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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贤思齐学楷模 崇德向善做好人
——探访衡水好人馆

廊坊

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助力创城

承德县榆树底村农民刘宗林义务守护长城42年

“看护长城就像照顾老娘，放不下了”

张家口

多举措清除社区非法小广告

邢台

志愿服务点亮城市文明

衡水爱心小分队联合驻村
工作队开展扶贫公益活动

□记者 尉迟国利

9 月 8 日一大早，刘宗林拿出自做
的背篼，装上干粮，提着斧头出家门
向村外的山上走去，村外的山连绵起
伏，远远就可以看见山顶上雄伟的长
城烽火楼。

听到动静，一白一黄，两条狗也
争着跟出家门，一路响起铃铛声。

承德县东小白旗乡榆树底村农民
刘宗林，义务守护这段9公里的明代长
城已42年。

山上杂草丛生，崎岖难行。刘宗
林不时拿斧头砍掉路上的树枝，“现在
没人砍柴了，植被越来越好，不把这
些树枝砍掉，明年就找不到路了。”

别看老人今年已经 73 岁，走起山
路来一点也不费劲儿，“走习惯了，就
不觉得累了。”

从 1976 年开始，刘宗林已记不清
在这条山路上走了多少个来回。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976 年，国家要求保护好长城，
长城沿线要有文物保护员。当时村党
支部书记找到了时任民兵连长的刘宗
林，郑重地向他交代了这项任务。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刘宗林语气无比坚定。

为了这句承诺，刘宗林始终没有
停下守护长城的脚步。他一有时间就
上山，一走就是小一天，家里的农活
难免受影响，为此，老伴儿张凤兰没
少埋怨他。

刘宗林总是闷着不吱声，“家里有
老娘，还要拉扯四个孩子，媳妇没少
遭罪，有事我尽量让着她。”

可张凤兰一说到不让他上长城，
刘宗林就斩钉截铁：“那可不行。”

时间久了，见拗不过他，张凤兰
也就不阻止了。

刘宗林的骨子里早已种下了“长
城情结”。他说，他是听着村里四叔讲
长城故事长大的，可歌可泣的长城抗
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
部分⋯⋯

“长城是中国的名片，连外国人都

羡慕咱有这样的历史遗迹。组织把这
么重的任务交给我，我无论如何也要
干好。”

C045——这是承德市文物局发给
刘宗林的文物保护员证件上的编号。
这个证件，刘宗林像宝贝一样，一直
锁在抽屉里。

经过一个多小时攀爬，终于登上
了 5 号烽火楼。“最美还是春天，满山
的杏花一开，那叫好看！”刘宗林说，
每次登上长城，他都很兴奋，“一上长
城，所有的烦心事都没有了。”

“你们是哪里人？”见到爬长城的
人们，他总会热情打招呼，向他们介
绍长城的历史和故事，也不忘向他们
宣传防火知识。

随 着 近 邻 北 京 市 花 园 村 旅 游 业
的发展，来穿越野长城的人越来越
多。防火便成了一个棘手问题，“要
是大火烧到北京境内，那可不是个
小事儿”。

春季也就成了他最忙的时候，“开
春正是防火期，巡逻的次数比较多，
至少一个星期上次山。”

今 年 春 天 ， 刘 宗 林 特 意 跑 到 乡
里，向乡政府要了宣传防火用的3面大
旗和4块条幅，用铁丝绑在树枝上，时
刻提醒人们。

“看护长城就像照顾老娘，
放不下了”

来的人多了，留在山上的矿泉水
瓶、易拉罐也多了起来。刘宗林边走
边捡，不久背篼里就鼓了起来。

长年的风吹日晒让长城上一些青
砖脱落，一些游客会拿着青砖玩耍，
如果不及时把砖重新放回长城上，就
有可能随着雨水的冲刷慢慢被淹没在
山林里。

为了保护青砖、条石不被破坏，
刘宗林没少得罪人。在担任文物保护
员之前，常有附近村民拆烽火楼的条
石、青砖盖房子，或是垒猪圈，他知
道后坚决制止，为此没少挨骂。

“长城又不是你家的”，有人指着
鼻子骂他“多管闲事”。但刘宗林却不
为所动，“闲事”依旧要管。后来，他
在村里开会，逮着机会就给村民做工
作、讲道理，“说得多了，大伙儿意识
强了，就没人再来偷砖了。”

东小白旗乡组宣部部长王猛说，
有了刘宗林的坚守，如今长城脚下的
村民也都逐渐变成了长城保护者。

巡护长城不仅累，还有危险。
各建筑间山势绝险，大多没有筑

墙，只有略为平缓之处以石墙补砌，
所以行走起来十分艰难，当地百姓称
这段长城为“没有城墙的长城”。由于
进入烽火楼没有台阶，刘宗林每次都
要爬上爬下，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
倒，发生意外。

