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050013 总编室：0311—67563100 广告发布编号：13010020170004 河北日报广告业务部：0311—67563302 67563303 2022年度定价：536元 印刷：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12 文明河北 2022年9月2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刘常俭

“担着啥吆喝啥”
马素平

日前，我省公布16名（组）2021—2022年度河北省“新时代好少年”
名单，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了学习榜样——

立铮铮报国志 展好少年风采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邢台市南和区构建“道德银行+积分兑换超市”模式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

“一存一换”间，激活向上向善内生动力
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

感恩奉献传文明
李 媛

秦皇岛着力打造社会服务工作站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新时代呼唤好少年，好少年需要好
榜样。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今年，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
省妇联、省关工委在全省未成年人中开展
了“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日前，
经过各地广泛发动、精心组织、层层推选，
2021—2022 年度河北省“新时代好少年”
名单发布揭晓，1支优秀团队和15名学生
脱颖而出。

他们分别是：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
好少年保定市阜平县“马兰花儿童声合唱
团”成员；志愿服务、童心向党的好少年邹
佳琦、张子齐、杜昀桐、孙铭阳、任昱涵；热
爱发明、科技创新的好少年李佩琦；自立
自强、乐观向上的好少年吕文晶、田宇；弘
扬传统、传播优秀文化的好少年马梓晴、
崔钰萱；全面发展、勤学善思的好少年高
姿涵、李青朗、孟锦诗、张嘉伦；团结互助、
见义勇为的好少年曹恩溥。

这 16名（组）“新时代好少年”是全省
1300万未成年人的优秀代表和模范榜样，
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新时代好少年爱党爱
国、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为广大青少年
树立了学习榜样。

唱响新时代强音
传递少年正能量

今年 2月，“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用
童声唱响奥林匹克会歌，让大山里的声音
飞向世界。合唱团由来自革命老区阜平 5
所学校的44名孩子组成，在没有任何登台
演出经验的前提下，他们克服各种困难，
通过 3个月的苦练，终于登上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舞台。

从最初唱国歌都跑调，到用希腊语
唱响奥林匹克会歌，“马兰花儿童声合唱
团”的孩子们用童声向全世界诠释了“更
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
格言，展现了中国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返回阜平的“马兰花儿”更影
响带动了当地音乐教育的发展：阜平县
教师艺术团成立，16 支学校合唱团建立，
保定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师生奔赴阜平开
展音乐支教……

唱响新时代强音，传递少年正能量。
秦皇岛市特殊教育学校培智专业部学生

吕文晶擅长轮滑，多次参加残疾人运动
会、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获金银牌；邢
台市马路街小学学生高姿涵才艺兼备，自
觉宣讲红色故事、诵读红色经典，是传递
正能量的小达人，朗诵的作品获得全国一
等奖、“朗诵精英奖”；唐山市遵化市堡子
店中学学生曹恩溥，勇闯火海机智救人；
张家口市宣化区第一实验小学学生田宇
从小懂得感恩、自立自强，一岁时爸爸因
车祸高位截瘫，每天放学回家帮爷爷奶奶
做家务，给爸爸按摩、做康复……

小小少年立下报国志，在奋发学习中
历练本领，努力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
材。“VEX 第九届亚洲机器人锦标赛”中
国总决赛中获一等奖、冠军、最佳设计奖，

“世界机器人大赛”一等奖，“第五届全国
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全国二
等奖……面对众多荣誉，保定市第十七中
学学生李佩琦坦言，“参加比赛不是为了
获奖，而是自己对科技的一份热爱，希望
将来能用自己所学为大家生活带来便
利。”

在传承传统文化中涵养文化自信、提

升文化素养，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沧州市
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学生马梓晴从小接
触西河大鼓，先后参与《中国影像方志》

《西河大鼓》等非遗项目录制，并利用课余
时间参加公益演出；承德市民族中学学生
崔钰萱的书法作品被收录于全国硬笔书
法大赛作品集，在世界和平艺术小天使才
艺大赛中获得省级书法类金奖并被评为

“世界和平艺术小天使”。
全面发展，多才多艺。几年来，衡水市

珍宝街小学学生孟锦诗读书千本以上，听
音频时长达到1000个小时，并利用课外时
间学习打乒乓球、弹钢琴、画画；廊坊霸州
市第二小学学生李青朗富有语言天赋，多
次参与录制省市级春晚，参加央视网络春
晚等大型演出活动，曾在全国中小学生演
讲比赛中获得二等奖。

一颗红心永向党
志愿服务显担当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新时代好少年”铭记光荣传统，传承革

