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冰洋 薛惠娟

一束鲜花送雷锋，千万爱心暖省城。
三月伊始，像往年一样，一支由“送花

使者”组成的队伍流动在石家庄街头。他们
将鲜花送给环卫工人：“谢谢您的辛苦付
出，这个城市因您的存在更干净整洁”；他
们将鲜花送给警察：“感谢有您，您让我们
生活的城市更安全”⋯⋯

“鲜花送雷锋”大型公益活动，从 2014
年起，石家庄市已连续举办 5 年。每年的学
雷锋纪念日前后，该市志愿者便有组织地
向社会各界的“身边雷锋”送去鲜花，表达
感谢和敬意，为城市增添了温度。

“雷锋”就在身边，雷锋精神从没有过
时。5 年来，全市所有县（市、区）均已开展
此项活动，累计向近 5 万名“身边雷锋”送
去鲜花，掀起了“学雷锋、做雷锋、敬雷锋”
的热潮。

一掬鲜花

感谢“身边雷锋”

3 月 5 日，第 56 个学雷锋志愿服务日。
石家庄市人民广场上流淌着阵阵暖流。

由中国文明网主办，石家庄市等国内
10 个城市联办的“鲜花送雷锋 真心献祖
国——我是新时代雷锋传人”集中送花仪
式举行。送花志愿者和送花车队从广场出
发，分赴全城大街小巷、机关企业、社区楼
院，向“身边雷锋”送鲜花。

“有了您，这些孤寡老人们不再孤单，
这束鲜花送给您。”日前，送花志愿者将鲜
花送到石家庄小伙儿郭朋勃手中，向他多
年来的善行表示感谢。

郭朋勃热心公益事业，近年来在石家
庄、沧州、保定等地创办了 7 家爱心食堂，
为 216 位孤寡老人、12 个孤儿、7 名残疾人
提供一日三餐。

谁是“身边雷锋”？怎么找到“身边雷锋”？
从 2 月 12 日起，通过新闻媒体、网站、

微博微信、电话等方式，石家庄向全社会广
泛征集“身边雷锋”和送花志愿者，通过精
心制作《永远的雷锋》宣传片、“鲜花送雷
锋”活动H5、雷锋系列表情包等，在新媒体
平台上进行展示，引导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据介绍，全市共征集“身边雷锋”1 万余人，
送花志愿者2万余名，送花车2000余辆。

在广大市民推荐的“身边雷锋”中，不
仅有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美
志愿者刘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刘艳红、中国好人樊江华、全省医德先进个
人王强，还有河北十大网络人物、优秀志愿
者李东顺、城市美容师杨翠绵、好交警王志

强、扶贫济困的优秀志愿者陈江涛、爱心妈
妈信宝颖⋯⋯

“他们身上无不彰显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闪耀着新时期的雷锋精神，为我们
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郭纯阳说，一束鲜花可以让好人
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一束鲜花也可以让善
心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一群好人

温暖一个城市

送去鲜花，传递爱心，弘扬雷锋精神。
3 月 8 日 11 时许，“一家人”志愿者协

会会长温德军等十几名志愿者正在给最后
一批“身边雷锋”送鲜花，行至省会新百广
场附近时，突然看到一名 70 岁左右的老太
太摔倒在公交站台处的马路牙子上。志愿
者们立即上前帮忙，直到老人站起来发现
无碍后，又将她和老伴送回了家。

鲜花在途中，爱心正传递。温德军表
示，“作为送花志愿者参加这次活动，本身
就是为传递爱心，况且这件事情只是举手
之劳，我们会继续用实际行动向社会传递
雷锋精神。”

如今，“鲜花送雷锋”已经成为石家庄
的一道亮丽风景，一束鲜花表达的是对雷
锋精神的礼赞和传承。石家庄市文明办有
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开展 5 年来，群众的关
注度、参与度越来越高，也激励着越来越多

的人“学雷锋、做雷锋”。
新华区陈村村民谷焕珍知恩图报、诚

信做人，2016年7月，将多年前乡亲们为他
爱人捐的 9 万多元“救命钱”全部“还清”；
平山县“80 后”康静在父亲全身上下 99%
的皮肤严重烫伤、命悬一线的紧急关头，

“割皮救父”，演绎出令人动容的亲情大爱；
正定县居民高瑞奎 43 年如一日从事人民
调解工作，先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近万起，
调解率为 100%，调解成功率达 98.6%，被
群众亲切地称为“帮大哥”⋯⋯

