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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161 龚全珍

龚全珍，女，汉族，1923年12月生，中共党
员，江西省莲花县甘家小学原校长。

作为开国将军的家属，龚全珍毅然放弃
优越都市生活，陪伴丈夫来到山村。几十年
如一日，积极扶贫济困，支持乡村建设，把对
家乡、对人民、对祖国的挚爱刻在老百姓的心
上。

龚全珍是已故老红军、开国将军、原新
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的夫人。甘将军
逝世后，龚全珍用实际行动延续将军的梦
想。2003年，她应邀到凫村中学作爱国主义
传统教育讲座，发现该校图书室书籍匮乏，
立即购买了 1000多册书籍送到该校。据不
完全统计，近10年来，她捐助的学生达百人，
捐款金额 10 余万元。汶川、玉树地震发生
后，她分别将 2600 元和 1000 元特殊党费交
到县委组织部。

龚全珍说：“我没有特殊身份，但有一份
特殊责任，就是要把甘老的精神传承下去。”
离休后，她走进学校、机关，义务对青少年开
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没有人记得
老人家做了多少报告，但大家都记得，她从
不要一分钱报酬，还经常自带馒头或面包，
就着白开水当午饭。2011 年，琴亭镇组建

“龚全珍工作室”，聘请龚全珍做名誉辅导
员，搭建起一个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平
台。她曾在县幸福院度过 5 年。期间她帮
忙打扫卫生、照顾他人，并拿出生活费给大
家买营养品。

龚全珍荣获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江
西省“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称号，入选

“中国好人榜”。

162 傅 强

傅强，男，汉族，1969 年 1 月生，安徽省
马鞍山钢铁股份公司职工。

15 年来，傅强无偿献血及血小板共计
68000 多毫升，居安徽省无偿献血爱心榜榜
首。他倡导组建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无
偿献血总量达 180万毫升，占马鞍山市临床
用血量的1/16。

20多年前，一次工作意外造成傅强脊椎
压缩性骨折。可能终身瘫痪的他，一年后却
在家人和朋友鼓励下奇迹般站立起来。重
新站起来的他决心要回报命运的垂青。

1998 年傅强在街头献血宣传车上第一
次献血 400 毫升。为让更多人加入到无偿
献血队伍里来，2005 年 6 月，傅强倡议成立
了安徽省第一个无偿献血志愿者团体——
马 鞍 山 市 红 十 字 无 偿 献 血 志 愿 者 协 会 。
2011年9月，马鞍山境内发生一起特大交通
事故，傅强闻讯后立即组织和参与献血并
抢救伤员，两天一夜没合眼，88位志愿者捐
血量达 2.6 万毫升，确保了此次临床抢救用
血需求。

傅强于 2007 年 3 月牵头组建了马鞍山
爱心传递志愿者服务总队，并担任队长。六
年来，服务总队吸收 1229名爱心人士加入，
先后开展了无偿献血、人道救助、关爱孤残
儿童等志愿服务活动 335次，组织公益演出
15场，出动志愿者19570人次。傅强还让自
己家人加入志愿行列，女儿是马鞍山十佳美
德少年，妻子是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

傅强荣获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无偿献血特别促进
奖等荣誉称号，入选“中国好人榜”。

163 曾德梅

曾德梅，男，汉族，1930 年 6 月生，中
共 党 员 ，福 建 省 莆 田 市 仙 游 县 龙 华 镇 退
休干部。

14 年来，曾德梅的足迹踏遍仙游县 18
个乡镇、300 多个村庄、200 多所学校，行程
近10万公里，先后募集助学款2444万元，使
11139 名贫困生圆了上学梦,其中毕业参加
工作的就有 500 多名。这位年逾 8 旬的老
人，被誉为“助学爷爷”、“爱心老人”。

1999 年春节前夕，退休的曾德梅随仙
游县妇联“春蕾计划”项目下乡访贫，他掏
出身上仅有的 600元退休金，当场决定长期
资助 3名特困生。此后，老人仅靠一份退休
金以及各级发给的慰问金、奖金，资助了 57
个孩子。老曾决心动员更多的人，共同推
动扶贫助学。

