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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陈厚志

陈厚志，男，黎族，1962 年 12 月生，中共
党员，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金江农
场南茂区养殖场职工。

他是保亭县小有名气的民间摄影师，
16 年来甘当志愿者，义务为海南“慰安妇”
受害者调查取证，成为了那些饱经沧桑幸
存老人的精神依靠。

2008 年 12 月，陈厚志作为黎语翻译，陪
同 82 岁的陈金玉前往日本东京，代表原告
参加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一案二审的
第二次开庭。在对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感
到愤慨的同时，他为自己做了这样一件有
意义的事情感到一丝欣慰。

1997 年，以北京的康健律师为代表的
中日律师团来琼就海南“慰安妇受害者”问
题调查取证。当年陈厚志就和张应勇等人
一起义务协助中日律师调查取证。

“有时为了赶一个图片集，三天不睡觉
啊。”常年对着电脑“加班”，陈厚志如今视力
严重衰退，手机上的字，几乎要眯缝着眼贴着
才能看得清。陈厚志的内心也很矛盾和挣
扎，一些慰安妇病逝后，他甚至听到了个别亲
属的怨言：“就是那个陈厚志给我的母亲和家
庭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但陈厚志认为，这
样的志愿工作已经无法停下来了，因为在国
家大义和个人付出之间，他必须选择前者。

陈厚志荣获海南农垦“温暖人心、感动垦
区”十佳人物、感动海南十大人物等荣誉称
号。

135 卓先顺

卓先顺，男，汉族，1961 年 6 月生，中共
党员，贵州省遵义市社会义工协会会长。

卓先顺是遵义市社会义工协会的创始
人。25年来，他先后资助了60多名学生完成
学业，直接帮教“问题青少年”30多人，受他帮
助的贫困孩子达500多人。

卓先顺年少时，因受人资助而改变命
运。因此，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开始，他就
决心回报社会。刚开始时，他坚持用每月部
分工资，匿名资助 60 多名贫困学生。2009
年，卓先顺发起成立了遵义市善道爱心基
金，动员社会爱心人士帮助更多贫困学生完
成学业。

2008 年，卓先顺认识了“问题少年”小
杰，这孩子因父母离异、父亲病重无人关爱，
逃学、打架。在他的努力下，小杰健康成长，
目前已成为一名大学生。2009 年 8 月，卓先
顺在遵义市红花岗社区倡导成立了首家社
区关爱青少年家园，帮助“问题孩子”、“留守
儿童”。

2009 年，卓先顺毅然辞去了遵义烟厂
中层干部高薪职位，专职从事志愿公益爱
心事业。2011 年，卓先顺领头创建了“遵义
市社会义工协会”，至今已有注册志愿者
4000 多名。2012 年，遵义市社会义工协会
荣获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授予的“全国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卓先顺荣获中国红十字会志愿者之星、
贵州省第三届道德模范奖、全国十大杰出红
十字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136 周汝珍

周汝珍,女,汉族，1944 年 9 月生,中共党
员,河北省青县康复敬老院院长。

多年来，周汝珍无私照顾 180 多位孤寡
老人。为照料好老人们，常常顾不上自己
家人，76 岁的刘汉祥老人逢人便说：“是汝
珍给了我这条命啊！”

周汝珍照顾的老人中，80%以上不同程
度地存在残疾或疾病。为了让老人们好好
生活，她挤时间学习医学常识等知识，为他
们按摩理疗。周汝珍和老人们生活在一起，
端屎端尿是常有的事。80 多岁的老八路于
金泉老人瘫痪在床达 4 年之久，刚一开始老
人精神烦躁，屎尿乱抓乱倒，地上墙上都
是。周汝珍一声不吭地擦洗，收拾干净。坚
持每天给老人洗脸、洗脚、擦洗身子，擦上爽
身粉。久而久之老人被感动了，心情也逐渐
稳定了。老人因疾病离去前，拉着她的手，
含着泪说：“汝珍啊，我对不起你呀，你不是
女儿胜似女儿，下辈子我当牛做马再报答你
的恩情吧！”