命精神，心中种下了童心向党的红色
种子。

在邯郸市丛台区荀子实验小学就读
的张子齐，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
小听着父母讲红色故事长大，“传承红色
基因，争做时代新人”成了她的座右铭。她
经常把看到的红色电影、读到的革命故事
讲给同学们听。

为了向更多人宣讲红色故事，张子齐
主动报名成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少先队主
题场馆——少先队博览馆的第一批“红领
巾小小讲解员”。无论是少先队的历史、小
英雄的事迹还是邯郸的历史文化，年仅 9
岁的她都能讲述得声情并茂、感染力
十足。

石家庄市联盟路小学学生任昱涵也
是一名传承红色基因的小宣讲员，她积极
参加群众文艺展演，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之际，参与《我和我的祖国》大型音乐 MV
录制；安新中学学生张嘉伦积极参与各种
社团活动和冬季运动，在校内志愿宣传冬
奥知识、宣讲革命故事。

不仅如此，他们还是热心公益、奉献
爱心的小志愿者，用实际行动展现“新时
代好少年”的担当风采。

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学生杜昀桐就
是其中一员。与贫困小学生结成帮扶对
子、为灾区义卖玉米筹集善款、帮扶困境
中的小学生……杜昀桐 5 岁起便跟妈妈
一起参加公益活动，11 年间，共参与公益
活 动 127 场 ，累 计 志 愿 服 务 时 长 622
小时。

作为全国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
大钊纪念馆”和“乐亭县英才馆”的小志愿
讲解员，唐山市乐亭县新河初级中学学生
邹佳琦已有三年多的讲解经验，经常利用
寒暑假和课余时间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参
观者做志愿讲解，服务2万余人次；邯郸市
馆陶县实验小学学生孙铭阳热爱宣讲，参
加馆陶实验小学扬帆志愿服务宣讲小分
队，到王桥小学、张寨小学等 30余所乡村
学校少年宫宣讲革命先烈英雄故事、身边
优秀劳模故事。

他们用向上向善的事迹，诠释了“新
时代好少年”的定义，彰显了蓬勃奋发的
精神风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在时代进步中焕发绚丽光彩，
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赵彦华，拾得钥匙一串及时上交村
委会，存入10分；赵平江，参加志愿服务，
存入 5分……在邢台市南和区河郭镇赵
牌村的“道德银行”里，一本本红色存折
颇为显眼。但这个存折不存钱，存的是村
民们美德善举转换成的积分值。

11 积分兑换小米 3 斤；10 积分兑换
红枣 2 斤；21 积分兑换大米一袋……赵
牌村里还建有一个“积分兑换超市”，村
民们可用“道德银行”积累的积分兑换各
种生活物品。正是这“一存一换”间，激活
了赵牌村村民向上向善的内生动力。

目前，南和区226个村和社区实现了
“道德银行”“积分兑换超市”的全覆盖，
明礼诚信、孝老敬亲、团结友善的文明新
风尚已蔚然成风。

“银行”存“善举” 记录文明变化

谈起“道德银行”，赵牌村党支部书
记李进国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5年前。

赵牌村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但村里
总有婆媳不和、街头闹事等大小矛盾发
生，让李进国十分头疼。如何让乡风更文
明、百姓更和睦？2017 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李进国外出学习受到启发，回村就召
集村“两委”商议设立了南和区第一家

“道德银行”。
“‘道德银行’记录村民们的善行善

举，谁做了大家公认的好事儿都可以在
‘银行’里存入相应积分。”李进国说，积
分情况定期会在村里的公示栏公布，同
时积分也是村里评选“文明村民”“道德
模范”的重要依据。

为合理确定积分值，当年，村里专门
设立了道德评议会。评议会由村“两委”
代表、村民代表和村内德高望重的老党
员组成，对村民们孝老敬亲、律己守法、

勤劳致富等多种善行义举进行评定。
有了“道德银行”，建了评分机制，

很快“银行”里的“存单”丰富了起来。化
解邻里矛盾、打扫街道卫生、帮助孤寡
老人……一桩桩、一件件好事不断在赵
牌村里上演。

“村容村貌好了，邻里间小矛盾少
了，村民参与村里活动的热情更高了。”
村里的变化让李进国很是满意。

为了更好地发挥“道德银行”的作
用，让有德者有得，“道德银行”设立不
久，在爱心企业的捐助之下，赵牌村成立
了“积分兑换超市”，1 积分抵 1 元钱，村
民可凭积分在超市兑换各种生活用品。

