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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线行】邯郸市复兴区

文明实践有阵地接地气聚人气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
高煜萌

文安县8万余名志愿者活跃在大街小巷

暖心“志愿红” 架起“连心桥”
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

尚义县自来水公司工程维修科科长许克祥

30余载坚守供水战线的“能工巧匠”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好人名片：许克祥，1967 年出生，

尚义县自来水公司工程维修科科长。

参加工作 33 年来，工作勤勤恳恳，坚

守维修一线，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彰

显了共产党员本色。今年8月被评为

“河北好人”。

我的家风既不是显赫家族的家训，也不是流芳百世的名言警
句，有的只是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他们把孝亲睦邻、文明有礼、勤
奋好学的品格融入行动里，潜移默化中指引我不断前行。

百善孝为先。从小姥姥就总是跟我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
人的健康长寿，就是做儿女最大的心愿。”爸妈也教导我，对长辈要
孝顺：有吃的，第一口要先给长辈吃；饭桌上，要长辈先动筷子才能
吃饭；生活中，要时刻关心长辈的健康。平时的生活中，我谨记父母
长辈的教导，不管在哪里吃饭，都会主动帮忙摆碗筷、端饭，给长辈
端饭时用双手，饭后我还会主动帮忙收拾餐具。爷爷奶奶在老家生
活，但是只要一有时间，爸妈就会带我回去看望他们。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因生活节奏快、缺少沟通，城市邻居
已成为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人”。然而，我家就不一样，我们家和邻居
燕儿阿姨家、楼下闫爷爷家、隔壁单元于奶奶家关系都不错。妈妈做
了饺子、包子都会分给大家尝尝，大家做了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们。
平时我也会帮邻居爷爷奶奶拎东西、打水，帮他们把门口的垃圾悄
悄往下带，和爸爸一起帮邻居爷爷家收拾小屋，爷爷一直夸我能干。

“不学礼，无以立。”爸爸妈妈从小教导我对人要有礼貌。每次
出门，有人对我们施以帮助，我都会对他说“谢谢”；爸妈带我去做
客，我总能主动问好；平时生活中，上下电梯我会谦让他人、乘车礼
貌让座等。生活中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我会时刻谨记爸妈的教
导，做一个有规矩、懂礼貌的好孩子。

“勤奋好学，学无止境。”这是我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品质。妈妈
在我一岁半的时候，开始学习会计知识，爸爸跟我讲，妈妈的会计
师证书满含着无数日夜的勤奋与努力。妈妈白天需要带我，没有时
间学习，晚上十点把我哄睡后，强打精神一直学到凌晨一两点，靠
着这份锲而不舍的努力，妈妈最终高分通过考试，取得专业证书。

“知识不怕不会，就怕不学，努力去学习，相信自己，没有什么
是学不会的。”在平时的学习中，难免会遇到学习上的“拦路虎”，刚
开始我弄不懂的时候就会很沮丧，想要放弃，但一想到妈妈的话，
我就又会振奋起来，积极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的问题。妈妈还常说，

“时代在变化，我们周围也在变化，要多读书、读好书，只有不断学
习，才能跟上时代的进步。”我喜欢读书，读不同的书，让自己的视
野更加开阔，保持良好的学习态度，将来才能做国家的栋梁，为国
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家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根，而家风则在
家庭的温情中传递、熏染，影响着每一代人的成长。

（作者系石家庄市建胜路小学学生）

2022年 4月 30日，是我第 20次献血的日子。和往常献血不同
的是，那一天多了一位“战友”——儿子小宁。

抽血的时候，小宁一脸紧张地坐在旁边抱着我的腿问：“爸爸，
你疼不疼呀？”一旁的工作人员看见这小人儿，都不禁笑出了声。

当被工作人员问起为什么带着儿子一起来的时候，我腼腆一
笑：“起先是献血证被儿子看到了，小孩子总是充满了好奇心，一
直追问，为什么要去献血呀？正好我固定献血的日子也到了，与妻
子一合计，带他实际来感受一下，这样，孩子在书本上学到的奉献
精神，放到现实行动中也能更好地领悟，咱当父亲的也算以身作
则了不是？”

