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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系列报道⑦】
丰宁满族自治县烈士陵园开展主题教育赓续英烈精神——

最深的缅怀是弘扬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河北日报记者 赵 建

对话河北好人

好人名片：马金凤，1964 年出

生，魏县晓宁养殖有限公司经理，凭

借诚实守信，让一个小小的养殖场

不断发展壮大。从事养殖业30多年

来，她先后帮助20 多户村民办起养

殖场，2016 年联合本村和邻村的养

殖户打造诚信团结的养殖合作社，

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作出贡献，先

后荣获“全国农村科技致富女能手”

“河北好人”“中国好人”等多项

荣誉。

像父亲一样，
信仰坚定比天高

林渊普 路海洲

一名老党员的
红色基因传承

韩 琳

“二爷，我又来看您了。现在，国家越来越富
强，大家日子也越来越好，住上了楼房，还坐上
了小轿车，您放心吧……”今年清明节，62岁的
陈红石老人来到丰宁满族自治县烈士陵园，在
陈连桂烈士墓碑前，跟往常一样和他说说话，讲
一讲现在的美好生活。老人因为激动脸涨得通
红，眼角微微噙着泪水，虽然声音哽咽，但语气
却铿锵有力。

陈连桂烈士是易县紫荆关人，抗日战争爆
发后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到丰
宁任副县长后，在黑河川、三道河、下庙等地，领
导武工队并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当年9月初，陈连桂等人到二道桥子下乡，
国民党军队闻讯后直扑而来。陈连桂带领同志
们英勇抵抗，最后中弹壮烈牺牲。为纪念烈士英
名，新中国成立后，陈连桂牺牲的地方被命名为
连桂村。

回首峥嵘岁月，以陈连桂等为代表的广大
军民为人民解放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丰宁广大军民拔据
点、反扫荡、歼日伪、扫顽敌，有力地打击了日寇
的嚣张气焰。此后，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你
死我活的战斗，书写了光辉灿烂、英勇悲壮的革
命篇章。”丰宁满族自治县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
闵廷华对记者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丰
宁共9000余人参军参政，壮烈献身的英烈多达
1700余名。

苍松翠柏映忠魂，烈士鲜血沃红花。
“为悼念英烈，县委、县政府在1955年将散

葬于各地的烈士遗骨迁葬到县城九龙山东麓，
修墓立碑，1958年建造烈士陵园，1972年建烈
士纪念馆，馆内陈列着926位烈士的英名录。烈
士陵园今年被命名为第六批河北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闵廷华说。
63年来，丰宁满族自治县烈士陵园几经改

造和完善，早已成为丰宁人民缅怀先辈丰功伟
绩、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地标建筑。

“革命先辈前赴后继，以热血浇灌理想，以
生命践行信仰，才换来了今天的山河锦绣、岁月

静好。牢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会更加珍惜当
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闵廷华说。

近年来，丰宁满族自治县烈士陵园围绕清
明节、党的生日、建军节、抗战胜利纪念日、烈士
纪念日、国庆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充分结合自身
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比如，面向广大青少年，我们开展了生动
活泼的爱国主义教育。”闵廷华说，他们与所在
中小学开展共建共育，利用入学、入队、入团、入
党等有特殊意义的日子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学
习，激发了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和建
设美好家园的热情。近年来，陵园每年接待包括
学生在内的观众2.6万余人次。

下一步，丰宁满族自治县烈士陵园将不断
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注重教育基地硬件设施、景
观环境建设，以优美肃穆的景观环境吸引参观
者、打动参观者，为参观者提供更为丰富的教育
内容。同时，统筹规划、规范管理、挖掘资源、拓
展功能，更好地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最深的缅怀是弘扬，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来到烈士陵园，通过与英烈‘对话’，我们

获得了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智慧，汲取了奋勇前
进的力量。”不久前，在丰宁满族自治县烈士陵
园举办的“庆祝建党百年——新党员入党仪式”
上，新党员代表、“90后”的王俊飞发言时说。

王俊飞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县委督考办考核
科科长。监督检查工作对推动党委政府重大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实际工作中，王俊飞遇到了很多难
题，“比如，丰宁目前正在开展‘学讲话、担使命、
谋发展、抓落实’活动，监督检查事项涉及各乡
镇、各部门，工作覆盖面广、难度大。”