曾德梅揣着贫困生资料，一次次深入
机关、企业，动员大家加入爱心团队。在他
感召下，仙游县成千上万的人加入扶贫助
学行列。仙游县还特地成立了助学活动联
合会，建立贫困学生资料库。许多前来采
访的新闻记者都被老曾所感动，从中央到
地方 10 多家新闻媒体的 26 名记者，结对资
助了 28名特困生。几名热心公益的年轻人
还义务帮助老曾建立“仙游爱心网站”，设
立助学专门账户，吸引更多网民加入助学
行列。

许多当年受助的贫困生，参加工作后
把第一个月的工资捐出去帮助更困难的学
弟学妹。曾德梅说：“只要我耳朵不聋，眼
睛看得见，脚还能走得动，就要坚持助学！”

曾德梅荣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福建省道德模范、福建省优秀共产党
员、首届感动福建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

164 韩文林

韩文林，男，撒拉族，1972年 3 月生，青
海撒拉尔集团总经理。

作为一名企业家，韩文林在发家致富
后，不忘帮助乡亲、造福桑梓，带动 600余户
农民增收，使原本贫困的村民人均年增收
2000多元。

年轻时，韩文林父亲经营的企业遭遇
了困境，他担负起振兴家业的责任。他以
物易物，用两万余件牛绒衫置换了 30 辆轿
车、100辆手扶拖拉机，并将这些小轿车、拖
拉机租借给乡亲们跑出租搞生产，既让企
业渡过了难关，也帮助乡亲增加了收入。

2007 年，韩文林以良好的社会声誉和
企业信誉获得了孟达天池景区经营权。韩
文林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力排众议，投资开
辟绿色通道，无偿帮助当地村民建立观光
驮运队，并为他们购买保险，使原本贫困的
木厂和塔沙坡两村人均年收入增加 2000多
元。韩文林出资 32 万元，为塔沙坡村村民
引来自来水，并改建了塔沙坡村通向外界
的乡村公路。

身为撒拉族的韩文林，有着跨越民族的
大爱。一次，他得知拉木龙哇村藏族村民才
毛加身患重病，生活极为困难，他主动接洽资
助，数年如一日，从无缺漏。“只要有人需要帮
助，我就义不容辞。”韩文林是这样说，更是这
样做的。一次外出就餐，得知一名在餐馆打
工的学生由于家境贫困无钱读书，他每年出
资 5000元帮助这位贫困生完成学业。近年
来，先后为汶川、玉树、芦山等地震灾区捐款
捐物，累计金额达550余万元人民币。

韩文林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青
海省学雷锋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165 解黎明

解黎明，女，汉族，1925年7月生，中共党
员，国家电网山西临汾供电公司离休干部。

2000 年 7 月 1 日，解黎明和老伴向临汾
市尧都区区委和临汾供电公司党委写了一
封信，以书面形式郑重承诺：在每年 7 月 1
日党的生日这天，每人拿出 1000元，捐助贫
困学生，直至两位老人离开人世。2002年 6
月，与她相濡以沫 58 年的老伴儿因病去
世。7月1日那天，她压抑着丧夫的悲痛，仍
按时把 2000元送到临汾供电公司机关党总
支部书记手中。

老 伴 去 世 之 后 ，解 老 的 捐 助 更 加 频
繁。她到临汾市妇联认领了 5名失学女童，
帮助她们完成9年义务教育。2006年，解老
决定每年拿出 1 万元资助山西省内贫困县
的大学生。2011年，解老再次承诺：每年再
拿出 1 万元，资助十户贫困家庭。今年 3
月，88 岁的解老参加完山西省十大感动人

