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张雪松（右）和同事一起调试机器。 ②王红心抚慰贫困学生。
③赵庆祥（前）带队更换高压导线。 ④杨会芳正在给幼儿上个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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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感动 道德的榜样
——走近我省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邵凤云的“规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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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寸草心爱老
敬老”情暖夕阳红

平乡礼遇好人打造
“平乡好人”“金名片”

省妇联实施
“家家幸福安康工程”

□记者 刘冰洋

一个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
个模范就是一面旗帜。日前，第
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组委会审核确定了由各地和
军队系统推荐的 303 名全国道
德模范候选人，并进行集中公示
宣传。其中，我省10人入围。

我省入选的全国道德模范
候选人中既有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等先进典型，又有
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优秀代
表，他们是道德实践的榜样，以
平凡中的伟大、平常里的崇高温
暖人心，在全社会凝聚起向上向
善的正能量。

助人为乐献爱心

想在办公室踏踏实实采访
宋美录并不是件容易事儿。作为
张家口经开区卫生计生局副局
长兼老鸦庄镇卫生院院长，群众
来看病，总是先找他。

不管小病大病，宋美录每次
都不厌其烦地解答，把病人送到
相应科室。“别人找到我，不帮我
心里过不去。”

宋美录热心助人，多年来服
务周边老百姓 9 万多人次；义务
出诊近万次；还经常到社区，为
空巢老人、五保户、困难家庭免
费检查治疗⋯⋯

宋美录为人称赞的还有另外
一个身份——“张垣之心”公益促
进会理事长。“我们这个公益组织，是‘好事
之人’的集合，是一个热心肠人的组织。”宋
美录这样定义“张垣之心”公益促进会。

2008 年，机缘巧合下，“热心肠”的宋
美录牵头组建了张家口“张垣之心”公益促
进会。11年来，累计组织大型公益活动426
场，提供爱心物资总价 320 余万元，助残、
助学、助老资金 163.4 万元，长期结对资助
的贫困生656名；参与志愿服务累计2.3万
人次，提供志愿服务总时长31万小时。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得的是多
年如一日坚持做好事。沧州市公安局刑警
支队政治处主任王红心就是这样一个人，
29年来，她始终奉献社会，服务群众。她帮
助贫困学生 500 多人，帮教失足青少年
200多名。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2010 年，
王红心发起成立“红心志愿服务队”，凝聚
社会各界爱的力量，帮助贫困学生 600 余
名，并先后组织助学、普法等活动 300 多
次，捐助款项 100 余万元，扶助困难群众
7 万余人，被评为“河北省十大优秀志愿服
务组织”。

挺身而出勇担当

有坚守数载的平凡奉献，也有瞬间迸
发的勇气义举。“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
2018 年 9 月，无极县东中铺菜市场，发现
歹徒手持匕首抢劫行凶，退役军人吕保民
挺身而出与歹徒斗争。

歹徒挣扎中疯狂乱刺，吕保民搏斗时

被刺中5刀，但他仍不畏惧，和周围热心群
众一起将歹徒制服。“就是一瞬间的本能
反应，根本没想着害怕这回事，因为当时
市场上人很多，就想着不要让他再持刀伤
害其他人。”事后回想，吕保民说得云淡
风轻。

“身在市井，未曾放下心中豪情。曾经
军旅，岂容凶残闹市横行。”今年2月，吕保
民入选“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

“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以后遇到
这种事我还会挺身而出！”吕保民坚定
地说。

退伍不丢军人勇。危急时刻，同吕保
民一样，省委巡视组副处级巡视专员王进
才总是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王进才当过 23 年兵，转业几十年，始
终把遇到危难的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始终
把帮助别人、见义勇为当成人生最大的快
乐。他多次面对持刀威胁的小偷从不退
缩，在高速公路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
危险救助车祸受伤群众。仅 2016 年以来，
就救助了10名因车祸受伤人员，先后荣获
河北好人、河北省见义勇为模范、中国好
人等称号。