1998 年春节，她的小孙子因心脏病做
手术，她的婆婆也卧病在床，而此时敬老院
一下病倒了 7 位老人。她一咬牙，还是留在
敬老院伺候老人们。她的婆婆恼火了：“我
这把老骨头没用了，可宝贝孙子你不能不
管，难道你的心比石头还硬？”她含着泪对
婆婆说：“娘，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总不能因
为私事影响工作啊！”24 年来，她所有的节
日都是在敬老院陪老人们过的。

周汝珍获得河北省“三八”红旗手、河
北省年度十大新闻人物、河北省道德模范
等荣誉称号，入选“中国好人榜”。

137 罗 玮

罗玮，女，汉族，1986 年 10 月生，中共党
员，四川永隆实业有限公司职工。

她是我国器官移植史上无偿为陌生人
捐肝的第一人。利用康复期间社会各界的
捐款在广元市建起第一家老幼托管中心。
汶川地震发生后，她志愿来到灾区救助受灾
群众。

2005 年的一天，正在成都打工的罗玮，
从媒体上得知四川省蒲江县妇女廖红霞患
肝坏死急需换肝，便赶到医院表示愿意捐献
自己的部分肝脏来挽救病人。而此时国内
尚无一例无偿捐肝者，她甚至写下了遗书：

“如果我失败了，我想捐掉我所有健康的器
官⋯⋯”罗玮的决定起初遭到家人和朋友的
坚决反对，罗玮耐心说服他们，最终取得大
家支持，成功为廖红霞捐出一叶肝脏。在医
务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她和廖红霞均恢复良
好。

在她康复期间，各界人士为她捐款 10
多万元。除治病和营养开销外还剩 3 万余
元，她又通过募捐，在广元市郊区建起了第
一家老幼托管中心。2007 年以来，她又动
员家人拿出自家房屋补偿款 8 万余元，在广
元市龙山镇大牟村、双河乡场分别建起了

“罗玮留守学生之家”。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罗玮一方面安

顿好托管中心老人们的临时住所和生活，
另一方面主动到广元市 072 医院当志愿者，
奔赴青川重灾区救助群众，并陆续接收青
川受灾老人和儿童 300 余人到托管中心临
时安置。2008 年 5 月，在抗震救灾中她光荣
入党。

罗玮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
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2012
年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

138 洛桑山丹

洛桑山丹，男，藏族，1964 年 4 月生，西
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

他并不富有，却一贯乐善好施，先后扶
养了 13 名孤寡老人。他是一名爱国宗教人
士，把辛辛苦苦建起来的矿泉水厂，捐给了
国家；把流失国外的 150 多件文物运回国，
全部移交当地政府。

洛 桑 山 丹 出 生 在 一 个 农 牧 民 家 庭 。
1983 年他捐资 8.6 万元，组织当地群众修
建了一座简易钢架桥，方便了当地群众和
旅游者。1997 年，洛桑山丹邀请西藏地矿
厅专家到普兰勘查水源，建设矿泉水厂。
地矿专家在玛旁雍错为中心的两千平方
公里最终确定了目前水质最好的塔尔钦
乡附近的泉水。在建之初，政府出资 100
万元，他个人也投入大部分资金，建立了
阿里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矿泉水厂，同时，
注册申请了阿里和平解放 60 年来的第一
个商标——“岗仁波齐矿泉水”。建成后，
他把矿泉水厂全部移交给了政府，没有要
一分钱。

“文革”期间，一些寺庙由于管理混乱，
不少文物流失到国外，洛桑山丹知道后，积
极调查文物流失去向。通过佛教徒之间的
感情交流，通过几年的努力说服了文物持
有者。1999 年的一个晚上，157 件文物运回
国内。经专家鉴定，其中一级文物 2 件，二
级文物 6 件，总价值达到 2000 多万元，并全
部移交给普兰县人民政府。