15 年前 5 月份的一个下午，天空
下起了雨，刘宗林赶紧躲到烽火楼里
避雨。“上山容易下山难”，特别是在
雨后，路面更加湿滑。尽管刘宗林倍
加小心，还是摔了一个跟头。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勉强挣扎着
爬起来，只觉得胸口钻心般地疼痛。

多年后，刘宗林到医院检查，医

生一眼便看出他肋骨骨折的痕迹。这
么多年来，刘宗林一直没和人提起过
这件事，甚至连老伴儿都不知道。

爬过一道梁，刘宗林坐在树荫下
休息。两条狗静静地趴在他的身边。
他给白色和黄色的狗分别取名小白、
小黄。

山上经常有蛇出没，狗不仅能预
警，还成了他的伴儿。

“小白跟我上山也有十多个年头
了，都成老白了。”刘宗林望着小白，
满眼慈爱。

今年5月份，刘宗林感觉腰疼，老
伴儿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劝他歇
歇。可刘宗林总是说，“上山就当锻炼
身体了，总比你看着我吃药片好吧。”

“还要干到什么时候？”记者问他。
“40多年已成习惯，看护长城就像

照顾老娘，放不下了。”刘宗林说。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杨 永 丽
记者刘冰洋）“麻烦您后退稍
等。”“请您走斑马线！”9月17日
上午7时许，在邢台市中北岗路
口，8名头戴小红帽的志愿者正
在维持秩序，提醒行人注意安
全。今年 3 月以来，邢台市文明
办联合市公安交警支队，在全市
开展文明交通志愿劝导服务活
动。每天早、晚高峰期，来自市直
及驻市各文明单位、社会公益组
织的志愿者在市区天一岗、一招
岗等 26 个主要交通岗，进行文
明交通志愿劝导服务。

为深化创城活动，邢台市
积极行动，全面提升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水平，提高市民文明
素养，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为该市文明城市创建注入了一
抹亮丽的青春色彩。

邢台市文明办和团市委组
织开展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志愿者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来自全市多个部门、企业及志愿

服务队的 8000 余名志愿者，围
绕消防安全、医疗义诊、政策咨
询、法律服务、安全出行等，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邢台市总工会结合自身特
点，积极开展职工志愿公益“三
送”“三进”（送文明、送文化、送
电影，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
活动。邢台市城管执法局在市
区主要广场、公园设立了 13 个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配备了
雨伞、打气筒、针线盒、药箱、轮
椅、水等便民物品。

“小小服务站，发挥大作
用。”邢台市文明办主任薄国纯
说，目前全市范围内的社区、景
区景点、窗口单位等地打造了
400 个有平台、有组织、有人
员、有制度、有服务、有记录、有
培训的“七有”志愿服务站。接
下来，邢台将进一步扩大爱心
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形成特色
的公益服务模式，让奉献爱心
成为一种常态。

□记者 刘冰洋

“我叫宋瑞平，因为工作，我还
有个外号叫‘破烂王’。从事收废品
工作30多年来，我从不缺斤短两，靠
诚信和良心将经营之路越走越宽。”9
月11日，在位于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
道滏阳社区的衡水好人馆内，“中国
好人”宋瑞平正在为衡水学院公共管
理学院的学生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衡
水好人馆，像这样由“身边好人”主
导的交流活动每个月都有几场。

今年 8 月 1 日正式落成开馆的衡
水好人馆，由衡水好人网主办、衡水
好人志愿者协会协办。见贤思齐学楷
模，崇德向善做好人。一个多月来，
这里吸引了 500 余名群众入馆参观，
受到群众一致好评，成为凝聚好人力
量、引领道德风尚的新阵地。

留住好人精神

衡水好人多。10余年来，衡水市
涌现出众多孝老敬亲、助人为乐、诚
实守信、见义勇为等感人至深的道德
典型，其中，市级道德模范 170 余
人，省级及以上道德模范 12 人，“好
人群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06年，衡水市枣强县南臣赞村
村民林秀贞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从
那时起，衡水在全省、全国的“道德
影响力”开始显现，陆续产生了全国
道德模范王文忠、获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的吴殿华，以及“上校村官”王
晓勋、“新时代的时传祥”许久志、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范党育、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李双星等一大批先进典
型。这些先进人物的事迹，激发着群
众心中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精神动
力，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集聚了正能量。

