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迁安九旬退役军人
签遗体捐献志愿书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三好”活动激发青年学生向上朝气——

一份早餐，引“夜猫”变“早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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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慈善总会 8年
救助51.2万人次

河北诚成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好成

“做人要诚信，做企业更要诚信”

本报讯（李艳梅）5 月 2 日，
是广平县退休职工李子祥 72
岁的生日。这一天，和往年一
样，全家仍然举办了一场独具
特色的生日宴。

当天生日宴上，李子祥送
给 12 名儿孙辈的家庭成员每
人一份特殊的礼物——他亲自
书写的“家庭和睦人人幸福”
家训，并教育孩子们工作上要
踏 实 认 真 ，生 活 上 要 勤 俭 节
约。随后，3 个儿子携儿媳和孙
子、孙女们也向他汇报一年来
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最后，李
子祥从自己设立的家庭基金
中拿出 4000 多元，对取得成绩
或获得荣誉的晚辈们进行奖
励。二儿媳妇代表单位参加比
赛，获得了奖杯，他奖励 200
元；孙女李亚楠获得了 7 张奖
状，他奖励 700 元⋯⋯

“每年过生日，孩子们都给
我买生日礼物、一起吃饭，我

觉得花费了不少时间和金钱，
就 寻 思 着 换 一 种 方 式 过 生
日。”李子祥介绍，从 2007 年生
日起，他把自己的退休金积攒
起来设立家庭基金。在生日宴
会上，他把自己编写的家训送
给孩子们，并发放奖励金，以
鼓励孩子们积极学习和工作。
这种方式一直持续至今。“这
种过生日的方式，让我感觉自
己还年轻，是个对家庭、对社
会有用的人。”

二儿媳妇朱丽萍说，这些
年来，他们做晚辈的无论在事
业上还是学习上，都有很大进
步。“我相信，孝老敬亲、幸福和
睦的家风一定能够得到弘扬和
传承。”

13 年来，这种过生日方式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赞
誉。广平县文明办为李子祥颁
发了“引领新时尚 传承好家
风”荣誉证书。

本报讯 （记者刘冰洋 见
习记者吴安宁） 从日前召开的
省慈善总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
获悉，2011 年 7 月至今，省慈
善总会累计筹集善款善物总价
值近 21 亿元，累计支出救助
款物 20.35 亿元，救助人数达
51.2万人次。

据 介 绍 ， 在 募 集 善 款 的
同时，省慈善总会大力开展
慈善救助，形成了助困、助
学、助医、助老、助孤、助
残、助灾等 8 类 20 余个救助
项目。其中，专项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用于救助贫困家
庭 白 血 病 儿 童 ， 受 益 患 儿

200 余 名 ； 专 项 投 入 资 金
9000 余万元救治 6000 余名贫
困 家 庭 先 天 性 心 脏 病 儿 童 。
此外，省慈善总会与 17 家医
院联合开展多项慈善合作医
疗项目，累计为儿童唇腭裂
患 者 开 展 免 费 手 术 11414
例 ， 为 462 名 糖 尿 病 患 者 免
除 住 院 治 疗 费 用 304 万 元 ，
为 7 万多人次的罕见病患者
发 放 进 口 药 品 ， 总 价 值 达
17.85 亿元。

据了解，我省 11 个设区
市都成立了慈善协会。目前，
省 慈 善 总 会 有 团 体 会 员 64
家，个人会员312名。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杨 永 丽
记者刘冰洋）“金山，又带着
奶奶散步呢？”“今儿天好，让
俺奶奶出来透透气，老在屋闷
着不行。”在南和县河郭乡西
徐旺村，村民们经常会看到杨
金山和媳妇郭巧莲推着轮椅上
的“奶奶”遛弯。

“奶奶可真是好福气，遇
到这么好的人家！”“可不是，
就是自己家有儿女也不见得像
金山家照顾得这么好。”邻居
们说。

大家口中的“奶奶”叫邵
九香，今年 93 岁，和杨金山
家是前后院的邻居，娘家是
邯 郸 市 的 。 早 年 间 ， 孩 子 、
丈夫去世后，邵九香成了独
居老人。从那时起，杨金山
一家就很照顾这位邻居，家
里做啥好吃的，都会给邵九
香送一份。35 年前，杨金山
看邵九香上了年纪，腿脚不
方便，就开始帮她种地、做
饭、打扫庭院。

