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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日前，在江西南昌市青山湖区青山路街办潘
纺社区，居民曹勇华指着自己登上“笑脸墙”的
照片时爽朗地笑了：“这是真的笑舒坦了。”

“笑脸墙”是去年 10 月南昌市创建办为
表彰弘扬尚德扬善先进而开展的一项试点活
动。现在，南昌市新老城区的好些社区里都
有那么一面爱意融融的“笑脸墙”。年逾 6 旬
的曹勇华，原是南昌石油加工厂干部，退休
后搬进潘纺社区的南昌石油加工厂宿舍区，
并成为宿舍小区楼栋的“楼长”。2001 年，
由 于 企 业 倒 闭 ， 部 分 下 岗 工 人 一 下 难 以 接
受，情绪受到很大影响，邻里之间矛盾也随
之越来越多。曹勇华针对每个人的性格及家
庭情况，一户户上门沟通、调解，对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他与
爱人还一起帮助照顾。通过曹勇华的努力，
邻里之间的小矛盾逐渐消弭，居民之间关系
也 融 洽 了 。 年 近 8 旬 的 毛 常 娥 老 人 告 诉 记

者，她的子女不在身边，每次有什么事的时
候，都是曹勇华夫妇来照顾她。“我退休在
家没有什么事，只是想多为社会做一点点有
帮助的事，人与人之间快快乐乐相处才能体
现出社会的和谐。”曹勇华说。

记者注意到，“笑脸墙”上的照片中，有
机 关 干 部 、 企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 也 有 下 岗 工
人、进城务工人员、离退休老人和学生。据
悉，登上“笑脸墙”的照片，有的是毛遂自
荐主动送选，也有的采取组织推荐、居民选
举相结合方式从辖区居民中产生，其目的是

“密切社区人际关系，弘扬尚德扬善精神”。
曹勇华的笑脸照片就是被潘纺社区居民选上
了“笑脸墙”的。

潘纺社区居民曾湘英也被社区居民选上了
“笑脸墙”。一大早见到曾湘英时，曾湘英正笑呵
呵地招呼社区居民吃早点。曾湘英今年 57 岁，
在社区开着一个小小的早餐店，数年来一直坚持

为空巢老人提供免费“爱心早餐”。“每天早上能
吃上这热乎乎的早餐，我心里暖暖的。”年过8旬
的刘芝纷老人一边吃早餐一边笑着对记者说，这
样的免费早餐她已经享受了五六年了。

“当初我开这个早餐店，是因为小区行动
不便的老人多，大部分儿女都在外地工作，
附近又没有早餐店，空巢老人吃早点也不方
便 。” 自 己 生 活 也 不 富 裕 的 曾 湘 英 告 诉 记
者，从 2006 年开始，每天坚持为行动不便的
空巢老人送去免费早餐，看到老人们吃得开
心自己也开心。

截至目前，南昌市有 49个社区加入“笑脸
墙”活动，共建成“笑脸墙”53面。“这一张张
绽放的笑脸背后，有不少感人故事。我们正计
划对试点阶段的 53面‘笑脸墙’进行评选，推
广好经验好做法，让更多社区参加‘笑脸墙’
活动。”南昌市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今年，

“笑脸墙”活动将向当地县区村镇逐步展开。

“真心帮助旅客，怀着爱去工作，我觉得很快
乐。”近日，当记者走进拥有山东省服务名牌——

“阳光家园”的青岛火车站采访客运车间值班站
长李英时，这位热情爽快的大姐道出了自己的心
里话。工作 26年来，李英在平凡的服务岗位上，
始终以“帮助他人，快乐自己”为信条，她到底帮
助过多少旅客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大家都亲
切地称她为“阳光家园”里的活雷锋。

有的旅客买票钱不够了找到她，她热心
地掏钱垫上，不论见到旅客有什么难事，她
总是尽心竭力地主动帮助。今年 2 月 5 日 15：
50，民警刘斌带着一个男孩前来求助，经了
解得知，这个姓房的男孩是湖南株洲人，患
有轻度智障，离家出走来到青岛，刘斌费尽
周折与孩子远在株洲的奶奶取得了联系，找

到车站请求帮助孩子回家。李英赶忙把这个
孩子安顿到重点旅客候车专区坐下，为他倒
上热水，跟他拉家常详细了解情况。由于当
日去往株洲的 K1136 次列车已没票，为了让
这个孩子能及时平安地回家过年，李英将他
送上列车，与 K1136 次列车长详细进行了交
接，让孩子上车后补票，路上重点照顾，并
自己掏钱买来一大堆食品递到孩子手上。怕
孩子到站后走失，李英又打电话联系到孩子
远在株洲的奶奶，告诉她孩子所乘的列车车
次 及 到 站 时 间 ， 嘱 咐 家 人 提 前 接 站 。 17：
38，K1136 次列车在风雪中徐徐启动，小房
透过车窗还在用手比划表达着感激⋯⋯