如何留住好人精神，让更多好人
走近市民？

“借鉴省外先进经验，我萌生了
建好人馆的想法。”衡水好人网公益
网站创始人史振平说，用实体展览馆
的方式，能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好人
事迹。

今年 6 月份，在衡水市文明办的
指导下，衡水好人馆开始筹建。建馆
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场地，桃城区河
西街道了解情况后，主动腾出两间办
公用房。

衡水好人馆筹建过程中也得到了
不少爱心人士和企业的支持。“大家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过两个多月

的准备，衡水好人馆正式开馆。”史
振平说，开馆当日，还请来全国道德
模范林秀贞与参观者现场交流。

感悟好人故事

衡水市桃城区滏阳社区，环境静
谧。一进社区门便看到两间平房，阳
光下，印有“衡水好人馆”的金色匾
额格外醒目。走进馆内，不大的场地
却内容丰富完备。

“馆内分设全国道德模范、河北
省道德模范、衡水市道德楷模和好人
365 四部分，涵盖了助人为乐、见义
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
亲五大类。”史振平介绍，通过图
文、影音、网上交流等形式，生动展
现当代雷锋、身边好人、时代楷模、
道德模范、最美人物、河北好人和中
国好人的先进事迹。

“这些好人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
人，他们的事迹可敬可学。”在衡水好
人馆，来自衡水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的
大二学生崔琳琳被身边好人的故事深
深打动，她表示，自己会积极献爱心、
做公益，用实际行动向好人学习。

道德建设要从小抓起。9 月初，
开学季。不少社区和学校纷纷组织小
学生参观衡水好人馆，通过现场交流
互动为好人精神、好人文化点赞。

“同学们，看，这是‘新二十四
孝’。”衡水市桃城区新苑小学的学生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衡水好人馆，
感受向善向上的好人精神和好人魅
力，迎接正能量的开学第一课。

“看到这些好人的事迹，我收获
很大，今后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多陪
父母，好好学习。”同学们纷纷表
示，要用实际行动学好人，做好事。

据介绍，为了让群众更直观感受
好人事迹，衡水好人馆将定期举办道
德模范交流会，邀请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与参观者互动交流，通过面对面
的对话，激发道德力量，让每位参观
者真正受到心灵洗礼。

9 月 15 日，好人馆还迎来了首批
4 人的义务讲解员，这 4 名讲解员来
自衡水学院，他们通过专业培训，为
参观人员义务讲解馆内展示的道德模

范事迹，传递社会正能量。
“衡水好人馆展出的是故事，是

人生，是大爱，是感动。除了对好人
的事迹做到烂熟于心，还需要理解道
德模范心中的大爱，并且把它表达出
来。”讲解员石雨杭说，希望能从身
边好人身上汲取正能量，把更多温暖
传递出去。

传递好人力量

“有了好人馆这个阵地，我们把
身边好人‘请进来’的同时，也要让
他们‘走出去’。”史振平说，以好人
馆为依托，在身边好人的带动下，志
愿者们用实际行动带动更多人参与公
益活动。

前些天，史振平接到了一通求助
电话，求助人是桃城区侯刘马村村民
侯苏会。

“当时，他家有六亩多桃园，刚
好碰上冰雹，桃园产量锐减，又没人
收购，只能自己开车拉着卖。”史振
平说，可侯苏会的老伴患有脑血栓后
遗症，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顾，眼
看着他家的桃子就要烂掉卖不出去。

史振平获知消息后，立即组织义
卖活动。不到一天的时间，两千公斤
蜜桃就售卖一空。“没想到一下卖出
这么多。衡水好心人真多，感谢好人
帮忙！”侯苏会看着空空的箩筐，激
动不已。

组织义卖、为社区老人免费理
发、走访慰问社区孤寡老人、为贫困
山村老人义诊⋯⋯由“身边好人”带
队，志愿者们进社区、进学校，用实
际行动影响更多人，带动更多人加入
好人队伍。

“前些日子，好人馆开馆的时候
我就来过，很受感动，今天特地找
您，想申请加入衡水好人志愿者协
会，希望奉献自己的一点爱心。”9月
11日，滏阳社区附近的爱心商户李占
勇来到好人馆，紧紧握着史振平的手
说，“那天看完展览后，我总觉得要
做点什么。”

像李占勇一样，衡水好人馆开馆
后，已经有10余人新加入衡水好人志
愿者协会。

本报讯（孔颖）9 月 14 日，
武邑县清凉店镇李贤兰村的广
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由衡
水市委研究室驻李贤兰村扶贫
工作队与衡水爱心小分队举办
的“庆中秋 迎国庆 度重阳”
大型公益活动在这里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题是
“助力扶贫脱贫 送温暖献爱
心”，活动改变了只有演出或只
有义诊的单一方式，打出了组