沐浴在“学雷锋”的春风中，近年来，石
家庄市涌现出一大批身边好人，共评选出

“石家庄市文明公民标兵”2800 余名，市级
道德模范 70 人（含团体），河北好人 110 余
名，中国好人67名。

一种精神

传承历久弥新

50 多年来，雷锋精神一直鼓舞着一代
又一代人成长。今天，如何传承雷锋精神，
让雷锋精神历久弥新？

“身在市井，未曾放下心中豪情。曾经
军旅，岂容凶残闹市横行。于人群中挺立，
喝断暴徒的路！聚拢起民间的正气！侠隐于
市，见义而勇！勇不在于强悍，而在于无所
畏惧！”感动中国 2018 年度人物颁奖组委
会给了吕保民这样的颁奖词。

“保民是我的名字，就是要保护人民群

众的平安。”吕保民说，“身边的人常说我爱
管闲事儿，我觉得社会要和谐，一定缺少不
了爱管闲事儿的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会永远当好人、做好事。”吕保民表
示，以后遇到这种事，还会挺身而出。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雷锋’。”同为退
役军人，送花志愿者、“道德 90 后”发起人
王月洋激动地把鲜花送到吕保民手中，“我
会向他学习，做好事、献爱心，遇到他人有
难挺身而出。”

领奖归来，吕保民依然是在市场上批
发鸡蛋的小商贩。

凡人善举是对雷锋精神的最好解读：曾
峰，拿出 15 万元积蓄，定制 120 辆煎饼车，
全部送给省会的贫困下岗职工，并免费传授
他们制作煎饼的技术；严爱国，带领爱心救
援车队，哪里有需要救援的车辆，哪里就有
他们的身影，累计救援近7万次；朱清，一名
普通的银行客服经理，认真对待每名客户，
帮助解决问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做好每
一件小事，就是对雷锋精神的传承。”省
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樊雅
丽表示，雷锋精神就在身边，人人可学，
处处可为。在“鲜花送雷锋”活动中，很多

“身边雷锋”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先进事
迹，他们用点滴小事践行着雷锋精神。只
要我们都能像他们那样，你我他就都是

“新时代的雷锋”。

3月5日，石家庄
市“鲜花送雷锋 真
心献祖国——我是新
时代雷锋传人”集中
送花仪式在石家庄市
人民广场举行。送花
志愿者深入城市的大
街 小 巷 ，向“身 边 雷
锋”送去鲜花，表达感
谢和敬意。

记者 史晟全摄

自2014年起，石家庄市连续5年举办“鲜花送雷锋”大型公益活动，累计

向近5万名“身边雷锋”送去鲜花——

用鲜花向“新时代雷锋”致敬

滦州市农民企业家武铁友

“乡亲们真正富起来，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河间北石槽乡

红 白 理 事 会
刹住铺张浪费风

□记者 刘冰洋

今年春节，武铁友连续第 6 年为家
乡父老送年货，他拿出 32 万元，为滦州
市九百户镇、雷庄镇、王店子镇 800 余
户 69 岁以上老人和困难群众送去米、
面、油及慰问金。

不仅送年货，武铁友还为乡亲们做
了很多实事。打水井、装路灯、办产业
园⋯⋯在他的带领下，乡亲们致富的信
心越来越足。日前，工作间隙，武铁友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为乡
亲们送年货的想法的？

武铁友：这要从我的成长经历说起。
小时候，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加上自
身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我创业时付出了更
多艰辛。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我更加懂得
老百姓过日子很不容易，孤寡老人的寂
寞，上不起学的孩子的无奈⋯⋯

2001 年，当时正处于事业打拼期，
我拿出 23 万元为九百户村每家每户安装
了闭路电视。2002 年春夏之交，九百户

村仅有的两眼井因老化严重，群众吃水
困难，我筹资 50 万元为村里新打了一眼
深 水 井 ， 解 决 了 乡 亲 们 饮 水 难 问 题 。
2006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第一年启动
收缴，群众存在思想顾虑，参合积极性
不高，为协助村两委顺利打开工作局
面，我捐款 5 万元，为全村群众免费入
了合作医疗，随后又出资 8 万多元为群
众缴费。2009 年，我捐资 300 万元为九
百户村硬化街道 10 万平方米，帮村里安
装路灯 110 盏，在道路两旁绿化植树近
千株。2016 年初，我拿出 21 万元，购
置了一台 90 马力的大型农机具，免费供
群众耕种使用⋯⋯