1993 年，邵九香住的土
坯房塌了，老人一下子没了住
处，身边无儿无女。杨金山见
状，和媳妇商量了一下，把老
人接到了自己家。

“最多的时候，家里住着
11 口人，上上下下的家务事
儿 都 要 打 理 ， 真 有 点 吃 不

消。”杨金山说，照顾老人并
不容易，现在老人只能在轮
椅上活动。即便如此，杨金
山夫妇一直像对待亲人般照
顾老人，为她洗衣洗被、梳
头洗脸。

2013 年，县里有了好政
策，邵九香原来的土坯房要翻
盖，“那就给奶奶盖个大一点
的房子吧，这样老人住着宽
敞 。” 杨 金 山 拿 出 1 万 多 块
钱，为老人盖了个宽敞点的房
子。

2014 年，杨金山脑血栓
住院，郭巧莲要去医院陪护。
她担心邵九香的生活起居，特
意叮嘱大儿媳帮忙照顾。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大儿媳薛红为
老人端茶送饭，倒屎倒尿，细
心照料。

“我们现在有点力不从心
了，好在孩子们长大了，也孝
顺。”杨金山说，他们照顾老
人的行为，被后辈看在眼里，
孩子们现在也经常帮忙照顾老
人。

“ 前 年 ， 杨 金 山 被 评 为
‘河北好人’，他的家庭也荣获
省级文明家庭称号。”西徐旺
村党支部书记杨小六说，现
在，家家户户以杨金山一家为
榜样，村里刮起了一股“孝贤
风”。

本报讯（通讯员万思源、李
晓静 见习记者李枫）“终于完
成了我多年的心愿⋯⋯”近日，
迁安市 91 岁高龄的孔繁起虽
卧病在床，但仍亲自在《捐献遗
体志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

今年 91 岁的孔繁起是迁
安 市 大 崔 庄 镇 步 步 川 村 人 。
1947 年 6 月他参军入伍，成为
一名卫生员。战争年代，孔繁
起因奋力抢救伤员，荣立二等
功。解放初期，他跟随部队赴
湖南、广东等地，其间多次立
功，被评为“五好战士”。

1961 年 10 月，已转业的

孔繁起调回原籍迁安工作，先
后担任城关卫生院院长、大崔
庄卫生院院长。1983 年 12 月，
经 组 织 批 准 ，孔 繁 起 离 职 休
养。

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老
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从离
开工作岗位后就有了捐献遗
体的想法。“我自愿将遗体无
条件地捐献给祖国医学科学
事业，为国家医学教育、科学
研究和提高疾病防治能力贡
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孔繁
起对他的子女说，“这是我作
为老共产党员、老革命战士所
能作出的最后贡献。”

□见习记者 桑珊 记者 刘冰洋

“ 做 人 要 诚 信 ， 做 企 业 更 要 诚
信。”石好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

10 余年间，正是因为坚守诚信，
石好成从一名当地化肥经销商，成为
一家著名化肥企业的总经理。他一手
创立的河北诚成肥业有限公司迅速发
展，2016 年 12 月公司登陆北京交易
所，正式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年产量
达到8万吨，是国家级测土配方施肥定
点生产企业。

做人做事诚为本

今年 59 岁的石好成，是土生土长
的乐亭县大相各庄乡人。上世纪 90 年
代初，他在乐亭县大相各庄乡卖化
肥。因为坚持货真价实、不卖假肥、
不提高肥价，十里八村的人们都喜欢
到他这里买化肥。

诚信，让石好成积累了大量的人

脉和客源。有一年，正值化肥销售旺
季，石好成之前就把定金支付给某化
肥供应商，但该供应商生产出现问
题，交付产品与原定产品不符。此时
如果退回产品，就会损失一大笔利润。

“就这么卖吧，反正表面上也看不
出有什么问题。”有人对他说。

“哪能干这种昧良心的事儿，老百
姓一年就指着地里这点收成呢！”石好
成拍着桌子反驳。

最后，经和供应商协商，石好成将
产品退回，但并没有要求供应商按照合
同双倍赔偿，只要求在最短时间交付了
原定产品。虽然损失了部分利润，但他
赢得了百姓和供应商的好口碑。

“经销化肥过程中，我认识到作为
中间商，产品的质量不可控性很大，
而且价格也高。”石好成说，为了既保
证化肥质量和供应时间，还能有合理
的价格，他决心自己建厂。

2009 年 8 月，河北诚成肥业有限
公司正式挂牌。“所谓‘诚成’，寓意
只有诚信经营，才能取得成功。”在石
好成的心里，诚信始终占据第一位。

与 经 营 不 同 ， 生 产 涉 及 诸 多 环
节。“从原料采购到检测出厂，再到销

售、经营，各个环节都要把好关。”在
生产过程中，石好成坚持严把质量
关，制订了严格的质检定损标准和规
章制度，将“质量就是生命”的理念
贯穿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定岗
定责、赏罚分明，确保了产品质量。

如今，诚成肥业已经成为一家集
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肥
料生产企业，并申请了自己的品牌