“做好事是我最大的快乐，能帮助别
人，我感到很高兴。”王进才这样诠释自己
做好事的动力。

用行动诠释诚信

一件事，一辈子。秦皇岛“党义志愿服
务队”原负责人沈汝波 1978 年入伍就许
下“一生要做10万件好事”的诺言。

39年来，沈汝波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当
初的誓言，即使在身患癌症期间也没有间
断，他将每件举手之劳的小事都认认真真
做好，捡垃圾、扫楼道、巡小区、清广告、掏
水井等。2018 年 6 月，沈汝波因病去世。他
一生中做了11万余件好事。

“我愿做小小萤火虫，用微弱的光照
亮周围的人。他们快乐，我也快乐。他们幸
福，我也幸福。”在沈汝波的墓碑上，刻着
他生前最喜欢的这句话。

在丰宁满族自治县，提起当地的爱心
人士，不少人最先想到的是今年52岁的丰
宁顺达集团董事长、胡麻营乡河东村党支
部书记王福国。他致富不忘回馈家乡，践
行帮助乡亲们富起来的铮铮诺言，积极投
入扶贫攻坚事业。

十几年里，他先后向扶贫助困事业捐
助两亿多元，用于解决群众生活、出行、上
学、就医等方面的困难；累计投入上亿元，
用于带动企业周边村庄百姓致富，改善群
众生产和生活条件。倾心扶贫助困事业的
王福国，先后获得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
家、河北省支持老区建设先进个人、河北
省第六届道德模范提名奖等殊荣。

爱岗敬业作表率

干一行，爱一行。邢台供电公司配电
抢修一班班长赵庆祥曾是一名军人。1999
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邢台供电公司成为一
名抢修人员。20 年他扎根配电抢修一线，
参与抢修排险4万余次、行程16万公里。

爱一行，钻一行。赵庆祥主导参与研

发 QC（质量控制）成果 12 项，10 项
成果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去年以
来，被国家电网公司授予“共产党
员服务队优秀队长”“劳动模范”称
号，先后荣登“河北好人榜”“中国
好 人 榜 ”，荣 获 河 北 省 劳 动 模 范
称号。

“穿上军装保家卫国，穿上工
装护卫光明。”赵庆祥以担当和奉
献精神，把工作做细、做好、做精，
成为千家万户的“光明卫士”。

今年 46 岁的中车唐山机车车
辆有限公司铝合金厂高级技师张
雪松身上贴满了“标签”：“中国第
一代高铁工人的标杆”、全国技术
能手、河北省十大金牌工人⋯⋯而
他说，一切荣誉都抵不过“金蓝领”
三个字的分量。

凭着对工作朴素的热爱，多年
来，张雪松敬业、精益、专注、创新，
把一桩桩小事干到了极致。他在高
速动车组生产中敢为人先，开展技
术革新 109 项，制作工装卡具 66
套，形成工艺文件和操作指导书 72
项，摸索出铝合金车体生产的各种
技术参数，作为公司首席技能操作
专家、数控装调维修工高级技师，
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把“中国
工人创造”写在了世界高速列车的
发展史上，工作室被命名为“张雪
松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孝老爱亲传美德

“张志旺真是个大孝子。”在衡
水市冀州区码头李镇，提起张志

旺，没人不称赞。
张志旺曾是一名军人，在部队表现优

异，曾荣获“优秀士兵”“优秀班长”荣誉称
号。1995年，父亲病逝后，为照顾母亲他退
伍返乡。

从 1998 年开始，张志旺的母亲因患
病生活不能自理，张志旺便每天带着母亲
上班。2016 年 9 月，张志旺母亲哮喘病复
发，为了能筹钱给老人治病，他卖掉了
房子。

张志旺不仅尽心尽力照顾母亲，还承
担着照顾二哥、二嫂的重担。二哥弥留之
际，他承诺给二嫂养老送终，悉心照顾二
嫂直至离世。此外，他热心帮助他人，无偿
资助贫困学生，收留迷路老人，协助公安
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