做这些事情，不为名，不图利，只
因我对故乡的一片深情。我是农民的儿
子，也是土里刨食的农民，虽然生意越
做越好，但骨子里依然无法割舍对家乡
的情感。

记者：听说您为了带领更多的父老
乡亲致富，2015 年又投资兴建了唐山鸡
冠山生态农业产业园。

武铁友：对，当时我十分清楚，投

资产业园将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也
是一个惠及家乡和父老乡亲的机会。因
此，从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起，我打算将
其作为奋斗一生的事业。

如今，唐山鸡冠山生态农业产业园
内的公路已通到了每座山上，荒山上开
辟出了梯田，梯田里种上了各种果树。
山脚下，一排排温室大棚整齐划一，一
年四季都有工人穿梭忙碌。目前，园区
内在建大棚 8 个，已经建设好并投入使
用的 10 个。园区已形成了“坡上栽树、
林下养殖、地上种菜”的立体式生态农
业发展模式，周边大量零碎荒地、坡地
等“望天收”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生
态园的建设为周边百姓提供了数百个就
业岗位，引领了大批群众共同走上小康
路。

记者：创业路上总是充满艰辛。在
建设鸡冠山生态农业产业园的过程中，
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武铁友：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提一
个人——李保国教授。2016 年 3 月开发
荒山之初，我苦于没有技术支持，不知

从何下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经人介
绍我认识了李保国教授。

当时李教授从外地赶过来，下午 4
点多来到了园区。到园区后，他不顾旅
途劳累，直奔园区展开调研，边看边讲
治山技术，帮我确定了“生态休闲采
摘”的产业定位，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有了李教授的建议，我对园区发展充
满了信心。但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时
候李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悲痛过后，想
起与李教授相处的点点滴滴，我更加坚定
了把鸡冠山建设好的信念。

去年，李教授的爱人郭素萍老师来
到鸡冠山，为今年刚刚栽植的樱桃、苹
果、桃、枣等 11 个树种两万余棵树苗指
导栽培技术。和李保国教授一样，郭老
师为促进鸡冠山生态农业产业园的良好
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栽果树的时候，
郭老师就在山上与工人同吃同住几个日
夜，每天爬山过坡指导栽树。

记者：今后，对于建好用好鸡冠山
生态产业园，您是怎么规划的？

武铁友：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发展
是最深的告慰。我始终认为现代农业大
有搞头。事实也是如此。三年多来，鸡
冠山生态产业园发展迅猛，先后被列为
唐山市山区综合开发重点项目、唐山市
首批“十佳”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点、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河北省林果重点合作经济组织、河北省
2017 年综合开发创新园区试点项目、河
北省农业综合开发创新园区试点项目、
河北省林果重点合作组织、北京市林业
果树科学研究院专家工作站、省级观光
采摘园等诸多称号。

一人富不算富，只有老百姓们都富
了才是真的富。乡亲们真正富起来，就
是我最大的心愿。下一步，我将以“企
业领办、农户加盟”专业合作社模式进
行运作园区建设，按照统一技术、统一
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分户经营
的“四统一分”的形式进行管理，带领
附近村庄的百姓一起致富。

本报讯（时利英）“在理事会的监督下，这次我的婚
礼简办了，整个算下来比以前节省了2万多元。”日前，
河间北石槽乡邢庄村小伙魏志超刚刚办完婚礼，谈到
节俭办婚礼，他直言改变要归功于村红白理事会的强
力监督。

早在魏志超筹备婚礼时，村红白理事会的成员便
提前上门跟他讲要按照红白理事会的规章制度办事，
节俭办婚礼。起初，魏志超不同意简办，怕被人笑话寒
酸。但理事会成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厌其烦地为
其讲解节俭办婚礼的好处。最后，魏志超放弃了请司
仪、乐队、车队的想法，用8辆自家车作为婚车，结婚仪
式也由村红白理事会成员主持，宴席上的主角则是大
锅菜和馒头。

近年来，北石槽乡积极培树婚丧嫁娶新风，全乡
15个村全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各村按照乡镇制定的
红白事办理标准，根据实际制定了本村具体标准，并以

“移风易俗倡议书”“红白事村规民约”等形式进行广泛
宣传。

“烟控制在每盒 10 元以下，酒控制在每瓶 30 元
以下，接亲车队不超过6辆，这样一来，大大节省了
费用，大伙都支持。”北石槽乡北石槽村党支部书记
崔新年说。

不只是喜事，白事改革也取得了新成效。“经过
整治，今年办丧事的主家都没有邀请乐队，白酒、
烟、伙食费、棺木等也一律从简，平均每场白事能节
省 1 万多元。事后，红白理事会还对产生的垃圾、废
物进行全面清理，减少了对村内环境的污染和破
坏。”北石槽乡党委书记孙文海表示，平时，各村也
经常通过大喇叭、宣传页等方式宣传红白事简办，
引导村民自觉树立厚养薄葬的观念。