工作人员问小宁：“小宁，那你现在知道爸爸为什么会献血了吗？”
小宁兴奋地回答：“我知道！爸爸说，献血可以帮助好多好多的

人。有像我一样的小朋友，也有像爸爸一样的大人。我长大了也要
像爸爸一样勇敢献血，我不怕疼，我也想救更多的人。爸爸和书本
里的雷锋叔叔一样，我要向他们学习，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孩子的话不禁让我回忆起第一次献血。当时，我还在晋州工
作，上班的时候在马路边看见一辆献血车，没怎么想就上去了，棉
签按上伤口的那一刻，想到自己小小的献血之举日后能帮助有需
要的人，就感觉特别幸福和光荣，从那以后，献血一直坚持到了现
在。起先，妻子还特别担心，觉得献血对身体不好，这么多年过来，
我身体一直很健康，她这才放心下来。这两年，她也在锻炼身体，准
备身体素质达标后也参与到献血的队伍中来。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最能塑
造人的“精神长相”。有什么样的家风家教，往往就有什么样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就教导我要为
社会作贡献，做对国家有用的人。以前住在农村，每逢乡里邻居谁
家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总是冲在最前头，现在跟我们住在城市
里，依旧是邻居嘴中的热心肠。耳濡目染下，“助人”两个字也就牢
牢记在了我的心里，我的父母就是我行动的榜样。如今，我已为人
父，更要担起父亲的职责，以实际行动当好榜样，把助人精神传递
下去。

近几年来，我利用业余时间投入到献爱心的活动当中，目前已
累计献血20次，合计7800ml，并获得省血液中心颁发的银奖奖励。
无偿献血虽是小举，但好的家风需要这样的小举来带动，传承家风
才是大美。

（作者工作单位：国网河北综合能源公司）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
门……”日前，在邯郸市复兴区百家村街
道北岗院票友剧场，一场文艺汇演正在进
行，演员们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观众阵阵
掌声和称赞。

这个票友剧场被广大居民称为“群众大
舞台”，它的前身是一座废弃的锅炉房。“北
岗院是一个老龄化社区，60 岁以上老年人
占小区人口的 70%。”百家村街道党工委书
记牛雪介绍，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街道
以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场地、丰富居民
文化生活为出发点，经过充分调研、走访、勘
验，最终将北岗院西北角占地约150平方米
的废弃锅炉房打造为票友剧场，免费向群众
开放。

今年58岁的北岗院居民郭庆祥是个戏
剧爱好者，自打有了票友剧场，每次有文艺
演出，他都积极参与。“我年轻时就爱唱戏，
现在终于有机会过把瘾了。”郭庆祥笑着说。

“群众的心声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
们将依托票友剧场这个新阵地，积极开展群
众喜闻乐见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小剧
场真正办成群众身边的‘大舞台’。”牛雪说。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开展以来，邯郸
市复兴区秉承“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
伸到哪里”的理念，充分整合辖区资源，高
质量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通宣传
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一楼综合活动室排练歌声阵阵、二楼书
画室翰墨飘香……百家村街道按照有机构、
有场所、有标识、有队伍、有项目、有渠道的

“六有”标准，抓实组织领导、经费统筹、督导

机制“三项保障”，整合辖区六二社区 5000
平方米综合服务中心资源，高标准完成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阵地建设工作。

百家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设置了
“3+X”功能室，即新时代文明实践讲堂、志
愿服务室、综合活动室等，开展文明宣讲、志
愿服务的同时，还满足了社区居民运动健
身、跳舞唱歌、书画阅览等多项活动需求，成
为群众的“百姓之家”。

有了阵地，如何将文明实践落到实处？
邯郸市复兴区突出品牌建设，做好结合融入
文章，依托阵地广泛开展理论学习宣讲、环
境卫生整治、扶贫济困帮扶等，让文明实践
活动更加有声有色。

“在塞罕坝人心中，最早让落叶松在塞
罕坝大面积扎根的‘老书记’王尚海，就是
一棵挺拔的青松。”日前，百家村街道五一
八社区，邯郸市百姓故事宣讲员张静以“王
尚海——塞罕坝上‘一棵松’”为主题向居
民讲述王尚海的感人故事，朴实的话语直
抵人心，饱含深情，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今年以来，邯郸市复兴区依托“惠民实
践团”联动宣讲活动，开展理论、文艺、典型、
百姓、国防“五个讲”活动，进一步强化理论
武装、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确保党的创新理论进头脑、优质资源下
基层、便民服务惠民生，计划全年开展相关
活动500场次。

理论宣讲接地气，文明实践有人气。
“芦奶奶，我们来看您了！有什么需要和

困难您跟我们说，我们想办法解决。”日前，
在邯郸市复兴区彭家寨乡王郎社区，10 余
名社区志愿者来到94岁的独居老人芦奶奶

家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大家有的打扫卫
生，有的与老人拉家常。

看到这么多志愿者来到家中，芦奶奶激
动地说：“谢谢大家这么关心我，你们经常来
陪我聊天，我感觉没那么孤单了。”