“甲米仓”高塔复混肥。

致富不忘众乡亲

作 为 一 名 土 生 土 长 的 农 民 企 业
家，石好成的乡情一直割舍不断。

在经营肥业的实践中，石好成常
常要和农民打交道，通过和乡亲们的
广泛接触交流，他更了解了乡亲们在
种植上的需求与存在的问题。

“乡亲们在果菜种植和施肥管理上
普遍缺乏科学性，不仅农业投入成本
高，而且肥效不佳，影响大伙增产增
收。”对此，石好成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后来我就琢磨，应该指导百姓学
会因地施肥。”

为 此 ， 石 好 成 多 次 跑 到 县 农 业

局，咨询专家、争取支持。后来，他
组织成立了全县首家以私企业户为法
人代表的农机协会——测土配方施肥
协会。协会围绕“测土、配方、配
肥、供肥、施肥”等环节，为农户开
展指导服务。

“根据作物对肥料的需求，兼顾土
壤里测出的养分，对所需肥料进行科
学配比。这样就能做到精准施肥，不
仅能节约资源，降低对土壤和地下水
的污染，还能为百姓们带来收益。”石
好成介绍。

不仅如此，石好成还成立了科技图
书馆，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农业指导服
务。在科学指导下，农民的收成一年比
一年好。“有了技术指导，什么时候施
肥，施什么肥，如何施肥，我们都心里有
数了。如今，地里的粮食产量越来越高，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提到石好成，
乡亲们都由衷称赞。

“看着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打心眼里高兴。”石好成说。

致富不忘众乡亲。近年来，石好
成先后为乐亭县大相各庄乡陶庄村免
费安装路灯，救助困难学生，帮扶困
难职工家庭，捐款捐物累计10余万元。

文明新风满校园

编者按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
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是做等待者、踌躇者、退缩者，
还是做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青年人的选择，将书写一个国家全
然不同的未来。如何把清风正气、
蓬勃朝气带到每个青年人身边，帮
助他们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勇于追求更有高度、
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作
为青年人聚集地，我省各地学校
创新举措、积极探索，真情关心青
年、关爱青年，悉心教育青年、引
导青年，让越来越多青年人摈弃
陋习、进取向上，展现奔跑英姿。
从即日起，本版推出“文明新风满
校园”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关注诚信建设

南和县西徐旺村“好邻居”杨金山一家

35年接力照顾孤寡老人

广平退休职工李子祥

生日传家训 勤俭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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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激 励 学 生 养
成健康生活的良好
习惯，河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每天为早 8
点前到学校食堂吃
早餐的学生提供 1.6
元的餐补。图为5月
9 日早 7 时 30 分左
右，学生在学校餐厅
取餐。

通讯员 赵静雯摄

扫码看视频。
见习记者 孟 静

董琳烨
记者 刘冰洋摄制

□记者 刘冰洋 见习记者 孟静

年轻人不要老熬夜。许多大学生
对习近平总书记这句朴素而亲切的话
印象深刻。

脸上常挂一对黑眼圈，显然不是
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的精气神。没有良
好的生活习惯养成，又何谈“用青春和
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
迹”？

要让“夜猫”一族甩掉黑眼圈，恢
复英姿勃发的青年人本色，讲道理之
外，还需另谋高招。针对“黑眼圈问
题”，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连出妙
招，自2017年3月起，他们开展让学生

“吃好、玩好、学好”的“三好”活动。学
生精神状态焕然一新，校园中一派蓬
勃朝气。

什么妙招这么管用？先要从一份
早餐说起。

一份“免费早餐”

助学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5月8日早7时，像往常一样，河北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机械制
造与自动化专业大二学生张恒起床洗
漱后，去食堂吃早餐。

一杯豆浆、一个鸡蛋、一个馒头、
一碟小菜，对于张恒来说，这样的早餐
不够丰盛，但足以提供一上午所需的
能量。

“更重要的是这些早餐是学校免
费为早起的同学准备的。”张恒笑着
说。

自 2017 年 3 月起，为激励学生养
成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提高学生德
智体美的素质水平，河北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决定在全院开展让学生“吃好、
玩好、学好”的“三好”活动，让学生能
够以好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的学习和生
活。

“所谓‘吃好’是指学院每天免费
为早 8 点前到学校食堂吃早餐的学生
提供一个鸡蛋、一杯豆浆、一个馒头、
一碟小菜，或者兑换成 1.6 元的早餐补

贴。”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
系党总支书记冯子庆介绍，学院每天
拿出近 1 万元进行补贴，此外，学院食
堂还开展评比活动，对菜品质量、环境
卫生、服务质量、经营管理等进行评
分，奖优罚劣。