合拳，内容既有文艺义演、图书
捐赠、走访慰问，又包括义诊咨
询、百老饺子宴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内容让村民们赞不绝口。

活动中，扶贫小分队和参加
活动的单位、企业负责人走访慰
问了全村12户贫困户，送去了温
暖与爱心。随后，为村里70岁以
上老人精心准备了饺子宴，近百
名老人欢聚在一起，边看演出、
边吃饺子，享受着幸福时刻。

本报讯（肖晨光、陈可、郭
伟）9 月 17 日上午，廊坊市交通
运输局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处举
行 2018 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
公交出行宣传周启动仪式，来
自该市公交处和公交集团近百
名干部职工代表参加活动。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积
极推广公交优先、绿色出行的
理念，推动廊坊市公交行业精
神文明建设，助力文明城市创
建。活动以“绿色出行、从身边

做起”为主题，集中开展公交出
行宣传周和“最美公交司机”评
选活动，广泛开展“礼让斑马
线”“文明志愿服务活动”“绿色
出行进社区”“绿色文明出行活
动”“世界无车日”倡议及驾驶
员技能比武等活动。通过文明
交通宣传，提高公众绿色出行
参与度，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公
交、支持公交的良好氛围，使低
碳生活、绿色出行健康理念深
入人心。

本报讯（段晓芳）一直以来，
提起小广告，许多人头疼不已。
文明城市创建以来，笔者走访发
现，张家口市许多街道社区找到
了好办法，不但清除了“小广
告”，更让环境有了大改变。

“先是墙壁都粉刷了，后来
换了防盗门，垃圾也清理得干
干净净。”今年 6 月份以来，家
住惠安苑社区的郭女士发现，
楼道里变化越来越大，看着雪
白的墙壁，她的心里又欣喜又
担心，“欣喜的是墙上终于没有
小广告了，担心的是不知道哪
天小广告又冒出来。”

但过了一个多月时间，小
广告再也没有出现。它们去哪
儿了？许多社区居民有同样的
疑问。

走访中，笔者发现，针对小
广告问题，许多社区一改往日思
路，把重点放在了整个楼道环境
提升和创意改造上，许多“好点

子”让小广告问题再无复发。
泰和家园小区楼道电表箱

上的小广告常年存在，清理难
度较大。针对这种情况，鱼儿山
社区设计、制作了公益广告，将
楼道内电表箱全部覆盖，并留
出缝隙使其能够正常使用，张
贴的公益广告将原本的小广告
盖了起来，既美化了楼道，又起
到了宣传作用。

天泰寺街道办事处在发动
帮扶单位志愿者、居民志愿者、
党员志愿者定期清理小广告的
同时，加大巡查力度，动员广大
居民参与监督，发现小广告及
时上报街道创城办公室，由街
道统一报给相关执法部门，对
非法小广告的电话号码做停机
处理。此外，还开设微信公众
号，将居民日常生活必需的保
洁、修锁开锁等服务的联系方
式收集到公众号里，方便居民
查看、拨打。

□苑延涛 张卫东

近日，由我省“最美医生”、
大名县西未庄乡双未城村村医
翟大龙带头，近 20 名热心村医
组成的“好村医爱心团队”在双
未城村，给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孤寡老人进行免费健康义诊。
消息一传出，附近 20 多个村的
村民纷纷赶来。

量血压、做心电图、检测视
力⋯⋯闻讯前来接受检查的村民
早早排起了长队，医生们忙着为
他们做检查。“俺患有脑血栓，行
走不便，去县里检查对俺来说真
是太难了，这不，听说村医爱心团
队来俺们这进行义诊，只要拿着

身份证或户口簿就能检查身体，
还能免费拿到药，这可真是件大
好事。”双未城村村民董大爷说。

“这次义诊主要是针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村里的孤寡老
人，为他们做健康监测和疾病
预防。”翟大龙介绍，通过近期
走访，发现心脑血管疾病、高血
压、糖尿病等一系列慢性病已
成为群众常见病，针对这种情
况，他们进行了专项预防和保
健健康知识宣讲，并赠予群众
相应药品。

据了解，这次义诊范围包
括了周边20余个村庄的685户
建档立卡户，共发放价值约 2.8
万余元的药品。

关注诚信建设

由于进入
烽火楼没有台
阶，刘宗林每
次都要爬上爬
下，一不小心，
就 有 可 能 滑
倒，发生意外。

记者
尉迟国利摄

9月11日，在衡水好人馆，史振平在为学生讲解好人事迹。 记者 刘冰洋摄

村里来了“好村医爱心团队”
——在大名县双未城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