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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7年出生，4岁时患上小儿麻痹，落下了
终身残疾，读书坚持到了初中毕业。虽然落残的
右臂比左臂细一半，手指有些畸形，我却爱上了家
中的缝纫机。从最初笨拙地穿针引线，到熟练操
作跑直线、挖兜、纳鞋底……我单脚踩着踏板，找
到了人生的自信。

1974 年，霸县（现霸州市）第一服装厂招工。
我顺利通过企业独设的考试，成为厂里唯一的男
缝纫工。8年间，我几乎干遍了服装厂所有工种，
技术水平超过好几位老师傅。1982 年，我放弃

“铁饭碗”，在家里办起服装裁剪培训班，培训班最
火的时候，一天有300名学员。

事业成功，我赢得鲜花和掌声。可其间接触
到的一个个残疾学员，却让我萌生转型的想法：不
少残疾学员在遇到我之前，因为缺乏一技之长，很
难找到工作。我想，何不专门办一个针对残疾人
的技能培训班呢？

从 2004 年开始，我的培训学校只招收残疾
人，且培训范围逐步扩大，设有盲人按摩、电子商
务、服装裁剪、手机维修等十几种专业技能培训课
程。我先后创办了服装公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为残疾人学技术、就业创业
保驾护航，用自己的努力帮助残疾人朋友更有尊
严地生活。

事业成功的背后是妻子刘四霞的默默付出。
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关心、理解、支持我的工作，并无
怨无悔地承担起家庭重担。多年来，每当我遇到工
作上的困难和身心方面的病痛，妻子都用自己的方
式帮我化解，渡过一次次难关，让我倍感温暖。

近年来，我的培训学校先后培训4000多名残疾
人学员，为他们开辟了缝纫、计算机、按摩、养殖等多
种就业渠道。在翻建教学楼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我
和妻子依然积极为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救灾捐款，
跟踪关注毕业后的残疾人就业情况，针对需求给他
们赠送电脑、缝纫机、手机维修工具、轮椅等。

教育管理孩子方面，妻子也承担得更多一
些。如今，孩子们已长大成人，长子在部队服役，
多次立功受奖；次子在大学被评为“三好学生”，并
被学校保送读研。

“之前我一直在部队服役，回家的时间比较
短，每次和家里通电话，父亲都会对我的人生方向
进行指引。在他身上，我发现了自强、自尊和自
爱，以及放眼未来的眼光。”儿子王者风现在任圣
沅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主任，他说，要像我一样投
身公益，帮助有需要的人。

“残疾人公益事业还在路上，永无止境。要有
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我经常这
样教育儿子，我和我的家人也会沿着当初的目标
一步一步走下去，将这份事业与责任代代相传。

（王元顺工作单位：廊坊市圣沅残疾人职业培
训学校 陈正、滕雪叶工作单位：廊坊日报）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源于心，“爱”生于
情，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先辈传承
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家庭美满幸福的基石。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家风淳
朴，与邻里相处融洽，自成家以来，一直和公婆及
92岁高龄的奶奶同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作
为年轻一代，赡养老人既是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子
女应尽的义务。我以孝道为荣、以奉献为荣，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孝道。

之所以能真正做到孝老爱亲，离不开家中长
辈的言传身教。奶奶年轻时命运多舛，她的丈夫
作为一名远近闻名的外科大夫，曾任固安县人大
代表，固安县第一例成功的开颅手术就是出自他
手，可惜英年早逝，奶奶独自将两儿一女养育成
才，其中的艰辛不可言表。

老人节衣缩食，自己再苦再累，也从没有放松
对子女的管教，时常教导儿女：“不学礼，无以立。”
在她的谆谆教诲下，儿女们都养成谦和知礼的
性格。

我来到这个家庭，也被浓厚的孝老爱亲和睦
家风所感染。对老人百般呵护，从衣食住行各个
方面，将公婆和奶奶照顾得无微不至。奶奶行动
不便，我会每周抽出时间，推着轮椅带老人去公园
散心；一有时间，就会拉着奶奶的手陪她说话，老
人家年纪大了有时总是重复一个话题，我也会耐
心倾听；奶奶上了岁数肠道功能逐渐退化，我就变
着花样做些既可口又好消化的食物给她吃。有
时，我甚至会为了满足老人的饮食健康需求，不惜
来回奔波几十公里去采购新鲜又健康的食材，为
老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两个孩子的
妈妈，我也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要求孩子
们从小树立孝老爱亲、尊敬师长的良好品德。我
工作的社区经常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其中就包括
孝老爱亲活动，只要不影响孩子的学习，我都会带
上孩子一起参加。