曲周县幼教特教中心老师杨会芳从
小家庭贫寒、生活困苦，6岁就承担起照顾
生病的父母的重担，18 岁时曾“带着父母
去上学”。

历经苦难，向阳而生。如今，25岁的杨
会芳是曲周县幼教特教中心的一名老师，
因孝老爱亲，表现优异，近年来被授予“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河北省自强之星”“河北省优秀共青团
员”“河北省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

“行健不息，她带着梦想求知，唱响自
立自强的最美乐章；心存感恩，她是博爱
的承载者、传递者，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这是今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颁奖仪式
上，评委会给杨会芳的颁奖词，也是对她
的褒奖。

□记者 孙也达

“张大哥这么早就来了？”
“今天孩子们都回来，我过来买点儿好

韭菜，包饺子。”
6月16日早上5时，邵凤云如往常一样

来到自家蔬菜店，店门未开，就已有人在门
口等待。

邵凤云家的蔬菜批发店位于秦皇岛市
山海关区孟姜市场。市场位于城郊村，周围
没有小区，人流量不大。但一上午时间，进
她店里买菜的人就没断过。

邵凤云是山海关孟姜镇人，现任孟姜
市场经理，因遵守“诚信公约”，获评全国先
进个体工商户。

心中有杆秤

“您是如何诚信经营的？”记者开门见
山。

“诚信很简单，守规矩就行。”邵凤云心
直口快，“我上小学时就是班干部，班里不
守规矩的同学都怕我，我从小就认为守规
矩是一个人必备的品质。”

上学时守规矩，工作后更是如此。1983
年，21岁的邵凤云高中毕业后，在原山海关
蔬菜公司当临时工，因为干活守规矩，她很
快就成为公司临时工第一小组组长，手下
管着20多个人。

“进公司时我负责给菜打包，然后发往

东北。”邵凤云说，当时打包用草袋子，商贩
一次性往公司送数以十万计的草袋子，“我
就是因为数草袋子当的组长。”

“草袋子是 50 个一捆，别人论捆数，我
论个数。”邵凤云回忆说，草袋子送来后要
当场验货，挨个检查后，她把不能用的草袋
子整理出来，准备少付钱给商贩。

商贩一看，立刻把邵凤云拉到一旁，悄
悄和她说：“通融一下，回头给你两袋大米。”

上世纪 80 年代两袋米意味着什么，邵
凤云心里自然清楚，但她更清楚自己做人
的底线是什么。

毫不犹豫，邵凤云把草袋子存在残次
品的情况，连同商贩的话一起上报给了公
司领导。结果，公司更换了新的草袋子商
贩，邵凤云因为工作认真当上了组长。

“当时，手下的临时工年龄最大的有50
多岁，自然有人不服。”邵凤云说，在随后的
工作中，她始终坚持守规矩这条底线，对人
对事尽全力做到公平公正，渐渐大家也都
认可了这个年轻的“小丫头组长”。

赔钱也不卖烂菜

1988 年，26 岁的邵凤云和丈夫一起下
海经商，在山海关兴华东市场租了两米宽
的摊位开始卖菜。

“卖菜是小本生意，但我要求自己，挣的
每一分钱都是规矩钱。”邵凤云说，卖菜是个
苦差事，她和丈夫常常要在凌晨4时爬起来
去进货，而且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虽然挣
钱辛苦，但邵凤云却从没想过掺杂使假。