物颁奖典礼，在返回的途中，路过家乡平遥
县香乐乡大羌村，带头捐资 1 万元，用于家
乡水源建设，美化家乡生态环境。

解黎明作为一位有着 50多年党龄的耄
耋老人，15年间，将自己近一半退休金拿出
来资助贫困学生和困难家庭，共捐资 13.75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150 名，贫困家庭 33
户。原本可以安享平静的离休生活，她却
开始了为民服务的新征程;原本应该与儿孙
共享天伦之乐,她的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失学
儿童;原本能够使自己的物质生活更富足,
她却为贫困家庭倾注了满腔热情。

解黎明荣获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感动山西十大人
物等荣誉称号。

166 靳国芳

靳国芳，女，汉族，1937 年 5 月生，中共
党员，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南社区学
雷锋志愿者工作站站长。

1992 年退休后，靳国芳全身心投入到
建南社区志愿服务工作中，带领 100多名志
愿者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多年来，靳
国芳坚持每天“坐班”，接待业主来访，对业
主的意见、建议和求助，详细地记录在小本
子上，不惜跑腿、磨嘴皮子，给大家排忧解
难。只要居民求助，不管是节假日，不管是
白天黑夜，不管是严冬酷暑，她都有求必
应。时间长了，她的手机号码、家里固定电
话成了小区尽人皆知的“大靳热线”，她家
里则变成了不挂牌的“群众来访接待室”。
靳国芳的热线电话记录本上，30 多页纸上
记满了居民求助信息：有反映邻里纠纷的，
有希望帮忙进行遗产分割的，有说家里水
管堵塞的⋯⋯

建南社区是个典型的老龄化社区，1300
多名退休居民中有 64 人是空巢老人。此
外，社区里还有残疾人 97 名、低保户 42 户。
在靳国芳的倡议下，建南社区志愿服务站
专门组建了空巢老人帮扶志愿服务队、助
残帮扶志愿服务队，发展了 40多名志愿者，
一起开展结对帮扶。

社区居民对靳大妈的评价是：“人实
在、心肠好、没私心，志愿者们从心底里敬
佩她，才愿意跟她一起干好事、做善事。”石
家庄市第四十中学师生，也被靳国芳的事
迹所感动，在社区成立了“幸福小站”志愿
者服务队，对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等
长期进行“一对一”帮扶。

靳国芳荣获河北省道德模范、河北省优
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入选“中国好人榜”。

167 裴永俊

裴永俊，男，汉族，1946年11月生，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四场 3 连退休
工人。

裴永俊虽然身患残疾、家境贫困，却 46
年如一日无私照顾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亲
缘关系的精神病人。上世纪 70 年代，21 岁
的裴永俊因意外事故失去了一条腿，成了
残疾人。同龄人张善玉因患精神病生活难
以自理，裴永俊主动提出照顾张善玉。

当时，裴永俊每月只有十几元的工资，
一个人过日子就紧紧巴巴，加上照顾张善
玉，他每个月都入不敷出。后来裴永俊娶
妻生子，许多人都以为他会放弃照顾张善
玉。可裴永俊的妻子张碧花也是个善良的
女人，夫妻二人将张善玉照顾的更好。张
善玉虽然患病，却时时记得裴永俊对他的
照顾。看到裴永俊从车上卸煤，他会飞快
地跑去帮忙。2008 年，裴永俊突发心肌梗
塞住院，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妻子，
张善玉有没有人照顾？妻子说：“放心吧，
专门托朋友照看着呢。”

40 多年来，裴永俊一直坚持免费给连
里的职工、孩子们理发。退休后的裴永俊
开了一家小商店，从此团场幼儿园的孩子
总能在六一节收到裴爷爷送来的礼物，铅
笔、毛巾、牙膏、牙刷和各种各样的小零
食。然而裴永俊自己一条假肢一用就是 30
年。裴永俊的商店被人们称为“连队活动
中心”。农闲时，许多人聚在这里谈天说
地，打扑克、下象棋。裴永俊顺带着就做了
义务收发员。