一抹“志愿红”，温暖百姓心。
小区地面脏了，他们主动清扫干净；谁

家有了矛盾，他们化身“帮大哥”“帮大姐”从
中调解；对于孤寡老人，他们主动上门，帮忙
照顾……如今，在邯郸市复兴区，有困难找

“红马甲”，有时间当“红马甲”，正逐渐成为
群众共识。截至目前，全区共有 328 支志愿
服务队，志愿者3万余人。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就
延伸到哪里。“聚焦群众需求，创新服务方
式，丰富实践内容，我们将以更接地气、更具
活力、更有温度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
文明行动温暖千家万户，不断提升群众的幸
福指数。”邯郸市复兴区委宣传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

“老许，你快过来看一下吧，又跑水
啦！”

9月 19日 21时许，结束了一天维修工
作准备休息的许克祥接到了尚义县学府小
区居民打来的求助电话。

“好，我马上过去！”他没有片刻犹豫，
穿上外套向门外走去。

一部24小时不关机的手机，一个装满
工具的维修包，是陪伴许克祥30余年坚守
维修一线的“宝贝”，“我的电话基本上全尚
义县的人都知道，谁家管道有问题直接就
给我打过来了。”说起这件事，许克祥的脸
上漾起自豪的笑容。

记者：听说您被居民们称为供水战线
的“能工巧匠”，您平时工作是怎样一个状
态呢？

许克祥：“能工巧匠”谈不上，地下管
网是城市的“血管”，保证“血管”正常运
行，全力保障好居民的供水是我们工作的
职责。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我就第一时间赶
到哪里。1989 年工作以来，我每天早晨 6
点左右起床，没有下班点，也没有节假日。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规模小，没有配备
交通工具，我就骑着自行车走家串户，跑遍
了县城大大小小的地方。后来随着维修任
务增多，为了能够更及时地为居民服务，我
自费买了辆摩托车骑着去各家维修。

为了更好地开展维修工作，一有时间
我就查看翻阅公司的管网资料、奔波在大

街小巷，然后进行对照，全面掌握管网分布
和走向。县域所有地下水管的地图就装在
我的大脑里，哪里的管道老化严重、哪里的
管道埋地几米、哪里的管道需要下井等，这
些情况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记者：您在维修工作中遇到过哪些比
较困难的问题呢？

许克祥：维修工作在冬天是十分艰苦
的，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将土地冻硬，管
道一般埋在地下 2.3—2.5 米，想要找出漏
水点，需要人工挖掘，用大炭烤火让冻层

化开，烤化一层，挖开一层，凭借多年的经
验和技术，一两天才能找到出水点。碰到
漏水点不明的情况，还得下井检查、确定
损坏范围、开挖路面等，修复完成再恢复
路面，在这个期间需要一直在寒风中坚守
岗位。

其次是老旧小区管道维修问题，这些
小区供水管道使用时间较长，管道老化问
题较为严重，跑水漏水情况时常发生，碰
到夏季用水高峰，水压过小，居民用水更
不方便。2014 年 9 月，二道巷支管道发生

了大量跑水的现象，管道是二十多年前安
装的铸铁管道，材质差，老化问题严重，要
想控制住跑水，必须得先关闭总阀门。二
道巷巷子窄、居民集中、生活垃圾把检查
井盖得严严实实，我和同事们当起了清洁
工，将堆积如山的垃圾清理掉后，终于打
开了井盖，恶臭的沼气味随着夏天蒸腾的
热气扑鼻而来，井底淤积多年的淤泥和臭
水没过了小腿，总阀门被淹没在臭泥浆
中，我们只能边排水边挖泥，泥浆灌入鞋
中，但大家都毫无怨言，经过多半天的时
间才得以维修完毕。

记者：近年来，您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不
断提升专业技能，为保障广大居民正常用
水保驾护航的？

许克祥：作为一名党员，群众的事儿就
是我的事儿。我很热爱管道维修这项工
作，近几年，为了更好地保障居民用水，在
工作之余，除了不断加强实操练习外，我还
自行学习了新材质管道的相关知识，不仅
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可以帮居民们解疑
答惑。

2016 年，县里进行了二次管网改造，
更换了新式的水表，替换了老旧水管，从过
去的铸铁和钢制水管改为了PE材质，大大
提升了性能，减少了开裂漏水现象。针对
过去大家对于管道保护意识不强的问题，
我经常给居民们进行科普，介绍新材质管
道的情况，讲解管道维护、清理方法等，提
升了广大居民的保护意识。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冯军兵 记者刘冰洋）“郭隆真是咱家乡
的英雄，我们要一代代人去传承学习。”日前，在大名县金滩镇郭隆
真故居纪念馆内，59岁的戴俊君为前来参观的学生们讲述着郭隆
真在家乡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创办女子小学的故事。