邵凤云从来都是谁家菜好进谁家的，哪

怕少挣钱也绝不进烂菜。对于好菜、坏菜掺
着卖的“绝活”，邵凤云说自己“笨”，学不会。

进货最怕什么？“最怕看走眼，进了烂
菜。”1996 年春节前夕，邵凤云从批发市场
进了大量的蔬菜，准备在春节期间销售，这
其中包括10多筐菜花。

“当时菜花贵，但利润高些，所以我一
次屯了 10 多筐。”邵凤云回忆说，之前进菜
时发现某家菜花质量不错，所以这次又选
择这一家，不想竟买回了烂菜。

“那 10 多筐菜花近三千元的成本。”邵
凤云到家后不久发现，所有筐内的菜花只
有最上面一层是好的，下面菜花都有烂的
部分。

附近的商户听说此事后，告诉邵凤云，把
烂的地方削去，少卖点钱，也能减少些损失。

“这三千我认赔，全部扔掉。”
“为啥不借鉴其他商户的方法？那时候

三千块钱不是小数目。”
“不能坏了规矩。”倔强的邵凤云硬着

头皮把所有菜花全扔了，那年春节别的商
户挣钱，她差点儿赔钱。

“现在有了烂菜也会扔掉。虽然扔菜赔
点钱，但能捡回人心啊。”邵凤云在卖菜的30
多年里，始终坚持薄利多销，在整个菜市场，
她卖的蔬菜性价比最高。就是靠着守规矩，
邵凤云与顾客没有发生过一起争吵的事件。

说到做到是为人之道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口碑越来越好，不
少饭店、企业开始和邵凤云合作，每天定时
定点让她去送菜。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坚持在规定时间
内把菜送到。”邵凤云说，1999年，家里买了
一台小货车。那年夏季的一个雨天，她和丈
夫如往常一样去批发市场进菜。但这一次
他们没能顺利到达批发市场。

“当时我在后排睡觉，突然听我老伴儿
喊‘老邵，坏了’。随后我就感觉车摆动得很
厉害，然后翻滚，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
因为路滑，邵凤云家的小货车发生了侧翻，
她也不知道车转了几圈，只知道她和丈夫
从车里爬出来时，车在一座小桥上，车顶朝
下，车玻璃全碎了，车轱辘还在飞速地转
着，车旁边就是桥围栏，她脚上的鞋也不知
道丢哪儿去了。

“那天我们很幸运，都只有点儿皮外
伤。”邵凤云从车里爬出来后，抱着丈夫放
声大哭，宣泄自己劫后余生的情绪。

哭完后，邵凤云很快冷静下来，让丈夫
找人修车，自己开始在路边找公用电话，找
人、找车去进菜。“我当时脑子里唯一的想
法是——不能耽误了给饭店送菜。”

通过亲戚、朋友的帮助，所有饭店的蔬
菜都被准时送去，而这些饭店的员工没有
一个人知道邵凤云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做生意，赔、挣都正常。只要守住规
矩，赔的钱早晚能挣回来。”邵凤云说，去年
她和山海关某工厂的食堂开始合作，此食
堂每天下午会参考多家菜商的报价，最终
选定第二天让谁家送货。

“这种报价方式会导致我们有时某种
蔬菜的进价比卖价还高。”邵凤云说，今年4
月份，她给食堂报的菜心价格为每公斤 7
元，但第二天早上她的进菜价是每公斤 12
元。“30 公斤的菜心我就赔了 150 元，算上
运费和损耗，那一单我又赔钱了。”

“为啥不给他们看进货单，让他们涨
钱？”

“前一天说好的价就不能变，说到做到
这是规矩！”

本报讯 （见习记者孟静 记者刘冰洋） 日前，
省妇联正式启动“家家幸福安康工程”。该工程涵
盖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家庭文明、家庭教
育、家庭服务、家庭美化、家庭研究以及家庭价值
引领等为重点，统筹推进妇联家庭工作，通过开展

“我爱我家”主题实践活动，深化寻找“最美家
庭”、五好家庭和绿色家庭评选活动等，确保“家
家幸福安康工程”取得扎实成效。

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主要任务体现在六
项行动上：实施家庭文明创建行动。深化拓展寻找