裴永俊荣获兵团道德模范、第三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全国见义勇为

模范候选人

201 刁 娜

刁娜，女，汉族，1988 年 5 月生，中共预
备党员，山东省烟台市南山国际旅行社龙
口分社业务部副经理。

2011 年 10 月 23 日傍晚 5 时多，刁娜和
爱人下班驾车回家，途中发现前方路中一
名女子倒在地上，满身是血。刁娜担心受
伤女子被车轧到，就和丈夫停下车，站在女
子前方。他们一边拨打 120急救电话，一边
不停地打手势、喊话，指挥过往车辆绕行。

没过多久，天彻底黑了。爱人回到车
里拿警示牌，刁娜一人在雨中指挥车辆。
这时，一辆轿车径直向她们冲了过来。刁
娜没有多想，立即挡在受伤女子前面。虽
然司机在看清刁娜的一瞬间，猛打了一把
方向盘，但为时已晚，还是把她剐倒在地。
经医院检查，女子受伤严重，车祸造成十根
肋骨骨折并颅内出血，幸亏抢救及时，脱离
了生命危险。刁娜被撞后，造成右腿严重
骨折。在出院前，刁娜还坐着轮椅看望了
那位受伤女子，把社会捐给自己的一万元
善款转赠给了她。

刁娜平时就是一个热心善良、乐于助人
的好姑娘。一位同事刚分配到单位工作，对
业务不是很熟练，刁娜手把手教她。还有一
次，一位同事要照顾生病住院的家人，刁娜
为替她值班，推迟了结婚登记时间。

刁娜获得第四届山东省道德模范、山
东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等荣誉称号。

202 王月川

王月川，男，汉族，1974年11月生，吉林
省农安县巴吉垒中学教师。

王月川在学生人身受到侵害时，勇斗歹
徒，全力保护学生安全，身中6刀，伤势严重。

2010 年 3 月 18 日晚，农安县巴吉垒镇
第三中学住宿生们正在教室自习。突然，
身份不明的三男一女闯入三年级一班教
室，对同学拳打脚踢。这时，看护晚自习的
宗老师见此情景，立即上前制止。其中一
名 歹 徒 按 住 宗 老 师 ，掏 出 刀 子 威 胁 其 别
动。就在这危急时刻，闻讯赶来的王月川
挺身而出：“不准打学生，马上退出教室！”
此时歹徒见有人阻拦，将所有怒火和怨恨
都发泄到王月川身上。在搏斗中，被连刺
数刀，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昏倒在血泊
中。在校师生见状群情激愤，歹徒一看情
况不妙，仓皇逃离。

案发后，在场师生一边报案，一边联系
王月川家人，将他连夜送往医院抢救。经
诊断，他的脸部、胸部、腹部被连刺6刀，肝、
胃、肺、肾均被扎伤，肋骨骨折，肋间膈肌断
裂，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伤情十分严重，经
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王月川对学生非常关心，和蔼可亲、为
人师表，对同事们和屯里邻居的大事小情
也很上心，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忙。

王月川荣获吉林省第三届道德模范、
长春市第四届道德模范和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203 王永镇

王永镇，男，汉族，1982年1月生，上海青
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外联部部长。

“见义勇为”对王永镇来说，是一种习

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下意识的敏锐反
应。勇斗骑电瓶车的抢包贼，勇救交通事
故受重伤者，百里追赶事故肇事者等等，这
是王永镇见义勇为的缩影，他也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超人”。2008 年以来，根据可查
记录，他反盗反扒 90 多次，消防救助 50 多
次，应急救助110多次。

2012 年 2 月 13 日，王永镇在徐家汇商
业区逛街时敏锐地发现，一名抱小孩的女
子四处张望，将一样东西递给紧随其后的
另 一 名 女 子 ，这 种 奇 怪 举 动 很 有 扒 窃 嫌
疑。他紧紧盯上两名女子，跟随观察。在
一家商场门口，那名女子果然以怀中小孩
为遮挡，从前面一位女孩的拎包里掏出一
部手机，迅速后传给同伴。王永镇毫不犹
豫上前，握住正在交接手机的两只手。怀
抱小孩的女子高声喊着。另一名女子也反
应过来，不停扭打、抓挠王永镇，而且尖叫
着想喊来同伙救助。王永镇镇定地对周围
的人说，“大家帮忙报下警，见到小偷决不
能姑息，今天放过一个，明天受害的可能就
是自己！”最后在群众帮助下，王永镇将她
们送至商场保安室，并配合警方调查，直至
案件侦破。