真诚的付出，使许多接受过李英帮助的旅
客和她成为朋友，有的经常给她打电话拉拉家

常，有的出差到了青岛专门到站上看看她。细
心的李英把与旅客交往的事都记在本子上，时
常拿出来翻翻。“旅客们的信任，使我更加热
爱自己的工作，享受帮助他人的快乐。”说到
这里，她给记者动情地讲起了一段延续了 16年
的深情坚守。那还是 1997 年李英干客运员时
的事，当时她看到一名旅客到处找不着泡方便
面的饭盒时，就主动拿出自己的饭盒给这名旅
客用，之后这件小事李英很快就忘了。但从此
每年春节，她都会收到这名旅客从兰州寄来的
装有葡萄干、枸杞等土特产的包裹，一寄就是
16 年。“其实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
事，但这位旅客却念念不忘。”当李英打电话
让他别再寄东西的时候，这位旅客说，“礼物
不多，是个念想。”

徐学林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
委办公室一名党员，也是县委办公室车队
队长。20 多年来，他在安全行车的同时，
好事也做一路。

有一次，开鲁镇小城子村党支部副书
记夏德起来到县委办公室，代表村民贾晓
华送来一面写着“救死扶伤，时代楷模”的
锦旗。夏德起说：“徐师傅出车时救了贾晓
华，没有留下姓名，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救她
的好心人是徐师傅。现在，贾晓华还在卧
床养伤，让我替她送来这面锦旗。”

原来，贾晓华骑摩托车下班回家途中
被一辆三轮车撞倒，三轮车肇事逃逸。此
时，徐学林正巧经过，发现了受伤的贾晓
华，将其送往医院。

贾晓华苏醒后，老徐一边询问她的名
字和家人的联系方式，一边忙着联系医
生。正是由于老徐的及时救助，贾晓华才
保住了左腿。当她几次问这位好心人的姓
名时，老徐都以“别人也会这样做的”搪塞

过去。后来，贾晓华是从医生的口中才得
知救命恩人名字的。

还有一次，老徐在行驶路上发现一
个破旧的黑色提包，包内有 1600 元现
金，由于没有失主的线索，徐学林马上
向单位汇报，并请同事们留意电视台播
报的寻物信息。此时，赤峰市阿鲁科尔
沁旗沼根苏木的木兰一手抱着孩子，一
手搀着年迈的母亲，正准备到开鲁县人
民医院为母亲做乳腺手术后的复查，当
木兰准备交费时才发现提包不见了。木
兰 想 起 包 内 还 有 手 机 ， 于 是 拨 通 了 电
话，然而却是欠费停机的提示。此时，
木兰身无分文，连回家的路费都成了问
题。医院里的热心群众有的捐钱，有的
打车把木兰送到通讯公司交话费。手机
费交了，木兰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拨通了
电话。当老徐把提包交到木兰手里时，
木兰母亲拿出 800 元以示谢意，被老徐
婉言谢绝。

“锋哥哥，是你把我从贫困辍学的困
境中拉出来，如今我已考上大学，希望这
个喜讯能让你感到欣慰！”这是从云南屏
边苗族自治县寄来的一封信，写信的学生
叫郑付红，信中的“锋哥哥”是资助她上学
的高锋。

高锋是广东电网甚至广东中山市家喻
户晓的“雷锋哥”。尽管他从小病患缠身，
时至今日还需要中药疗养，但他每到一个
地方都会参加义务献血，至今已在广州、中
山、武汉、云南、山东、黑龙江等地献血
4500 毫升；虽然他自己是个贫困生，却从
大三起就勤工俭学资助云南屏边苗族自治
县的 5 名贫困孩子；勤俭节约的他对自己
的花销非常“吝啬”，工作近 6 年来他每天
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

“高锋在全身心地为他‘帮助别人’的
梦想奋斗着。”中山供电局政治工作部主任
李春光告诉记者，高锋把自己的收入几乎

都用在了公益上，而且节假日总是主动为
同事顶岗值班。

高锋出生在黑龙江牡丹江海林市长汀
镇张明村，“全靠国家奖励和资助政策、社
会热心人士和师生们的关怀和帮助，我才
有了今天。如果说现在的我很‘光彩’，那
么荣誉应该属于那些帮助过我的好心人，
是他们的爱成就了我，让我学会了感恩并
懂得回报社会。”高锋说，社会帮了他很多，
他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尽可能地帮助别人，
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高锋先后获得了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
颁发的“爱心助学”荣誉证书、“中山好人”、

“中山市志愿者服务银奖”、“中山市道德模
范提名奖”等荣誉。受高锋带动，中山供电
局日前组建了“高锋爱心服务队”，该服务
队的 300 余名志愿者将进一步把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推向高潮，将更多的爱心传递
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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