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居老人吃饭凑合、生活孤独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青县流河镇人
和镇村首创孝老食堂，8个月来已推广到30个村——

小小孝老食堂，餐餐暖心又暖胃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金丽 齐斐斐 张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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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

倾心为民办实事 服务发展保平安

传承红色家风 身教大于言传
口述/靳国芳 执笔/王莹 张琦

太行山南段东麓，冀南平原西侧，
坐落在京广铁路河北省沙河市火车站
东侧的沙河市烈士陵园古柏苍翠，殿堂
整洁。陵园中央，一座 15米高的烈士纪
念塔陡然矗立，正面镌刻的“杨春增烈
士永垂不朽”九个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

这所陵园的建立，与69年前牺牲在
朝鲜战场上的杨春增烈士密不可分。

1951年，杨春增随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
三十五师一〇四团四连三排副排长。
1952年8月，在坚守标号“五四一”高地
的京畿山阵地时，杨春增面对十余名冲
上阵地的敌人，毅然举起仅剩的一颗手
雷，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3岁。

为了纪念他，当地政府在1962年修
建了杨春增烈士纪念塔。1984 年，纪念
塔重修，并新建了杨春增烈士纪念馆。
经过多次改造和完善，今年6月，沙河市
烈士陵园被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第六批
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英雄总被后人铭记。摩挲着纪念馆
中的塑像，杨春增烈士的妹妹杨素果缓
缓讲述起哥哥的往事。

“哥哥1929年出生在沙河西八里庄
村，从小在苦水里泡大。”杨素果说，由
于家庭贫苦，杨春增七岁便给财主放
牛，十一岁沿街乞讨，十三岁时跟着邻
居到百里之外的铁矿做苦工，苦干了一
个冬天才为家里背回四升半谷子。

忍饥、受冻、挨打，旧社会的残酷现
实在杨春增幼小的心灵里埋下深深的
烙印。

1945年，16岁的杨春增几经波折加

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战争爆发后，
正守卫山城重庆的杨春增申请参加中
国人民志愿军，与万千英雄儿女一道赴
朝作战。

1952年 8月，杨春增跟随部队占领
了敌人重点防御阵地——541高地，切断
了敌人的运输线，敌人随即展开疯狂反
扑。身为排长的杨春增冷静指挥，在炮火
猛攻和飞机轮番轰炸下，坚守阵地一昼
夜，最后防御工事几近被炸平，弹药也消
耗殆尽。面对即将冲上来的敌人，杨春增
命令仅剩的一名战友回撤大部队报信，
自己紧握仅存的一颗反坦克手雷冲入敌
群，用生命保卫了阵地安全。

壮士跃马“三八线”，英雄血洒京畿
山。为纪念其功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
为杨春增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战斗

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
授杨春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
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杨素果说，赴朝鲜途中，哥哥在火
车经过家乡时从车窗投下了一封信，

“信里说‘等打胜仗，儿一定回家伺候您
老人家，车窗口看到咱家乡变了样，我
心里真高兴’。他也许最期盼的是父老
乡亲们不再像他那样吃苦受穷，可是这
些他再也看不见了。”

59 年来，沙河市烈士陵园几经扩
建，早已成为沙河人民重温英雄事迹、
传承革命精神的地标建筑。而在杨春增
革命精神熏陶下成长的新一代沙河人，
正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着先烈们心中
期盼的美好生活不断迈进。

“从小听着杨春增烈士的事迹长

大，他英勇顽强、无私无畏的精神深深
影响着我。当下，我们更应该珍惜革命
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安定，为建设
家乡出一份力。”马星是沙河市九月厨
具有限公司玻璃加工车间的一名技术
工人。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在
外地学有所成后选择返乡就业，把汗水
挥洒在家乡的热土上。

玻璃加工企业如何革除旧弊病，蹚
出新路子？马星介绍，通过不断摸索尝
试，他与技术团队一道攻坚克难，解决
技术难题、提升产品品质，率先让落后
的生产线焕发出新的活力。目前，该企
业为众多知名厨具品牌商供应玻璃厨
具配件，日均产量 15 万片，其中 40%出
口海外。

九月厨具的转变，是沙河市产业提
质增效转型发展的缩影。据统计，通过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一批科技含量高、
基本无污染的新型工业企业落地生根。
2020年，云集大量工业企业的沙河经济
开发区进出口总值完成 1.3 亿美元。同
年，沙河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36095
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94元。

“现在不光钱包鼓起来了，生活环
境也有了大改观。”在沙河市太行大街，
马星边走边介绍，以前街边都是小商
铺，不仅看起来破旧，行人走路也不方
便。现在通过改造提升，不仅路宽了，花
草树木也多了起来，一座座小公园也成
了人们放松、休闲的好去处。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断发扬革
命精神，在工作岗位上努力为家乡建设
出力，就是对先烈英灵最好的慰藉。”马
星说。