“最美家庭”活动，广泛组织“五好家庭”评选表
彰，大力推动“绿色家庭”创建行动，不断深化

“德润燕赵——善美家风传承教育”活动等；实施
家庭教育支持行动。不断深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社区行”活动，持续开展“家庭亲子朗读竞赛 （展
示） 活动”，充分发挥家庭教育阵地的作用，发展
壮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队伍；实施家庭服务提升行
动。优化巾帼家政服务，加强巾帼健康服务，完善
婚姻家庭服务，实施家庭服务项目；实施美丽庭院
创建行动。坚持目标导向、推动全面创建，坚持示
范先行、实现全域打造，更加注重内涵、不断提升
品位，创新保障机制、保持创建活力；实施我爱我
家促进行动。强化价值引领，推动开展主题实践活
动；实施家庭研究深化行动。深化家庭建设理论研
究，加强家庭工作调查研究，组织家庭发展研讨
活动。

本报讯 （杨永丽、李超）“没想到‘平乡好
人’这个荣誉称号帮了我这么大忙，有了这笔贷
款，我的服装店就能开张了！”日前，在平乡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丰州镇信用社，人民街社区居民王
建晓激动地说。

“只要被评为‘平乡好人’，且符合贷款条件，
就可最高享受免抵押贷款5万元，贷款利率优惠的
政策，这是我们新推出的‘好人贷’业务活动。”
该县联社授信审批部工作人员孙英伟介绍。

据了解，自 2013 年开始，平乡县在全县倡
导“走大道、做好人、干实事、常自省”理念，
积极开展“平乡好人”评选活动，以党风带政风
促民风，大力培育“好人文化”，深耕“好人土
壤”，完善“好人机制”，为好人搭建一个发挥正
能量的空间和舞台，共评选出了 1.3 万余名“平
乡好人”。

好人做了好事，既要赢得好名声，更要得到
真实惠。在县委、县政府的倡导下，全县各单位
出台了种类不同的“平乡好人”礼遇举措。各窗
口服务部门积极开通了“平乡好人”绿色服务通
道；县医院免费为全县 120 名“年度好人”进行
体检；平乡人寿保险公司免费为 120 名“年度好
人”办理了“意外伤害险”；县联社推出了“好人
贷”小额贷款服务；各大商超为全县“平乡好
人”办理好人礼遇卡、优惠券等等。这些礼遇让
好人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获得感，赢得了群众的认
可。学习好人、崇尚好人、善待好人、争当好人
在全县蔚然成风。

在“好人磁场”影响下，全县还涌现出许多
好人家庭、好人村、好人乡镇、好人单位、好人
支部等。“平乡好人”已经成为该县的一张“金
名片”。

本报讯 （赵洁娜）“大爷，您血压有点儿高，
要注意好好休息啊。”7月6日一大早，志愿者们带
着米面、水果、医疗物品等来到秦皇岛市孝善老年
医养中心，为老人们量血压、理发、剪指甲、收拾
卫生。在老人居住的房间，志愿者们与老人手拉
手，贴心地拉着家常，聊着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健
康状况等话题。

这是秦皇岛市“寸草心爱老敬老”系列志愿服
务活动的一个缩影。近日，秦皇岛团市委、市青年
志愿服务工作指导中心在全市团员青年中启动了

“寸草心爱老敬老”——青春情暖夕阳红志愿服务
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老年人家庭、养老机
构，在全社会掀起爱老、敬老的文明热潮。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人们需要被关
心，需要被关爱，需要有人倾听他们内心的世
界。”秦皇岛团市委、市青年志愿服务工作指导中
心负责人表示，团市委、市青年志愿服务工作指导
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寸草心爱老敬老行
动”作为一项长期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推广，营造全
市关心、支持、参与爱老敬老服务的良好氛围，为
老年人营造一个温馨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感受到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

近日，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小学学生在展示
垃圾分类手抄报。该校学生在生态环保志愿者指导
下，制作环保手抄报，宣传垃圾分类，倡导生态文明
理念。 记者 赵永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