“而‘玩好’则是开展经常性的体
育、健身活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学
校调整作息时间，课间活动时间增至
40 分钟，利用课间学习广播体操。”冯
子庆说，“学好”就是学院要求教师创
新课堂教学方式，完善教学管理，为学
生提供良好学习环境。

对于张恒来说，“三好”活动有着
特殊意义。免费早餐的激励对张恒起
了促进作用，让他在大一就养成了早
睡早起的习惯，这也让他比晚起的同
学多出了很多学习时间。

今年 4 月，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张
恒在老师推荐下参加了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经过激烈角
逐，他所在的团队荣获一等奖。

这几天，张恒正在为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做最后冲刺，即将登上全
国赛场的他信心十足。“正是因为良好
的作息习惯，我的大学生活井然有序，
大学的时光没有荒废。除了比赛，我还
在为接本做准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考上理想的本科院校。”

增强认知认同

让学生心有榜样学有目标

根 据 一 项 研 究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
15%的大学生每日睡眠不足6小时，三
分之一习惯熬夜，17%反映睡眠质量
差。

那么，深夜不睡觉的大学生都在
干什么呢？

“以前晚上，就躺在床上，刷会儿
朋友圈、点个赞、聊聊天，再刷个微博
看看‘爱豆’，反正拖着时间，过了睡眠
点就睡不着了。”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休闲体育专业大一学生霍刘泽阳
说，睡眠时间不足，很大程度上导致第
二天上课没精神、很疲惫。

偶然的一次机会，她在学校微信
公众号上看到了张恒的事迹。“虽然知
道免费早餐的事情，但还是没有养成
早睡早起的习惯。”霍刘泽阳说，直到
前几天，来自身边的榜样让她意识到，
自己也可以变得更好。

“现在我们宿舍互相监督，结伴早
起，每天都会拿出一定时间晨跑，锻炼
身体。”霍刘泽阳说，身体好，精神好，
状态佳，相伴而来的是她的专业课成
绩有了大幅提高。

为让更多身边榜样激励学生，河
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利用学校微信公
众号、宣传栏等对成绩优异的学生进
行宣传。该校学生处教师陈军说，“有
了身边同龄人的激励，现在大部分学
生都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上课时
精力更集中了，身体素质也有了明显
提升。”

领导带好头，学生更有劲头。4月2
日一早，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傅恒杰、副院长赵国增，到餐厅一楼，
与工业机器人 1801 班学生共进早餐，
学生们一边吃得津津有味，一边与院
长畅所欲言。“院长为我们作了表率，
我们以后更要坚持下去。”

最近一段时间，陈军发现，“三好”
活动还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操
场上锻炼的人多了，图书馆学习的人
多了，自习室温书的人多了，课堂听讲
的人多了，窝在宿舍的人少了⋯⋯

陈军介绍，自“三好”活动开展以
来，参与的学生越来越多，课堂上学生
的出勤率越来越高。“帮助和引导青年
学生就是我们的工作，通过开展‘三
好’活动，我们对学生的了解加深了。
辅导老师还会找到‘起床困难户’，与
他们交流，了解其思想、生活情况。”

注重实践养成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入脑入心

以开展“三好”活动为抓手，河北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还高度重视校园精
神文化建设，该校立足实际，采取多种
形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引导广大学生从自己做
起、从身边做起、从日常小事做起，不
断提升立德树人质量，巩固立德树人
成果。

走进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东
门，在甬路一旁，长近千米的“文化墙”
颇为惹眼。“学校围绕‘十九大精神’

‘中国梦’‘工匠精神’‘职业教育理念’
等主题，将主教学楼外围墙打造成了
图文并茂的机电特色‘文化墙’。”冯子
庆介绍。

在校园内，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处处都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容。除在校报、广播台、宣传橱窗等
进行宣传外，该校还积极探索“互联
网+”新路径，打造新媒体矩阵，将课上
课下、线上线下进行融合，多渠道、多
方式进行宣传。

“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
脑入心，今年，学校还创新性开展了

‘课堂思政6分钟’活动。”冯子庆介绍，
任课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把思政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融入教
案，利用课上 6 分钟左右时间，开展思
政教育。

“老师根据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
比如大学生的价值观、当代大学生生
活、学习现状等，结合思政课内容，用

‘家常话’与学生交流，解答同学们的
疑惑，把这6分钟打造成了学生的心灵
家园。”冯子庆说。

据介绍，该校还将“课堂思政 6 分
钟”列为教学质量监控和考核内容，根
据质量监控、学生反馈信息、教案、教
学资源等考核结果，对表现突出的教
师，推荐学院给予表彰奖励。

“让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打牢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根基，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傅
恒杰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办学治校的全
过程和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教
材、融入课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融
入道德实践。“引导‘夜猫’变‘早鸟’，
正是学校激发学生向上朝气，凝聚校
园正能量的有效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