【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系列报道④】沙河市烈士陵园

英雄血洒京畿山 传承精神建家园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青县金牛镇
大鹁鸽留村义工
为老人们送餐。
河北日报通讯员

魏志广摄

近日，杨春增烈士的妹妹杨素果，在沙河市烈士陵园讲述杨春增的革命事迹。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摄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也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邀
请或物品……”日前，在廊坊市安次区亿合社区豪邸坊小
区中心广场，来自廊坊检察机关的志愿者正在进行未成
年人保护宣传，一旁的观众听得认真。

为了让志愿服务可持续，亿合社区创建志愿者孵化
基地，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健全各类招募培训制度，将辖
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发展成志愿团队，带着专业项
目、专业人员入驻社区，根据不同人群提供点对点服务。

亿合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海涛介绍，几年来，亿合社区
志愿者孵化基地孵化出多支志愿服务队伍和多名志愿服
务骨干人员，他们走进居民小区，开展了以心理咨询、义
诊服务、保护环境、科普文化、创城知识问答等为主题的
一系列文明宣传和志愿活动。

近年来，亿合社区注重凝聚各方力量，创新形式载
体，优化人文环境，提升居民素质，全力打造志愿服务型
社区，曾获评省级志愿服务示范社区、河北省文明社区、
廊坊市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今年，该社区荣获全国“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

建立社区服务体系，让志愿服务与社区治理结合起
来。2013 年起，亿合社区先后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社区科普馆、法制服务站、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社区党
建公园等，为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提供活动场地。完善智
能化网格管理体系，该社区智能化管理办公室下设 6个
网格，配备24名志愿者网格员，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及时
处理，为居民营造安全稳定的社区环境。

培养过硬的服务队伍，让社区整体环境活跃起来。亿
合社区从“建、学、用”三方面抓好志愿服务队伍建设。通
过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社区将党员、居民、企事业单
位、文体团队发展成为志愿者，并结合各自特点组建志愿
服务团队，成立以文艺骨干为主体的“舞动人生志愿服务
队”，以社区党员为主体的“先锋先行志愿服务队”，以教师
为主体的“春风化雨志愿服务队”，以共建单位为主体的

“雷锋精神志愿服务队”，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小豆丁志
愿服务队”。根据不同队伍、不同年龄，不同特长进行专班
培训，采取自学、互学、帮学的方式，切实加强各支队伍的
理论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通过层层孕育培
养，将志愿服务队培养成为社区志愿服务主力军。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洪淼）“小
朋友，别着急，马上就能出来了。”日
前，在石家庄市桥西区的一辆公交车
上，一位小乘客双手被公交车座椅卡
住了，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中华南
大街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一边安
抚，一边迅速对座椅进行切割，10分
钟后，小乘客被成功救出。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家庄
市消防救援支队瞄准“急难愁盼”办
好实事，围绕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
航，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践行“火焰蓝”
的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聚焦“竭诚为民”，深化服务理
念。石家庄支队逐级成立 47 支“蓝
朋友”志愿服务队走进驻地社区，积
极开展走访慰问、帮扶结对、卫生清
扫等便民活动。组建消防技术服务
队开展“爱民惠企”服务活动，指导社
会企业解决安全隐患排查、消防设施
改造等现实问题。开设 39 个“火焰
蓝”便民利民服务站，广泛开展消防
宣传“五进”活动，切实为百姓提供暖
心服务。

聚焦“中心主业”，融入实战检
验。石家庄消防救援队伍把应对处
置各类灾害事故的一线战场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课堂，坚决当好党
和人民的“守夜人”。注重提升打赢
制胜能力，建强“高低大化”典型火灾
扑救和“山地水冰”灾害事故救援八
支专业队伍，全覆盖修订完善全市重
点单位灭火救援预案，全面建设消防
救援现代化指挥体系，创新研发全天
候作战指挥平台，扎实开展“双供”战
斗编成和操法创新，持续深化“防消
联勤”社会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六熟
悉”灭火救援演练。面对河南防汛抢
险救灾行动，石家庄支队调集 90 名
指战员、23辆消防车星夜驰援，营救
转移被困群众600余人，先后开展排
水排涝、清淤除污、消杀防疫等各项
任务。

聚焦“红色基因”，创新教育载
体。开创红色课堂，组织全市指战
员赴西柏坡开展“重走赶考路”党性
教育活动，创新正定塔元庄党性实
践教育模式。打造红色阵地，推动
西柏坡消防救援站与贵州遵义消
防、江西井冈山消防、北京香山消防
等英模单位共建“火焰蓝党建云联
盟”，定期开展云端红色教育；组织
全市消防救援站与驻地红色教育单
位，联合挂牌政治教育基地 34 家，
常态化开展联学共建。