“遇到难题时，我会严格以一名中国共产党
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烈士们不怕牺牲、英勇奋
斗的精神激励自己迎难而上、闯关夺隘，把家园
建设得更加美好。”王俊飞积极创新督查方式、
不断丰富督查手段，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全力
推动活动取得积极成效。

养殖“女能手”、养殖“女状元”、发家致富
带头人……在魏县前大磨乡，马金凤有着各种
被夸赞的称号。为了帮养殖户解决养鸡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提高他们的养殖本领，除了在线
上微信群指导之外，马金凤还会不定期组织培
训交流，讲解养鸡实用技术。

“不论是配料、防疫，还是蛋鸡疾病、消毒
注意事项等，每次培训指导都会学到不一样的
技术，她就是俺致富路上的引路人。”养殖户杨
志勇说。

记者：创业的过程一定很艰辛吧，您是怎
样走上这条路的？其间又遇到过什么困难呢？

马金凤：我出生在前大磨乡前大磨村的一
个农民家庭，家里经济条件不好，1983 年结
婚，公婆也都上了年纪，小叔子残疾，没有劳动
能力，生活比较困难，体弱多病的一家人只能
凭借着家里的几亩地来维持生计。1986年，为
了改变家庭生活窘迫的状况，有了创业的想
法，兜光了家底，又四处向亲戚好友借钱，最终
筹集到1000多元，买了100来只雏鸡，在自己
家的院里搭建了鸡舍，干起了家庭蛋鸡养殖。

但是，空有一股冲劲儿是不够的，由于刚

开始创业，缺乏养殖技术，又不懂市场行情，加
上销售渠道少，结果辛辛苦苦经营几年下来，
不仅没有赚到钱，还把本钱给赔了进去。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2009 年，我被县里的幸福工程项目办公室确
定为救助贫困母亲对象，不仅提供了4000元
的项目启动资金，还帮忙争取到了2万元的小
额扶贫贴息贷款，这给了我重操旧业的勇气和
信心，为了提高养殖技术，降低经营风险，我定
期参加县里开展的养殖技术培训班，并购买蛋
鸡养殖的相关书籍，学习掌握养殖本领，及时
了解市场行情，终于实现了养鸡开门红。

近年来，还购置了食料加工机器和部分专
业养殖设备，运用现代科技使养鸡场向专业化、
规模化发展。现在，仅自己的晓宁养殖有限公司
的蛋鸡存栏已达2万只，年纯收入20万左右。

记者：您认为经营好养殖场最重要的是
什么？

马金凤：在我看来，生意人最重要的就是
要讲诚信，只有做到了诚信，才会有越来越多
的回头客。2013年鸡蛋市场行情低迷，价格一
路下跌，同行都想方设法在饲料里放添加剂，
让鸡蛋黄看起来更鲜艳，以此来提高鸡蛋的价
格。我拒绝了这个做法，宁可不挣钱，也不能让
有食品安全隐患的产品从我的手中流进市场。

前些年创业的坎坷和艰辛，让我更珍惜现
在的创业成果，我们养殖场现在所有出售的鸡
蛋都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标准，全部采用玉米和
豆粕等天然饲料喂养；严禁使用激素；严格按
照国家禽类药用规定进行投放；见蛋时间达4
个月以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做生意就

是诚信经营，咱绝不赚昧心的钱。
牙里镇的常现国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

了，经常给养殖场运送玉米、豆粕等饲料。去
年 4 月的一次送货，我和爱人正忙活蛋鸡防
疫的事情没抽开身，让他自己做的结算，事
后我在对账过程中才发现他算错了账，给我
们少算了2000多元，我立马打过去电话说清
了缘由，将剩余的钱给他退了回去。咱都是
讲诚信的人，不能因为贪图一点小便宜去欺
瞒客户。

记者：听说您为了带动更多的乡亲共
同致富，建起了专业的养殖合作社？

马金凤：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
才是真的富。为了让更多的乡亲
们通过养殖脱贫致富，我在村
里不定期地开展小范围的养
殖技术交流活动，向感兴趣
的乡亲们传授一些养鸡
的实用技术，同时向他
们优惠提供优良的鸡
苗，先后帮助带领大
家 发 展 了 50 多 家 养
鸡场。

杨志勇是其中一家，曾
是村里的贫困户。2015年1月，
他在外打工回来后，直接来场里
找我请教学习养鸡的技术，为了能
够让他真正得到帮助，我从建鸡舍、
购雏鸡、防疫、饲养等各个环节手把手
进行技术指导，定期到他的鸡舍了解养殖
中遇到的问题，并现场解决。经过4个多月的