“积分兑换超市是对‘道德银行’的
一种‘反哺’，能进一步激发村民内心蕴
藏的道德力量，让村民更积极地参与村
务管理。”李进国说。

如今，“道德银行+积分兑换超市”模

式已在南和区广泛推行。各村和社区还
因地制宜制定了相应的道德积分细则，
用积分制激励村民积德行善，引领乡村
文明新风尚。

积分聚能量 涵养文明乡风

这段时间，南和区贾宋镇后寺上村
的村民们都说，村里有名的“懒汉”张小
建最近像变了个人，不仅积极参加村里
组织的活动，还热心帮助邻里。前不久，
由于张小建表现优秀，村“两委”还推荐
他成了村里的入党积极分子。

张小建的新变化，就得益于今年年
初后寺上村新建的“道德银行”。

“道德银行”刚建起来那会儿，张小
建全然没在意。好人好事、善行义举以积
分形式存储起来，积分还可以兑换成日
用品，在他看来，不过是村里搞的噱头。

可时间一久，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每

个月的积分榜单公布，村里大喇叭的宣
传，让张小建也起了好奇心。

“当时就想知道‘道德银行’到底怎么
存积分、兑积分。”张小建不好意思地笑着
说，“‘道德银行’确实有很多好处。参与了
几次村里的集体活动，积了一些分数，没
想到村里‘道德红榜’上就有了我的名，上
个季度，我还用积分兑了不少奖呢。”

其实，所谓“奖品”无非就是些牙刷、
洗衣粉、锅碗瓢盆等百姓日常生活用品。

“东西都不大，就是起个鼓励作用。”后寺
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小强深
知，村民看中的并不是这些物质鼓励，而
是对于善行美德的肯定。

仅仅半年时间，“道德银行+积分兑
换超市”模式就激发了村民们主动做好
事的内生动力。

前不久，村民张立刚在“村民议事微
信群”上发了一条求助信息，“我家水管
跑水了，请派人来给看看。”

“不用管了，修好了。”李小强还未来
得及安排人处理，村里的退休干部张军
的已经跑到张立刚家解决了漏水问题。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别看就这半
年光景，村民们做的好事越来越多了，需
要村干部处理的琐事少了，这样下去，村
子风气能不好吗？”李小强对村里未来的
文明实践工作充满信心。

顺势而为，如今，南和区已将“道德
银行”和“积分兑换超市”并入新时代文
明实践平台建设，引领群众参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赚取积分兑换物品。同时，
建立健全“道德银行+积分兑换超市”登
记、奖励、兑换、公开、监督、日常管理等6
项保障机制。据统计，南和区已涌现出道
德模范 5000 余人，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
30个、文明乡村26个。

“担着啥吆喝啥”，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家的家风。
父亲说，做人就得本本分分、勤勤恳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作为地地道道
的庄稼人，父亲把种好地作为自己的职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小时候家里粮食少，不够吃。承包土地以后，父亲带领我们一家人，
从早到晚在地里劳作——锄草、施肥、浇地。无论干地里的啥活儿，他的要
求都非常严格。比如锄草，要把锄下来的草抖搂得干干净净的，根上不能
带土；施肥，肥料不能离根太近，也不能离根太远，该用土埋的肥料，就得
用土埋好；浇地，不能让水白白乱跑一地，否则地浇不透还浪费水。小时
候，我总是嫌父亲唠叨，现在才知道其实父亲是严谨认真。一年下来，粮食
大丰收，再不为吃的发愁了。多余的粮食还可以换成钱，贴补日常家用。

“早起三光，迟起三忙。”父亲说，“起早不贪黑，也有说道。”夏天去地
里干活儿，天还没亮，我们一家人就动身了。到了地里，天刚放亮，我们稍
休息一会儿就开始干活。等太阳上来，天也热了，我们就收工回家。很多乡
亲们打趣说，从来没看见过我们去地里干活儿，可是地邻却说，从来没见
过我家地里的草盖过庄稼。这样一天下来，我们干活不显得忙碌，看上去
都是休息时间，但农活一点也没少干。

“担着啥吆喝啥”，真的很受用，现在的我深有体会。
我在村里学校代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除做好课前准备

工作外，还利用课下时间、在校时间，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辅导。比如，
下课后随时提问上课没有专心听讲的学生，提醒并告诉他们上课的要点；
或者下课抽查几道数学题，让基础差的同学做一做，看看掌握的程度；还
有，让优秀的学生成为“小老师”，和我一起帮带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这
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每次的考试中，我带的班级都能名列前
茅。同事们常常问这是为啥？我骄傲地说，是父亲那句“担着啥吆喝啥”时
时鞭策着我，干一行、爱一行。

父母为先立好样，子女随后争自强。弟弟参加了村里的社火，有空就
伸胳膊练腿儿，我们在一旁有时也说长道短。有一天，我看见老弟对着镜
子比画，就故意问他，“有那么认真吗？”老弟说，“爸不是常说，担着啥吆喝
啥，总得弄个差不多吧……”