通过日常的耳濡目染和志愿活动中的言传身
教，家里的两个孩子也蜕变成了“小暖男”，不论什
么时候，都会把手里好吃的让长辈先品尝，长辈身
体不舒服时，会及时关切地送上一杯热水……

奶奶常拉着我的手忆苦思甜，“回想当初和现
在幸福美满的日子，真是天壤之别。”老人每每说
到党的恩情，总是眼泛泪花。在大力倡导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在我们这个四世同堂
的家庭中，孝老爱亲的优良传统，正在一代代传承
下去。

（作者工作单位：廊坊市固安县社区办新源街
东社区）

让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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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善孝为先
夏雪婧

进入 3月，我省多地发生疫情。连日来，在
核酸检测点现场、入户排查的小区里、守护卡点
的公路上……一抹抹“志愿红”，聚光成芒，温暖
人心。

在省文明办的指导下，全省各地尤其是重
点地区积极动员，广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
迅速行动，投身到疫情防控，各尽所能、奉献担
当，构筑了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用“志愿红”绘
就了疫情防控的最亮底色。

3月是“学雷锋月”，春暖花开好时节。在燕
赵大地上，志愿者们无私奉献温暖和爱心，用行
动践行着新时代雷锋精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歼灭战贡献力量。

硬核担当，助力疫情防控

“疫情当前，绝不后退，我们必须在前。”连
日来，唐山市路北区钓鱼台街道钓南楼社区的
志愿者们头戴小红帽，协助社区工作人员指挥
调度核酸检测工作，引导居民登记、扫码、采样，
维护秩序，入户排查宣传。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挺身而出、默默奉献。

唐山市文明办、志愿服务协会第一时间发
布通知，引导全市广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
科学有序专业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志愿服务。截
至 3月 22日，全市共有 10564名志愿者、1003支
志愿服务队、14.3 万名党员和机关干部来到社
区防控一线，协助开展值班值守、核酸检测、生
活物资保障、维护社区秩序等各项工作。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在沧州市
运河区多个小区，由社区、业主委员会和党员组
成的志愿者服务队，用真诚与爱心扛起了阻击
疫情的硬核担当。

嘉禾一方西区有近 2000 户、5000 余名居
民。3 月 9 日，疫情发生后，业委会主任李强号
召全体业委会成员踊跃报名，成为小区第一批
抗疫志愿者。李强的爱人刘文娟也积极响应，
加入志愿者队伍，成为小区里首对抗疫“夫妻
档”。如今，小区有 100余名志愿者按照社区统
一安排和小区居民需求，进行核酸检测秩序维
护、运送物资等。

在廊坊，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一支支志愿者队伍活跃在各个社区和防控点，
成为疫情防控中最温情的力量。

“请您出示采样码”“请您保持一米安全距
离”，连续多日，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的大美
胜芳志愿者团队的志愿者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这些话。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到达集合点报
到，开始一天的志愿服务。等到村街居民接到
通知，陆续出来检测，他们又要负责维护秩序，
帮助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

任丘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动员500余支志愿服务队、2万余名志愿者投身
到349个行政村和53个社区的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中；沧州红心志愿服务协会百余名志愿者投

身防疫一线，坚守志愿服务点近40处；沧州老兵
救援队出动人员120余人次，集体消杀公共区域
3 万多平方米，对 70 多个小区和村庄进行了消
杀……

“你们在抗疫一线，我们来为你们服务。”连
日来，廊坊交发集团号召两家公司组织 60辆出
租车，成立疫情防控应急车队。出租车志愿者
们穿梭于市区，接送医护人员到各个核酸检测
点开展检测工作。

为民解难，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我的降压药没了，能帮我买吗？”“我家的
燃气费该缴了，可以帮帮我吗？”……买药送菜、
水电缴费，这几天，大厂志愿者协会“红蜻蜓跑
腿”志愿服务队格外忙碌。

急百姓之急，解百姓之忧。在大厂，这支由
10人组建的队伍，每天奔波于街头巷尾、小区村
街。在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家住北辰阳光小区
的杨大妈突发高血压，却无法外出买药。她的
女儿联系了“红蜻蜓跑腿”志愿服务队，没想到
十几分钟药就送到了家。