科学喂养，杨志勇购买的5000只蛋鸡产蛋了，
他喜出望外，能为他家带来希望，我也打心眼
里高兴。

2016年8月，为了帮助更多的村民，我们
在村南建起了养殖区，联合本村和邻村的十
几家养殖户共同成立起专业的亿鸣养殖合
作社，实行原料统一供应、雏鸡统一订购、鸡
病统一防疫，实现规模养殖，和乡亲们共同
走上致富路。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冰洋）“大姐，以后有什
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咱们都住一个小区，应该
互帮互助。”日前，在石家庄长安区荣景园小区，
武如珍刚刚帮邻居李奶奶打了一桶纯净水，放好
水桶后，她甩了甩胳膊，笑呵呵地嘱咐李奶奶。

69岁的武如珍是荣景园小区居民，只要有
空就会到小区孤寡老人家里打扫卫生、代买饭
菜、陪伴聊天。

“别看我快70岁了，可我身子骨还硬朗呢，
现在帮助老人，将来还会有别人来帮助自己。”
武如珍说，她还是社区“道德银行”的一名志愿

者，每年都积累不少积分，可以换取一些日常生
活用品和服务。

原来，为了调动社区较年轻老人参加志愿
服务的积极性，2017年，荣景园社区成立了“道
德银行”，号召“储户”们把志愿服务特别是助老
服务的爱心、时间折算成积分，在自己需要帮助
时可以“支取”相应的服务。

“我退休了，在家无事可做，不如参加志愿
活动，既锻炼身体，还能为社区作贡献。”荣景园
小区居民王吉恒说，通过义务帮助空巢老人、参
与社区巡逻等志愿服务，他每年都能储蓄不少

积分。“做公益能积分，积分还能换生活用品，何
乐而不为。”

61岁的张秀荣是荣景园小区21号楼楼长，
一直以来都热心参加公益活动，经常帮助社区
居民调解矛盾。去年，她得到的积分最多。“今年
我用500积分兑换了‘优先在居委会办理业务’
的权益。”

让“存爱心”“取帮助”的服务模式接续下
去，离不开好的激励机制。

在荣景园社区居委会二楼的一间办公室，
墙上贴着“道德银行”的各类规章制度，包括“道

德银行”简介、工作人员名单、积分奖励制度、储
蓄积分量化管理制度、存折积分标准及使用等，
让人一目了然。

在“道德银行”西北角处放置有一个“奖品
柜”，里面琳琅满目地陈列着各种“奖品”，诸如
指甲刀、维修工具小套盒、玻璃杯、纸抽等。“志
愿者做了一件好事，积一分，就可以换取一包纸
抽。每做10件好事，就可以换取维修工具套盒
一个。”社区工作人员介绍，“‘道德银行’起到了
一种激励的作用，大家伙儿都挺高兴，也更愿意
做好事了。”

“‘道德银行’的志愿者多是社区居民，被服
务对象大都是老邻居，以前基于人情的邻里互
助，如今变成了公益性、精准化的‘银行’模式，
付出的心甘情愿，接受的也心安理得，增进了邻
里和睦相处。”该工作人员说。

在荣景园社区，随着“道德银行”工作的持
续推进，“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和
孝老爱亲的优良传统逐渐深入人心。截至目前，
社区“道德银行”“储户”已达2300余名。

成建红今年51岁，是张家口市军队离休退休干
部第二休养所军休干部。一直以来，父亲都是她仰之
弥高的人。

父亲成刚夫是河南孟州人，曾任空军航空兵第
七师司令部（以下简称“空七师”）副参谋长，1945年
入伍，参加过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1988
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1949年11月，新中国组建空军，成刚夫是首批
飞行员。1962年1月组建“空军护航表演大队”，后重
新命名为“八一飞行表演队”，成刚夫就是其中一员。

成建红听母亲说，中国空军刚成立时，飞行员只
能进行简单的飞行，飞行技术和安全远不如现在，那
时，一家人就住在机场附近，总是为父亲的安危担
心。成建红从小在空军大院里长大，目睹了父亲和其
他飞行员摸爬滚打的训练过程，心中充满敬佩之情。

