公
寓，让尧上村及周围村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谈到未来计划，爱心协会会长崔凤欣说。

54岁保定大叔徒手

破冰救人获网友点赞

本报讯（张静雯）今年 63 岁的孟
凡果44年坚持不辍，照顾两位非亲非
故的孤寡老人。她的事迹感动了很多
人，她也因此被评为石家庄市第四届
道德模范。

1973 年，赵县南李家疃二村的五
保户孟狗蛋赶大车时被轧断了腿。他
无儿无女，没人照顾。

“征得父亲同意后，我拿着 50 元
钱，和同村的一位好心人赶着马车将
老人送进了石家庄市的一家医院。”孟
凡果说，住院没几天，钱就花光了，她
只好四处借钱救人。经过几个月的治
疗，孟狗蛋勉强可以走路了，孟凡果却
欠下了 2000 多元的债务。为了能更
好地照料孟狗蛋，出院后，孟凡果把他
接到了自己家中。

1985 年，村委会安排孟狗蛋去村
小学看门，孟狗蛋才搬出了孟凡果
家。但孟凡果每周都会帮老人做饭洗
衣服。2003 年，孟狗蛋患脑血栓，生
活不能自理，孟凡果主动把老人接回
家细心照料，直到2008年老人病故。

2011 年，流浪多年的孟福增回到
了村里，孟凡果知道后，又将这位老人
接到了家中。

在孟凡果的影响下，三个女儿都抢
着照顾家中的老人。“二女儿和小女儿住
得近，平日里给福增大哥洗衣、做饭，她
们姐妹俩都抢着干。”孟凡果欣慰地说。

近日，一场主
题 为“ 珍 爱 婚 姻
孝行燕赵”的汉服
婚典在石家庄市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 50 对夫妻着汉
服体验了周制汉式
婚典礼仪。

图为汉服婚典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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