我叫靳国芳，1937 年出生，是石
家庄市裕华区建南社区学雷锋志愿
者工作站站长。我和老伴几十年来注
重言传身教，培养了子女的良好品
德，树立了友善睦邻、孝老爱亲的淳
朴家风并得到很好的传承。

我出生在东北松花江畔，幼年时
父亲卧病在床，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新
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关怀下，我到军
工企业参加了工作，还先后上了职校、
干校。党的恩情一生难忘，从那时起，
我心里就埋下了跟党走的种子。

我家一共八口人，除了两个孙子
辈的，其余六人都是党员。我的老伴
郭普林早在196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着实令我羡慕。多年来，我始终
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终于在 2014
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 年退休后，我很快在建南
社区找到了“舞台”，从帮助身边困难
群众开始做起志愿服务。为方便大家
联系，我将自家的电话号码向大家公
开，办起“大靳热线”，笔记本上记录
的社区居民的每一条热线信息，我都
热心去协调解决，哪里有困难就去哪
里帮忙。近年来，先后被授予“中国好
人”“全国孝老爱亲之星”“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等荣誉。

我和老伴育有一儿一女，在我俩

言传身教下，孩子们始终在学习、工
作中听党话、跟党走，保持对党和国
家的热爱、忠诚，始终保持着忠于职
守、甘于奉献的良好作风，在各自的
工作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

“百善孝为先”，这是我的家庭几
十年坚持的家风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父母被困在
吉林市姥姥家，奶奶则在敦化老家。
父亲惦记奶奶，但由于打仗不通车，
父亲竟步行 20 多天、300 多公里，一
路从吉林市到敦化，父亲回到家看到
奶奶安全才放心，这也让我对“百善
孝为先”有了更深的了解。

无论是刚参加工作还是成家之
后，我每年都会给父母邮寄吃的、穿
的，那个年代，我和老伴每个月的工
资加起来也就 90 来块钱，每次回太
原婆婆家时都会给婆婆300元。不管
任何时候，孝老敬亲都是本分。

孩子们的“孝”体现在“陪伴”上。儿
女们每逢周末、节假日就带着我们去春
游、泡温泉、看文艺演出，有时在家中唱
歌、打扑克牌……不管工作多忙，去医
院都是孩子们开车接送、陪着做检查。

好的家风能让家庭和睦、事业顺
利。如今，我们一家三代人和睦相处、
其乐融融，在服务社区、投身公益的
行动中共同传递正能量。

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白墙灰瓦，屋
舍俨然，颇有江南秀美之风。村内一处房
子里，传出欢快的歌声。

人和镇村孝老食堂就设在这里。义
工们围裙、帽子、口罩、手套穿戴齐全，正
在厨房忙碌着。餐厅里，14位老人坐在圆
桌旁，在刘子江老人的指挥下唱着老歌。

音箱里，响起《社会主义好》的旋律。
“一天三顿都来这儿吃，咱可知足了。”老
人们激动地说，“这都是共产党好、社会
主义好呀！”

人和镇村孝老食堂开办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开启了农村养老新模式。小
小孝老食堂，破解了农村养老的大难题，
弘扬了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有数据显示，到2030年每3个人中
就有 1 位老年人。农村养老问题尤为突
出。”青县民政局局长朱润国介绍，6 月
初，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全县推广孝老食
堂，30个村先期进行试点，有条件的村正
在有序推广，全县老人的就餐将更有保
障，生活也将更有质量。

村党支部书记实地走访，
发现老人饭桌上的“秘密”

大运河畔的人和镇村，只有 400 多
口人，村风和谐。每到冬天，老人们都有
上午出来晒太阳、聊大天的习惯。

一天中午时分，村党支部书记胡宗
权办完事往家走，看见老人们还围在一
起唠嗑，就问：“快中午了，大家咋还不回
家吃饭？”“这就去。”老人们答应着散去。

到家不久，胡宗权有事又出来了，恰
巧又遇到了其中一些老人。“大伙儿怎么
还没去吃饭？”他有些着急。

“吃过又回来了，我们接着唠。”79岁
的刘子江大爷说。

“刘伯伯，这么快就吃完饭了？”胡宗
权有点诧异，“走！我上您家看看，到底吃
的啥？”

“菜是昨天剩的，还能吃，就凑合一
顿……”刘子江家的饭桌上，放着半个馒
头、一碟剩菜和几袋奶。

其实刘子江家条件不错，儿女都做
生意，新整修的房子内，各种厨房设施齐
全。而且他原来开过饭店，炒菜做饭不在
话下。2020年9月老伴儿去世后，儿子女
儿想接他去城里住。但他舍不得老屋和
乡亲，执意留了下来。自己做饭，一顿两
顿、一天两天还行，时间长了问题就出来
了。一个人一做就多，舍不得扔就得吃
剩饭。