在沧州市区，千余名“骑手”变身运输队员，
保障居民生活所需。

因疫情防控需要，不少市民居家不能外
出。面对广大居民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用
品的需求，商超的运转和配送压力较大。在相
关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市区千余名“骑手”组成
物资配送保障团队，为广大居民配送生活必
需品。

3 月 15 日上午，快递员李思林开着快递车
上路，往返于商超与社区之间，“时间紧、任务
重，我争取多跑几个来回，多送些货。”

志愿服务暖了民心，而在肃宁、献县，一段
爱心的接力成为挽救生命的义举。

3 月 16 日 17 时许，肃宁县物流产业聚集区
办公室接到献县疫情防控网格管理员的求助电
话。原来，献县居民王先生患有白血病，网购的
药物已经到达圆通速递肃宁转运中心，但因为
疫情封控快递不能送达。而此时他的药只能维
持一天。

生命至上！20多名圆通速递工作人员仔细
查看监控，并运用技术手段寻找，经过3个多小
时的努力，从4万多件快递中找到了王先生的快
递，并第一时间把快递送到了肃宁与献县交界
处。第二天上午，“救命药”终于送到王先生
家中。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3 月 14 日，在廊坊市安次区落垡镇邢官营

村园农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村党支部书记
杨文成急坏了，“因为疫情外地车辆进不来，我
们的车辆出不去，合作社十几万斤芹菜滞销。”

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一条信息在微信朋
友圈广泛传播：邢官营芹菜因疫情造成滞销，希
望有通行证的批发商洽谈收购。得到消息后，
区、镇两级政府了解情况，并与当地各大超市联
系对接。中午 12时，安次区仇庄镇西永丰村爱
心商户的车第一个开进了合作社。

短短 7个小时，该村滞销的芹菜销售一空。
看着一辆辆满载着芹菜的货车从地里开出来，

杨文成脸上露出了笑容。

奉献爱心，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3月15日上午，沧县杜林回族乡北李庄村村
委会门口，村民们有序排队采集完核酸后，每家
都领到了一袋萝卜。这些萝卜是村民刘少动捐赠
的，每袋四五公斤重，一共有2000余公斤。

北李庄村有村民 400 多户、1500 多人。疫
情发生后，村里实行管控，村民们买菜多有不
便。3 月 14 日晚，看到全村的微信群里乡亲们
说起买菜的问题，刘少动想到了自家地里的萝
卜：“刨出来分给大伙儿吃，这个时候能帮一把
是一把。”

疫情防控中，邻里亲情更加醇厚，“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得到有力彰显。

3月15日6时许，廊坊市广阳区蒸膳坊饭店
将 300余份早餐送到抗疫一线。从 3月 10日开
始，该饭店安排驻店大厨，采购优质食材，精心
烹制菜品，将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坚守在一线
的抗疫人员手上。截至目前，爱心餐企已为疫
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早餐近2000份。

3 月 21 日上午，唐山市古冶大市场馨园快
餐店为区内各街道卡点工作人员、广大志愿者
等免费发放工作简餐，让他们有一口热乎饭吃。

奉献一份爱心，传递一份温暖。
清河县发生疫情后，当地爱心企业与爱心

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赠资金物资，助力清河疫
情防控。截至3月13日，700多家爱心企业奉献
爱心，捐赠资金物资总计1318.82万元。

微笑服务、文明驾驶、协助老弱病残孕乘
客安全乘车……自2001年9月成立以来，邯郸
公交集团第一公共汽车公司 17路线（雷锋线）
的驾驶员始终坚持天天都是“雷锋日”，用小行
动播撒大爱心，在十米车厢诠释服务无疆的理
念，赢得市民交口称赞。

日前，第七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
位学雷锋标兵名单公布，邯郸公交集团第一公
共汽车公司17路线被命名为“全国学雷锋活动

示范点”。

打造城市的“雷锋号”

“您好，欢迎乘车。”每当有乘客登上 17路
公交车，都会听到一声亲切的招呼。

“17路线是一条以‘学习雷锋精神、创建文
明线路’为主题的雷锋特色线路。”17路线队长
崔贵燕介绍，17路起点站是东辛庄公交枢纽，
终点站为黄粱梦镇，途经“负荆请罪”的回车