王永镇还注重加强自身专业学习，勤
练实践技能，先后取得红十字现场中级急
救员、中级消防管理员等资质，并在 2006年
创立了上海首家民间公益应急支援团队。

王永镇荣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等荣誉称号。

204 王金清

王金清，男，汉族，1973年10月生，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区万水泉镇第八
农业分公司村民。

王金清从 17 岁起至今，20 多年来从黄
河里救起 150多人，成为黄河岸边名副其实
的生命卫士。

2010 年 7 月，3 个十二三岁的学生在黄
河边嬉戏。突然，其中两个孩子脚下踩空，
掉进黄河。王金清立即驾驶自己购来从事
业务的快艇赶到。他毫不犹豫跳下水救
人，好几次都被大浪冲回来。可他不顾危
险，攒足全身气力游到孩子身边，先抓起一
个男孩背在背上，又把另一个男孩抱在怀
里，艰难地向艇边游。当他终于把两个孩
子托上快艇时，自己也没了一点力气。

王金清救人既勇敢又有智慧。他专门
做了一根长杆，长杆上固定一个勾子，能够
长距离、深水下施救。2003 年 7 月，赵彩霞
两口子在黄河边散步，老公王秉孝突发奇
想要横渡黄河给爱人看。游至河心，体力
不支开始下沉。不远处的王金清发动快艇
冲向河中。他用长杆下探，几次沉浮之后，
终于将王秉孝拉上快艇。

王 金 清 不 但 见 义 勇 为 ，而 且 助 人 为
乐。他帮助下岗的兄弟姊妹共同撑起生活
重担，在他经营的“王三鱼馆”里安排了 10
个村民就业；他收留了一位 60 多岁残疾老
人。对村里困难户的孩子，他总设法帮助
他们完成学业。2013 年 4 月 29 日，王金清
联合了 6 名村民组成自治区首支黄河水上
救援队。他的精神正在黄河岸边被传递、
被弘扬。

王金清获得第三届内蒙古自治区道德
模范、第四届感动内蒙古人物等荣誉称号，
入选“中国好人榜”。

205 王俊旺

王俊旺，男，汉族，1994年2月生，生前系
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砖寨营乡协王村村民。

王俊旺 20秒内，三次与时间赛跑、与危
险交锋，最终用生命刹住了冲向人群和煤
气管道的失控货车，挽救了群众生命，将大
爱留在人间。

2012 年 6 月 4 日 7 时 55 分，王俊旺和工
友在厂区往货车上装钢管，停在坡道上的
货车突然向前滑行，冲向下坡方向的人群、
车辆以及煤气管道。正在车上整理钢管的
王俊旺感觉到货车异常，第一时间跳下货
车，奔向驾驶室。第一次追上货车，他从车
窗伸手一把将货车方向盘打偏，货车拐了
一个近 90 度弯，成功避开了煤气管道的支
架，但却顺着来往人流众多的坡道加速冲
了下去，王俊旺也被甩下车。第二次追上
货车，想打开车门进入驾驶室刹车，因脚蹬

的地方太滑，滑倒在地。第三次追上货车，
左手打开了车门，右手急忙抓向车座，却一
把抓在座垫上，连人带座垫摔倒在坡道上，
被货车后车轮直接碾压过头部、胸部，车辆
受阻减速。赶来的司机抓住减速时机，跳
上 驾 驶 室 拉 起 制 动 ，避 免 了 货 车 冲 向 人
群。王俊旺迅速被送到医院，终因伤势过
重不幸身亡。