戴俊君是金滩镇金北村村民，自 1984年部队退役后，一直坚
持义务宣讲郭隆真烈士的事迹。

“熟悉英烈、读懂英烈，才能更好地传承他们的品质、精神和风
范。”戴俊君自幼对郭隆真烈士的事迹耳熟能详，“1984年，我们村
成立了青年民兵之家，以郭隆真烈士的故事为主要内容对大家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从那时就开始宣讲烈士的故事。”

2014 年，金北村建起了郭隆真故居纪念馆，戴俊君便来到这
里做讲解员。“我每天都在讲中学，在学中讲，变背诵为交流，变灌
输为互动。”戴俊君在郭隆真故居纪念馆工作期间，一直坚持提升
讲解水平。

近年来，到郭隆真故居纪念馆参观学习的游客络绎不绝。去
年以来，累计接待观众3万余人次，开展活动400余次。戴俊君生
动的讲解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38年重复做同一件事，戴俊君始
终没有感到乏味，“未来，我将继续努力，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
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同学们，夏季在水边玩耍，遇到有人
溺水怎么办？”“哪些同学会游泳，请举手示
意一下。”……

9月13日，廊坊市文安县赤狐应急救援
队的十几名队员，携带救援设备，走进文安
县职教中心，为近 1000 名师生带来了一场
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防溺水讲座。

防火防震防溺水，平平安安过暑假。今
年暑期，在文安县，类似于赤狐应急救援队
队员这样的专业志愿者们，结合自身经历，
为当地中小学校送去各类安全讲座20余场。

从抢险救灾的“红马甲”，到安全讲座的
“宣讲员”；从洒扫街道的“小红帽”，到扶贫
帮困的“暖心人”……如今，走进文安县，总
能看到一抹抹“志愿红”活跃在大街小巷，释

放满满的“正能量”。
“楠楠，期末考得怎么样？最近家里还

缺啥不？”8月末，文安县志愿服务联合会的
志愿者田艳花和其他二十几名志愿者一道，
开始了每个月末定期的扶贫帮困志愿活动。

家住赵各庄镇刘张务村的兰楠楠（化
名）是他们走访的第一家。今年9岁的兰楠
楠是一名孤儿，跟着年近90岁的祖爷爷、祖
奶奶一起生活，家里的物质生活虽不富裕，
但孩子却勤奋努力，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田艳花等志愿者得知兰楠楠的情况后，
就一直定期帮扶，给他送生活用品、学习用
品，为他剪指甲、洗衣服，陪他聊天谈心。久
而久之，每次志愿者们来看望，楠楠都非常
开心，舍不得大家走，而志愿者们也早已把

楠楠一家当作了自己的家人。
像这样的暖心帮扶，在文安县志愿服务

联合会的定期走访中就有 35 家。“大叔，家
里还短什么东西吗？”“老姐姐，有啥烦心事
别憋着，有需要随时可以跟我们说。”……文
安县的志愿者们每月固定到这些困难群众
家中，送物品、送关怀，成为了这些困难群众
生活中的助力和依靠。

服务群众文化生活，志愿服务唱主角。
近年来，文安县积极发挥群众中的文化工作
者作用，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志愿活动，培
养“热心人”成为“志愿者”。志愿者卢和民就
是这样一位“热心人”，他自幼喜爱看电影，更
喜欢收藏电影。多年来，他收藏了包括《英
雄儿女》《闪闪的红星》在内的红色老电影，以

及国内外著名纪录片、科教片共3万部，利用
业余时间为乡亲们免费播放。去年一年播
放场次就达500余场，到场观众达数万人次。

此外，结合志愿者的特长，文安县还建
立了包括武术协会、篮球协会、舞蹈协会、摄
影协会等在内的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在志
愿者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了
文化活动中去。

“一支志愿者队伍，就是一道群众的‘连
心桥’。”文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振华介
绍，目前，该县拥有 18 支专业志愿服务队，
2200余支乡镇、村（社区）志愿服务队，志愿
者人数达到 8 万余名，通过开展应急救援、
扶贫帮困、文化宣传、免费义诊等形式多样
的志愿服务活动，持续不断地为有需要的人
送去温暖与关怀。

今年，文安县依托各个志愿服务队伍，
相继开展了“情暖童心·青心相伴”“圆梦微
心愿”“暖冬行动”等针对青少年的志愿帮扶
活动，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心理疏导、康
复训练等志愿服务，共帮助 150 余名青少
年；累计开展“寸草心爱老敬老行动”32次，
为老人们送关怀、送温暖，志愿服务时长达
17000小时。

我家的“红色”家风
雷 阳

大名县金北村村民戴俊君坚持38年

义务讲解郭隆真烈士事迹

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复兴区“惠民实践团”联动宣讲活动走进六二社区。图为志愿者在进行理论宣讲。
邯郸市复兴区委宣传部供图

对话河北好人

许 克 祥
在做铁管套
丝扣操作练
习。

受 访 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