胡宗权又去了张建兰、金振荣等几
位老人家中，发现情况如出一辙。他心里
越来越不是滋味。于是，他召集村“两委”
开会集体研究讨论，最后形成决议：村里
创办孝老食堂，为老人们免费提供一日
三餐。

村“两委”带头，发动移风易俗理事
会参与，一些热心村民做义工，解决了人
手问题；村移风易俗理事会有几间平房，
场地也解决了。

消息一发布，在外地做生意的村民
踊跃捐款 10多万元。2020年 12月 10日，
人和镇村的孝老食堂开张了。

孝老食堂开启“复制”模
式，8个月扩展到全县30个村

人和镇村的孝老食堂办得红红火
火，风气越来越好，人心越聚越齐。

在外打拼的儿女们不再担心家中老
人吃不好、喝不好，在外工作更安心
了；大家主动捐款捐物，到孝老食堂义
务为老人服务，村中爱老助老的风气更
浓了；吃饭时谁没来，能及时发现情
况，防止独居老人发生意外而无人知
晓；老人们主动参与到维护治安、卫生
监督等事务中……

就在人和镇村孝老食堂办得热火朝
天的时候，金牛镇大鹁鸽留村的孝老食
堂也在今年4月开张了。

该村是一个有着3100多名村民的大
村，也是全国文明村。今年初，村党总支
书记韩尚富入户调查时，发现了独居老
人吃饭“一碗水就半个馒头”的问题，看

在眼里、痛在心里。听说人和镇村的孝老
食堂渐渐办出了名气，韩尚富上门取经，
回村后就建起孝老基金，也办起了孝老
食堂。

最让韩尚富津津乐道的，是村民们
踊跃捐款的情景。“韩大爷的 3 个儿子
都在广东发展，接到电话后特别支持，
立马捐了 2 万元钱。我走访了几家企
业，老板们听说后也愿意支持。其中一
位拿了钱过来，还说，他父母没有了，
想尽孝也没处去尽，为孝老食堂捐款也
是尽孝了。”

日前，笔者在大鹁鸽留村的孝老食
堂看到，义工们正给老人们上菜上饭。主
食是花卷，菜是土豆炖肉、炝圆白菜，汤
是绿豆汤。

在大鹁鸽留村孝老食堂，老人们还
能免费理发、量血压。“理发师和村医都
愿意来为老人们服务。”韩尚富说。

老人们的笑脸是对孝老食
堂最大的认可

7 月 23 日，青县曹寺乡后洼村孝老
食堂开业了。

和其他村不同，后洼村的孝老食堂
建在村民王其家中。该村党支部书记王
洪彦介绍，王其在外地居住，老家房子一
直空闲。得知村里要办孝老食堂的想法，
王其立即表态：“好事，我支持！在我家办
就行！”

简单装修后，房屋焕然一新，墙壁上
绘着红色文化的内容与《二十四孝图》，
一串串红灯笼喜庆热闹。开业当天，来自

青县爱心群体的义工们与本村的义工一
起给老人蒸包子，20 多位老人早早来到
这里，一起看电视、聊天。

义工中有3名曹寺乡党委的干部。他
们给老人们挨个儿端上新出锅的包子和
绿豆汤。乡党委书记周维浩说：“看着这
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就像面对自家的老
人。能为他们做饭、蒸包子，特别高兴！”

因村情不同，30 个村的孝老食堂运
作也不尽相同——有的村提供一日三
餐，有的村只提供午餐；有的规定70岁以
上，有的把门槛定在80岁。

在金牛镇吴增口村，村党支部书记
蔡振生把刚做好的午饭送到90岁的脱贫
户石铁忠的家中。老人家激动地说，“真
没想到，老了还有这种待遇。”

在后洼村孝老食堂，80 岁的魏淑银
边吃包子，边和身边的老大姐张家甜唠
嗑：“大甜姐，今儿的包子真软乎，馅儿可
香呢。”

在大鹁鸽留村，四五位老人从老年
活动室拉完琴、唱完戏，一起来到孝老食
堂。还没开饭，几个人干脆表演上了，饭
前的小联欢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在人和镇村孝老食堂，87 岁老太太
张建兰的孙子买来了羊排和水果，给所
有的老人改善伙食、增加营养。

一日三餐并非“小事”，事关农村老
人晚年幸福。青县民政局副局长陈海涛
说，小小一个孝老食堂，看起来解决的
只是老人们的吃饭问题，从人和镇村孝
老食堂运行几个月来的效果看，还破解
了农村的养老难点，营造了农村良好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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