1984 年至 2007 年间，洛桑山丹利用楚
果寺的收入，先后扶养了13名孤寡老人。

洛桑山丹荣获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

139 洛松江村

洛松江村，男，藏族，1979 年 4 月生，中
共党员，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边坝县沙丁
乡卫生院院长。

18 年来，洛松江村不畏艰辛，带病为各
族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基本医疗服务。

沙丁乡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北部念青唐
古拉山南麓，距离昌都地区 400 多公里，境
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至今，沙丁乡 16 个
自然村中的 13 个村依然不通路，全乡 3400
多人治病都依靠洛松江村出诊治疗。

1996 年冬天，在尼木乡发生了一场严
重车祸，4 人当场身亡，7 人伤势严重。救
人迫在眉睫，洛松江村在无任何手术器具
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用缝衣物的普通针
线经过简单消毒后，从当晚的 7 点多到第
二天上午 10 点多，为车祸伤者一一做了手
术，7 位伤者平安获救。没过多久，洛松江
村去为一位身患肝炎的牧民治病，在越雪
山的时候，不慎从马背上摔下，导致右腿
骨折，他硬是拖着一条伤腿，忍着病痛，一
瘸一拐地走到了病人家为其治病。牧民
的病治好了，洛松江村却躺了近半个月才
能下床走路。

洛松江村行医 18 年，翻越大山 6000 多
次，长途跋涉数万公里，出诊数万次，接生
400 多个孩子，每年约有 200 天走在巡诊的
路上。他每月只有 150 元基本报酬，除了最
简单生活支出外，把其他的费用都用在为
乡亲们治病上，很多巡诊都是免费治疗。
看 到 他 的 艰 辛 ，妻 子 曾 经 无 数 次 劝 他 转
行。洛松江村说，干了 18 年多，想放都放不
下，也舍不得乡里的百姓，不愿看到他们承
受病痛的折磨。

140 洪润浩

洪润浩，男，汉族，1985 年 8 月生，中共
党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洪润浩志
愿者服务队队长。

先天性脑瘫使他从小右手和右腿落
下残疾，走路、说话都与正常人不同。2
岁 时 ，父 亲 离 家 出 走 ，至 今 杳 无 音 信 。
他 和 母 亲 相 依 为 命 ，经 常 得 到 乡 里 乡 亲
和 社 会 上 好 心 人 的 关 心 帮 助 。 长 大 后 ，
洪 润 浩 一 直 努 力 寻 找 机 会 ，把 爱 心 传 递
给 更 多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 他 成 立 了 以 自
己 名 字 命 名 的 志 愿 者 服 务 队 ，从 此 走 上
奉献自我的志愿道路。他通过 927 青春
校 园 栏 目 发 布 信 息 ，积 极 招 募 志 愿 者 。
经 过 不 懈 努 力 ，相 继 有 6 所 高 校 的 22 支
分 队 4500 多 名 大 学 生 加 入 到 他 的 志 愿
服务队伍。

2011 年 1 月，洪润浩成立了全省首家
农民工子女业余学校。7 年来，他的志愿
服务队先后为 370 名农民工子女辅导学
习，累计 4 万小时，其中有 22 人考入省市重
点高中，8 人考入重点大学。

2013 年 6 月 4 日 ，在 洪 润 浩 的 努 力
下 ，哈 尔 滨 市 道 外 区 教 育 局 、洪 润 浩 志
愿 服 务 队 在 伍 连 德 小 学 创 建 了 哈 尔 滨
市 首 个 关 爱 外 来 务 工 子 女 志 愿 服 务 实
践 基 地 。

同时，他还组织志愿者定期走访残疾
人、孤寡老人，为残疾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家务活。

目前，已有 30 名志愿者与 10 户残疾人
家庭结成了帮扶对子。他还把参与中央电
视台举办社区英雄大赛赢得的 25 万元公
益资金，全部用于服务队建设。他时常说：
帮助别人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

洪润浩荣获第八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
秀个人和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优秀
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141 胡汉生