巷、“邯郸学步”的学步桥、“赵武灵王点兵台”
的丛台公园等当地著名景点，线路长度 34.6
公里。

“由于沿途景点较多，因此客流量很大。”
谈起打造“雷锋线”的初衷，崔贵燕说，为了引
领社会风气，同时更好地服务乘客，17路线于
2003年开始以传承雷锋精神、奉献社会为主题
打造“雷锋线”，并在线路车辆车头张贴“雷锋
线”线路标志。

“公交车是流动的文明窗口，是宣传文明
的阵地，也是传播正能量的载体。”崔贵燕介
绍，2018年，在为广大乘客提供安全、文明、便
捷、舒适的乘车环境的基础上，17路线进一步
深度传播雷锋精神，以雷锋精神、雷锋事迹及
雷锋日记为主要内容，精心打造了雷锋图片、
雷锋名言、雷锋故事等不同的雷锋主题车厢文
化，使公交车成为市民学习雷锋精神的“流动
课堂”。

“学雷锋争做新时代公民”“弘扬雷锋精
神，争当时代楷模”“多一个雷锋，多一份关
爱”……在 17路线公交车上，随处可见醒目的
标语，让乘客感受到了浓浓的学雷锋氛围。

“车厢里，车长们还自掏腰包配备了便民
药箱、便民袋、爱心伞等用品。”崔贵燕介绍，17
路有 20 位车长，他们坚持用实际行动播撒爱
心，把“雷锋线”变成市民满意的公交路线。“咱
开的是‘雷锋线’的车，就得时时刻刻把群众放
在第一位。”

十米车厢的暖心服务

“胡姨，今天我这趟准时不？”“准时，准
时……”3月 9日早上 7点钟，胡玉霞像往常一
样，登上了 17路首班车，车长胡东方跟她热情

地打着招呼。
72岁的胡玉霞家住邯郸市丛台区中煤 73

处家属院，自从家门口开通了 17路公交线路，
17路车就成了她去丛台公园锻炼身体的主要
交通工具。

“坐上‘雷锋线’公交车，让人感觉雷锋就
在身边，心里很温暖。”作为 17 路公交车的常
客，乘务组工作人员对乘客的细心关怀最令胡
玉霞感动。

“车长们开车很稳，态度也好，我们都喜
欢。”胡玉霞回忆起第一次登上 17路车时的情
形，“遇到上年纪的老人或者残疾人上下车时，
他们都会站起来，走到门前搀一把，下车时，也
总会亲切地提醒‘不着急，车停稳了您再下’。”

“要把乘客当家人。”17路车长们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

去年5月，一辆17路公交车行驶到人民路
新世纪商业广场时，车厢内一位50岁左右的女
性突然跌倒在地、浑身抽搐。

“我学过医，当时判断她可能是癫痫病发
作。”发现情况后，车长王进忠迅速靠边停车，
从急救包里拿出一双筷子，别在乘客上下牙齿
之间，防止咬伤舌头，与此同时，征得其他乘客
同意后，向距离最近的市中心医院疾驶，为发
病乘客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救助突发疾病的乘客、捡拾财物主动交
还失主、偶遇自燃车辆果断灭火……真情服
务换来了乘客的认可，多年来，不少乘客为
17 路公交车的工作人员写来感谢信、送来
锦旗。

为候车乘客引导咨询、协助车长测量体
温、清理站点小广告、擦拭站点座椅……在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17路公交车的车长们积
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发扬和传承
雷锋精神。

一条线，温暖一座城。河北省十佳文明线
路、河北省青年文明号线路、邯郸市十佳文明
线路、邯郸市交通运输系统先进集体……一连
串的荣誉，正是 17 路线用心服务群众的最好
诠释。

崔贵燕说，她和17路线的车长们要做的事
还很多，要继续传递文明，传递爱心，让“雷锋
号”的牌子越来越亮。

全省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行动起来，团结一心助力疫情防控——

“志愿红”温暖燕赵大地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邯郸公交集团第一公共汽车公司17路线（雷锋线）

十米车厢传温暖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3 月 10 日，霸州
市大美胜芳志愿者
团队志愿者周子芳

（左一）、刘雪霜（左
二）等为一线防疫人
员做爱心餐。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镇源摄

邯郸市17路公交车车长王进忠对学习雷锋宣传画框进行加固。
河北日报通讯员 贺兴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