“车上危险，让我上去吧”这是王俊旺
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王俊旺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人们对
他的事迹给予高度评价和由衷赞美，亲切
地称他为“最美农民工”、“最美90后”。

王俊旺荣获河北省道德模范、河北省
见义勇为英雄、河北省青年“五四”奖章等
荣誉称号，入选“中国好人榜”。

206 叶霄雯

叶霄雯，女，汉族，1994 年 2 月生，浙江
省松阳县实验幼儿园教师。

年仅 17岁的叶霄雯在大火面前临危不
惧，充当了指挥员和战斗员的角色，12分钟
内，让 3户居民躲过了劫难。是善良的心给
了她勇气，是无畏的勇气支撑她完成了救
人的壮举。

2011年7月16日凌晨，浙江省松阳县市
口村一幢土木结构的老房发生了火灾，屋中
有3户居民，除了叶霄雯的妈妈和弟弟外，还
住着 56岁且患有弱智的叶火高，以及耳聋、
行动不便、90岁的何老太。叶霄雯第一个发
现火情，及时叫醒母亲和弟弟。她突然想到，
邻居家还有两位老人。叶霄雯随即敲开叶火
高的房间，用尽力气叫醒叶火高，并将她快速
撑扶到安全地带。但一想到楼上还有位 90
岁的何老太，叶霄雯便又把头一缩，双手抱住
肩膀，再一次冲进火海。好不容易被叶霄雯
推醒的何老太，哭着说房间里的钱没找到，挣
扎着死活不肯离开，叶霄雯当机立断，和母亲
合力将何老太强行抬到屋外。就在她们跨出
房屋的那一瞬间，燃烧的二楼坍塌了下来，烈
火吞噬了他们的房屋及所有财产。

由于叶霄雯的及时救助，3户人家全部
安全撤离火场，避免了一起重大伤亡事故
的发生。从起火到整个房子坍塌仅仅 12分
钟，在这生死12分钟里，17岁的叶霄雯不顾
自家财产，数次冲进随时可能吞噬自己年
轻生命的火海英勇救人，挽救了三户居民
的生命。后来，参与灭火的消防员评价，叶
霄雯的救援行为达到准专业水平了。

叶霄雯荣获浙江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207 旦增阿旺

旦增阿旺，男，藏族，1985 年 6 月生，中
共党员，生前系西藏公安边防总队吉隆边
防检查站警官。

他从小立志当兵，报效祖国，并如愿以
偿成为了一名武警战士。当村民遇到危险
时刻，他毫不犹豫冲上去，把安全留给战友，
把危险给了自己，献出了年仅24岁的生命。

2009年9月19日下午，旦增阿旺正带领
4名战士在江村执勤点巡逻，突然听到村民们
的呼救声，他带着战友飞快地向呼救方向跑
去。原来，村民们在附近收割牧草，劳动间
隙，村支书次仁顿珠不慎坠下悬崖，被半空中
的一棵小树卡住。眼见支撑村支书的小树摇
摇欲坠，战士们正要上前，旦增阿旺大喊：“危
险，别靠近！”他迅速抓住身旁的一簇竹子，伸
给村支书，然后伸手拉村支书上来，就在他抓
住村支书手臂的刹那，小树断了，两人从悬崖
坠下，支书次仁顿珠当场死亡，旦增阿旺经抢
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24岁。

旦增阿旺平常就乐于助人、甘于奉献。
在政法战线默默无闻地工作近三十年、中年
痛失爱子的爸爸尼玛次仁，和同为国家干部
的妈妈央珍说：“这孩子非常懂事，也不知怎
么回事，从小就想当兵，高考时第一志愿报的
是拉萨武警指挥学院未能如愿，被第二志愿
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录取后，也兴奋了好
几天”。

从小立志参军的旦增阿旺，用生命兑
现了入警时的诺言：“我早已做好为部队、
国家、人民奉献一切的准备，在艰苦的环境
中接受磨练，为边防事业奉献终身”。

旦增阿旺被评为第三届西藏自治区道
德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