胡汉生，男，汉族，1927 年 10 月生，生前
系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天生港镇街道龙潭
村村民。他辛勤守着街边几平方米修车
摊，14 年间，把修理自行车赚来的 10 多万元
血汗钱，全部捐出来做善事。他说：“我摆
摊修车的唯一目的，就是挣钱行善。”

胡汉生退休后，拾起以前学过的修车
手艺，在离家三四里路的港闸区鼓风机厂
门前摆了个摊，开始为人修理自行车。从
1999 年至 2013 年 4 月去世的 14 年间，不论
阴晴寒暑，他每天都会骑着那辆老旧的 28
式自行车准时来到修车点，为路人服务。
他心地善良，修一辆自行车只收 1 元钱手工
费，遇到困难的人修车，经常分文不收。胡
汉生 14 年的修车所得共计 10.6 万元，他没
有一分钱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全部做了
慈善。

胡汉生生活很节俭，但他出钱做起好事
来却十分慷慨。村组里的一条泥路坑坑洼
洼，2000年，胡汉生靠修车积攒了9000元，跑
建材市场买水泥，带着家人拔野草、垫路基，
苦干两个月，这条乡间小路终于改变了模
样。2003年，胡汉生又凑足2万元，为村民修
了一条 300 多米长的水泥路。2005 年，胡汉
生向南通市慈善总会捐款 1 万元。此后，他
一元钱一元钱地积攒，凑够 1 万元就捐给慈
善事业。2011年6月，龙潭村成立“汉生爱心
互助协会”。目前，已筹集40.5万元，资助了
800人次的困难群众和贫困学生。

胡汉生获得江苏省道德模范、南通市
道德楷模等荣誉称号。

142 胡艳苹

胡艳苹，女，汉族，1974 年 2 月生，民建
会员，吉林省善满园工贸公司董事长。

胡艳苹二十一年如一日，无私救助智障
人士近50人。胡艳苹17岁就为了生计而奔
波，卖过服装、摆过地摊儿，承包过公共厕所
和电话亭。1992 年，在摆地摊儿时，一位老
人突发癫痫倒在她面前。老人叫赵凤元，没
有家人，身患癫痫且频繁发病，生活不能自
理。当时，自己晚上还住在地摊旁临时帐篷
里的胡艳苹，为老人租了间房，悉心照料起
来。17年过去，赵大爷已经成为他们家庭的
一员。每年的父亲节礼物她都会准备两份，
一份给老爸，一份给赵大爷。在胡艳苹悉心
照料下，老人犯病次数逐年减少，现在基本
痊愈。

“我不能再爱她了，但我可以继续爱他
们。”2001 年，婚后一年的胡艳苹当了母
亲。可是，患有先天智障疾病的女儿不到 7
个月就夭折了。从那之后，她把更多的爱
献给了智障流浪儿童。后来，胡艳苹拿出
个人积蓄，建立了收留残障流浪人士的驿
站——善满家园。2002 年到现在，她先后
救助收养了近50名残智障人。

“我帮助过的人，他们也互相帮助。”孙
志刚就是胡艳苹资助的一名贫困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小孙经常回到善满家园帮这
里的孩子辅导功课，教他们做力所能及的
事。在胡艳苹带动感染下，她的父母、亲
戚、朋友都加入到爱心队伍中。近年来，胡
艳苹积极参加各项慈善捐助活动，先后投
入1000多万元资助智障人士。

胡艳苹荣获吉林省道德楷模、感动吉
林十大人物、吉林省慈善楷模等荣誉称号。

143 贺 军

贺军，男，汉族，1962 年 9 月生，陕西一
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0 年，贺军带领公司全体员工在靖
边开创了“爱心香粥”志愿服务品牌，坚持
为当地环卫工人、流浪人员、低保人员等弱
势群体免费发放爱心早餐。