“担着啥吆喝啥”，这短短的几个字，让我们一家受益匪浅。传承好家
风，守好“传家宝”，我们一直在努力。

（作者系石家庄井陉矿区北风山社区居民）

我叫李媛，是一名人民教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家庭故事。
先从我的姥姥说起吧。她叫王淑兰，当了一辈子环卫工人，在平凡的

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那时候，设备还不像现在这样先进，一把扫帚、
一辆小拉车就是她的装备。姥姥负责的路段没有路灯，轮到晚上值班的时
候，还得拿着手电筒照明，一直要扫到天亮。

1982 年姥姥退休时，将扫把传给了刚刚毕业的我的母亲。姥姥说，
“在哪儿都是为社会作贡献，劳动最光荣！”

“爱岗敬业、积极向上、敬老孝亲”，这是姥姥对我们的教导，也是我们
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在我们的大家庭中，有13名
共产党员。姥姥的言传身教铸就了我们的家训：爱国爱党爱人民，感恩奉
献传文明。

再说说我的爸爸李德。他多年来扎根环卫工作一线，从一名环卫工人
成为全国环卫系统唯一一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是我一生学习
的榜样。

记得小时候，我还纳闷儿怎么老见不到父亲的身影，也曾埋怨过父亲
一心投入到工作中，顾不上我们。如今，他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但依然
坚守在一线。父亲总说，“共产党员，有好处时想到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在危难时敢于豁得出去。对党忠诚、有担当，不是体现在口号上，更是体现
在行动上！”直到现在，我才深深体会到父亲作为共产党员的那份担当。

因为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妈妈就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妈妈给了我
们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小的时候，她要照顾我。后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变老了，妈妈又得肩负起照顾老人的职责。从妈妈身上，我学到了孝敬与坚
强。长大后，为分担母亲的负担，我主动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姥姥，即使怀孕期
间，工作劳累，也要肩负起孝敬老人的职责。

还要说说我的爱人。他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不仅医术精湛，还视患者
为亲人，常常为病人着想。记得有位老大爷，他儿子因车祸去世，靠着种地
卖菜生活，收入微薄。有一次，大爷的老伴住院，我爱人为老大娘缴了
1000元住院费。

我感恩自己有这样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对我而言，是爱的港湾，也是我
人生的“加油站”。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以后，我把所有的光和热都奉献给了
孩子们。由于我工作认真、成绩突出，多次获得“优秀教师”“师德师风先进
个人”等荣誉称号。

我和爱人还积极帮助贫困学生，参与各项公益活动。我还和爱人、父
亲连续参加了5届爱心送考活动，多次为贫困学生捐款捐物，累计捐款达
4万余元。

这就是我的家，给我温暖、给我力量的家。我爱我的家，我也希望每个
家庭都互敬互爱、孝老敬亲、互相包容，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沧州市运河区临海路小学）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妍）每周末都有歌舞活动，组织新居民成立志
愿服务队……这个夏天，秦皇岛市路北社区格外热闹，这里的社会服务工
作站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号召大家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技
能，为社区治理工作贡献力量。

“这是一个新社区，多数居民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我们希望通过组织
活动，让他们更加亲近，找到归属感。”该社会服务工作站负责人说。

为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秦皇岛市按
照“统一标识、统一挂牌、统一规章制度、统一服务标准”的建站要求，将安
居社区、育花路社区、路北社区、草厂村、蒲兰村作为镇街工作站的服务基
地，打造了5个组织规范、设施齐全的社会服务工作站，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近日，在北戴河区西山街道安居社区西山社会服务工作站，志愿者们
正在开展建档立案工作，对孤寡独居、高龄卧床老人等特殊群体，进行个
案和小组工作。“我们重点围绕老年人、残疾人、留守儿童、低收入家庭等
群体，实施有针对性的社工志愿服务项目。”西山社会服务工作站有关负
责人说，前几天，他们组织辖区留守儿童开展兴趣小组活动，给孩子们带
来欢乐假日。

为推动社会服务工作站建设迅速步入正轨，秦皇岛市制定出台《社会
工作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建设标准和功能定位，聚焦社会救助、儿
童福利、养老服务、社区治理和社会事务五大领域，形成“5+N”服务项目，
发挥专业优势开展社工服务，为居民群众提供健康体检、主题讲座、困难
群众慰问等灵活多样的综合性志愿服务。

部分2021—2022年度河北省“新时代好少年”。 受访者供图

邢台市
南和区河郭
镇赵牌村村
民用“道德
银行”积分
兑换生活物
品。

邢台市
南和区委宣
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