本报讯 （周聪） 3 月 7 日凌晨 3 时 45 分，57 岁
的朱清忠因病不幸离世。遵照他的生前遗愿，他的
眼角膜将捐献给他人延续光明，遗体被用于医学
研究。

朱清忠是邱县人，从事教育工作 30 多年。早在
十多年前，他就有了百年后捐赠器官的想法，也得到
了妻子袁秀莲的支持。更让他高兴的是，两个儿子也
都对父亲的想法表示理解。

2015 年，朱清忠被诊断患有癌症。虽经过积极
治疗，但从去年开始，他的病情开始加重，语言表达
有了很大障碍。今年2月，朱清忠的儿子联系了邯郸
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表达了父亲捐献器官的
心愿。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朱清忠袁秀莲
夫妇一起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袁秀莲介绍，丈夫曾在查阅资料时了解到我国的
器官捐献缺口很大。他决定在生命终结时，把有用的
器官捐献出去，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让生命以另一
种形式延续下去，这非常有意义。在朱清忠的大儿子
朱晓石眼里，父亲是一个乐善好施、积极向上的人。

“现在爸爸虽然不在了，但死亡不是结束，别人会带
着他的眼睛去看更多的风景。”

近年来，来邯郸市红十字会申请器官捐献的志愿
者越来越多，目前全市已实现了 17 例遗体捐献、3
例器官捐献、53 例角膜捐献。该市红十字会人体器
官捐献办公室主任张静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了解器
官捐献知识，积极加入到器官捐献者的队伍中，奉献
自己的爱心，传递社会正能量。

本报讯 （记者张淑会） 3月11日上午，经过5个
多小时的采集，90 后现役军官霍序飞在河北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成功捐献了310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液。据
悉，这是我省第389例成功捐髓的志愿者，也是我省
首位成功捐髓的现役军人。

霍序飞生于 1992 年，2013 年上大二时，当地红
十字会来到他所在的大学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
动，霍序飞了解到只要留一个血样，以后就有可能救
助白血病患者。“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填写了资料，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霍序飞回忆。

2018 年 10 月，霍序飞突然接到父亲从山东老家
打来的电话。“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通知，我与一名血
液病患者的血样配型成功，并询问我是否同意为对方
捐献造血干细胞。”霍序飞说，当时既吃惊又意外，
本来已经都把留取血样的事忘了，没想到竟有人与他
配型成功了。

虽然配型成功了，但捐献造血干细胞是怎么回
事，霍序飞并不了解，便立即上网查阅相关资料。“捐
髓原来就是从健康人的静脉血液里分离提取外周血造
血干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而且现在技术已很成
熟，并不影响身体健康。”霍序飞说，救人的事是大
事，“既然我当初承诺了，就一定要兑现。”

“当年留血样填写个人资料时，我留了自己的手
机号，也留了父亲的联系方式。”霍序飞说，毕业后几
年来换过好几个手机号，“多亏父亲的联系方式没有
变，要不就错过了这个机会。”

霍序飞的决定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母亲却担心
捐髓影响身体健康。于是，他便和父亲一起给母亲科
普捐髓相关知识、做思想工作。最后，在父母的配合
下，他顺利通过了高分辨检测和健康体检。

为把最好的“生命种子”捐给患者，霍序飞从决
定捐献的那一刻起，便遵照医生嘱咐注意饮食，并加
强锻炼，以便把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调到最佳。“当初
的决定并非一时热血冲动，今日的应允也是兑现当年
的承诺。几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是我与你莫大的缘
分，祝福远方的你早日康复。”霍序飞在捐献感言中
这样写道。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能够给患者带来生的希
望，霍序飞觉得自己的人生也更有意义，“希望有更
多爱心人士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中来，
救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

对话河北好人

邱 县 朱 清 忠
捐献角膜和遗体

90后军官霍序飞
成 功 捐 髓 救 人

系我省首位成功捐髓的现役军人志愿者

好人名片：武铁友，
唐山友顺混凝土有限公
司董事长。多年来，他
一直坚持为家乡人民办
实事、做好事，先后为家
乡 捐 资 1000 余 万 元。
他也因此荣获感动滦州
道德模范、感动唐山人
物、“河北好人”、“中国
好人”等多项荣誉。

日前，在滦州市九百户村，武铁友（左一）慰问百岁老人侯凤芝。通讯员 李 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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