从 2010 年 3 月 5 日开始，贺军和另外两
个股东决定把公司年利润的 10%用于慈善
事业。只要贺军在店里，他就会早早起床
和员工们一起熬爱心香粥，一起送爱心香
粥。每天免费发放 2400 份爱心早餐，几年
来累计投入达到 500 多万元。通过诚信经
营、回报社会，贺军的企业越做越强，“爱心
香粥”也从靖边做到了榆林、米脂、横山、西
安，现在有更多的弱势群体在享用这份暖
暖的爱心。

贺军的“爱心香粥”成为了社会正能量
的聚集平台，当地和外地许多爱心人士参
与到了奉送爱心早餐的行列。贺军还力所
能及地资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靖边县张
伙场刘春梅一家六口全部残疾，基本没有
谋生能力。从 2007 年开始，贺军成为她家
的“亲人”，每年的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和孩子们上学的食宿费，都是贺军提供。
一名叫陈红的员工几年前患了绝症，无钱
治疗，贺军组织员工捐助 6 万多元，在她治
疗的几年里，贺军从未停发工资，并把她丈
夫聘来做高薪库管。贺军还长期照顾４家
特困户，帮扶了 23 家贫困户、7 名孤寡老人、
两名大学生，为靖边县羊羔山村捐助价值
30 多万元的物资，为汶川地震、芦山地震等
灾区组织捐款14.3万元。

贺军荣获陕西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144 赵 婷

赵婷，女，汉族，1973 年 9 月生，中共党
员，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职工。

作为一名志愿者，赵婷为一位 7 岁的白
血病患儿捐献了造血干细胞，让身患绝症
的孩子重获新生。

1994 年的一天，中国青年报上一张失
学小女孩渴望知识的眼神震撼了赵婷的心
灵，她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出了第
一笔钱——30 元善款。随后的 17 年里，她
始终坚持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工资中挤出钱
来奉献爱心，以“结对子”的方式帮助 5 位失
学儿童重返校园。宁夏盐池县的王玫芳同
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书本费、学杂
费等一直都由赵婷省吃俭用资助。

2011 年，赵婷参加了中华骨髓库造血
干细胞捐献计划，并在中华骨髓库留下了
自己的血型。2012 年 7 月,捐献中心打来电
话,说有一位 7 岁的白血病患儿与她的骨髓
配型成功，希望她尽快赶到四川华西医院
进行手术。赵婷二话没说，在最短的时间
内从青海格尔木赶到华西医院。2012 年 8
月 6 日上午 8 时，手术如期进行，10 克“救
命”的液体缓缓从赵婷的脊椎骨中进入小
男孩体内。手术后的赵婷昏睡了一整天，
免疫力明显下降,患者家属几次想送一些营
养品表示感谢，都被她拒绝了,她握着患者
家属的手真诚地说:“只要孩子在,一切都有
希望；只要孩子好,这就是我的心愿!”一个
月后，受捐赠的小男孩在赵婷的病床前高
兴地又蹦又跳，虚弱的赵婷看到这个活泼
可爱的孩子，突然感到幸福极了。

赵婷荣获“青海好人”荣誉称号。

145 赵在和

赵在和，男，汉族，1934 年 8 月生，中共
党员，湖南省湘潭县文化馆退休干部。

对赵在和来说，退休生活的主题，不是
含饴弄孙，而是当一名扶贫助学志愿者。19
年来，他为近 1400 名贫困学子募得善款
396.9万余元，行程17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4圈。

1995 年退休后，一次偶然下乡采风，彻
底改变了爱好摄影的赵在和的退休生活。
在湘潭县歇马乡学生王小红家里，赵在和
看到，王小红一家 5 口挤在两间土砖屋里，
父母和爷爷奶奶都身患多种残疾，学习成
绩很好的王小红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
家。第二天，赵在和毅然放下手中相机，走
上了艰辛助学之路。这一走，就是 19 年。
他的足迹遍布广东、北京、长沙及湘潭县 19
个乡镇和 120 余所中小学，援助学子考上清
华、北大的15人，考上重点大学的有113人。