成建红的母亲是天津武清人，20岁时被部队挑
选担任北京军事博物馆讲解员。在成建红的记忆中，
部队经常轮战，一轮战家里的一切只能全靠母亲。成
刚夫在“八一飞行表演队”时，成建红的两个哥哥和
一个姐姐先后出生，她的母亲工作不到两年，因为孩
子无人照管，不得不作出牺牲，不光是在家做饭、带
孩子，也按部队模式管理，还要为战士们拆被子、洗
衣服，后来到制药厂工作，直到退休。

成建红的大哥和姐姐上世纪70年代踏进军营，
当时，只要父亲说上一句话，他们俩就可能提干，但
父亲并没有这样做，两个人都是当了3年兵后复员。

成建红在家中年龄最小，吃饭常挑食，父亲说：
“你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每天吃大米饭、白馒
头，简直太幸福了，要知足。”从小立志当兵的成建
红，1990年在大同新兵二连训练3个月，她硬是咬紧
牙关挺了过来，不仅改掉了挑食的毛病，而且锻炼出
吃苦耐劳的品质。

同年6月，成建红到山西定襄场站卫生队担任
卫生员，1993年考入吉林空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3
年后分配到“空七师”张家口场站卫生队。

2002 年，成建红调到政治处干部科，负责干部
档案。当时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一次看到父亲的档
案，亲人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眼前，她决心，要像父
亲一样，一辈子信仰坚定、踏实工作。

19年来，成建红经手的档案数千宗，始终像父
亲一样秉公办事、不徇私情。2005年和2009年，成建
红被评为“档案管理先进个人”。

在成建红眼中，父亲一身正气，他对党和军队无
比忠诚，信仰坚定比天还要高。

（林渊普单位：张家口新闻传媒集团 路海洲单
位：张家口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

申万英，邯郸市峰峰矿区西固义乡西河村人，今
年73岁。她的家庭跨越三代，从战火硝烟到和平盛
世，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血脉传承。

提起“鸡毛信”，大家都会想起《一封鸡毛信》的
红色故事，申万英的父亲申清新在抗日战争时期就
曾当过共产党的地下通信员，他多次完成组织交代
的送信任务，不管有多远，几十公里乃至百公里，没
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双腿。

执行任务中，因为怕被敌人发现，常常需要深夜
赶路，走的都是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的山路，不仅要
躲避日军，还要躲避野兽。一次在走山路时碰到了
狼，虽然爬到邻近的树上暂时保住了性命，可信还没
有送到。申清新灵机一动，脱掉上衣远远扔出去，成
功吸引狼的注意，自己迅速下树跑去给组织送信，才
圆满完成任务。

申万英在父亲的事迹中感受到信仰的力量，传
承着红色基因。

大峪镇南山村是一个小山村，交通不便，孩子
们要到几里外的邻村上学，为了便于孩子们上学，
政府就在村里设置了小学，申万英成为第一批民办
教师。

教师用的是生产队遗留下来的两间旧屋，教学
工作开展得异常艰辛。看着有的同事终因生活清苦、
环境闭塞先后申请调走，申万英没有打退堂鼓。“我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看着孩子们上学困难，如果不读
书，恐怕他们一辈子也走不出山村。”

因为在校教学期间表现突出，23岁的她就成为
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坚守岗位十余年，她没有向村
里和乡镇政府提过任何要求，还想方设法帮助村里
的学生考进更高的学府。

如今，申万英已不再任教，但作为高龄老党员，
村里有什么急事，她依然会挺身而出。虽然没有像父
亲一样在战火中经历生死考验，但是在三尺讲台上
依旧历练着党性、初心，对党的忠诚、执着，为之奋斗
的初心坚如磐石。

除了工作任劳任怨，家庭和谐、教子严格，也是
申万英家庭的良好家风。

“小时候，母亲总是给我们讲姥爷送信的故事，
还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讲到新中国的诞生，从烽
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讲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红色
家风熏陶和影响着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每个成员。”
同为教师的大女儿刘秀丽说。

三代人前赴后继，数十载薪火相传。一家人用行
动和坚守诠释了党员家庭的优秀品质和责任担当。

（作者单位：邯郸市峰峰矿区大峪镇宣传办）

石家庄市荣景园社区

“道德银行”吹起“文明风”

马金凤查看蛋鸡养殖情况。 受访者供图

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闵廷华（左一）正在为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党员干部讲述英烈事迹。 丰宁满族自治县烈士陵园管理处供图

魏县晓宁养殖有限公司经理马金凤

“和乡亲们共同走上致富路”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