赵在和租了一间 10 平方米房子作为

“慈善工作室”，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爱心
事业上，仅 2006 年，就有 115 天在农村调查
搜集贫困学生资料，132 天在城里寻找联系
爱 心 人 士 。 他 的 扶 助 效 率 不 断 提 高 ，由
1995 年为 6 名贫困生劝募学费 5000 元发展
到年均扶助人数稳定在 150 名以上，年均劝
募善款稳定在55万元以上。

如今，赵在和年近八旬且患有糖尿病
并发症、颈椎病等多种疾病，但他说，只要
头脑清醒，脚还能走，眼睛还看得见，就会
在爱心助学路上走下去。

赵在和荣获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湖南省
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146 赵红亮

赵红亮，男，汉族，1977 年 7 月生，中共
党员，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土地
资源管理系教师。

近 10 年，向群小学每年都会收到落款
为“向群弟”的几笔捐款，少则 50 元，多则
5000 元。后经查明，这是左腿残疾的赵红
亮献给家境贫困、濒临失学儿童的一片爱
心。同时他还为学生们购买课外读物及学
习工具书近万册。无名英雄“向群弟”的事
迹在向群小学及整个海南岛迅速传开。

从 2002 年秋开始，赵红亮把课余时间
都用到了公益事业上，主动到儋州市偏远
的敬老院做义工。他自学按摩和老人心理
学，为老人们按摩和医治。同时，赵红亮还
要照顾暂住在敬老院的弃婴弃童。赵红亮
积极组建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到图书馆和
附近村镇开展志愿服务，利用周末为学校
周边的贫困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家教。

2006年赵红亮从海南大学毕业，他放弃
回河南老家做公务员的工作，选择了国家级
贫困县——白沙黎族苗族自治县南开乡，开
始了他的志愿服务生涯。赵红亮来到南开
中心学校当了两年老师，教过数学、英语、地
理、政治、生物和自然，并且都是同时教授三
四门课程。赵红亮为山区的孩子们购买了
大量的课外读物和报刊杂志。从1998年起，
他通过省吃俭用、勤工俭学等办法，积攒下
为数不多的钱帮助偏远山区几名失学儿童
顺利完成学业。截至目前，赵红亮共向多所
希望小学捐款5万元、图书近万册。

赵红亮荣获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147 赵喜昌

赵喜昌，男，满族，1955 年 4 月生，
中共党员，广东省惠州市志愿者救捞队队
长。

赵喜昌不顾自身 5 级伤残，脊梁骨成 S
形，5 年来，率领惠州市志愿者救捞队队
友风雨无阻，不分昼夜，有警必出，分文
不取，义务干起了水里救人和捞尸工作，
至今救活了30多人，打捞150多具尸体。

2008 年一天，赵喜昌在家附近的东江
游泳时，发现在东江沙公园段，有两个小
孩落水。其中一个孩子被一名游泳爱好者
救起，另一名却沉入水里。赵喜昌立即加
入搜救，但未能找到落水孩子的踪迹。这
时，孩子的家属叫来一艘停靠在岸边的渔
船帮助救助，但渔民以忌讳尸体上船为借
口，索要报酬不成便不愿出手相助。最
终，孩子被打捞起来，但已没了呼吸。这
事让赵喜昌义愤填膺，激发了他组织义务
救捞队的想法。

2008 年，“惠州志愿者救捞队”成立
后，与110接警中心联网。有警必出，这是
赵喜昌对110接警中心的承诺，也是对自己
的命令。

水里捞尸，是一份辛苦活，险情随时
伴随。在水里拉捞尸网时，常常被水下锋
利的石头割伤脚板和腿。一次潜入水底拉
网，脚被网缠住，心里一紧张呛了几口
水，险些溺水。赵喜昌和他的队友救人、
捞尸，不但不收钱，反而经常倒贴钱。他
自掏腰包购买渔网、钩子等救捞工具，为
了能够更快地赶到现场，他还专门买了一
台电动车。有时打捞一具尸体要用上几天
时间，与其说是打捞，不如说是耐心、毅
力、体力的比拼。

赵喜昌荣获“广东好人”、感动广东
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