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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缔造新中国、捍卫新中国的艰苦斗争中，在建设新中国、发展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上，广大老同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劳。离开工作

岗位以后，他们仍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继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作出新的贡献，这次表彰的全国离退

休老干部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致力于扶贫帮困，致力于向广大群众宣讲革命历史和传统，致力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他们的先进

事迹应当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

坚持每天早晨义务辅导老年人晨练；
带领大学生参加“重阳节”敬老公益活动，
慰问“空巢”老人；走访慰问患有重病的困
难孤儿⋯⋯自 1983 年从大连市经信委离
休开始，刘春雁就没有停歇过对社会的奉
献，一直用自己的“余热”温暖身边的世界。

离休后，她曾在大连市中山区华昌街
道 3 个社区担任过党支部书记，为社区居
民和下岗失业职工办了许多好事和实事。
工作中，刘春雁还摸索出了“20 字工作心
得”，即“工作有重点，心中有底数，手中有
典型，身边有骨干”。

在刘春雁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初期，
正赶上经济社会转型期，下岗职工再就业
是社区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帮助社区下
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刘春雁东奔西跑
找路子。那个时候，她兜里总是揣着一个
小本子，每当看到报纸上、店面上有招工信

息时，她就记录下来，与招工单位联系，亲
自领着下岗失业人员去面试。她还定期对
上岗人员进行回访，了解再就业职工的工
作和生活情况，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
解决没有一技之长、年龄偏大的下岗失业
人员安置难题，刘春雁还建立社区服务站，
成立了“卖报哥”、“卖报嫂”服务队、美发
队、家政服务队。

在刘春雁的不懈努力下，华昌社区
417 名下岗失业人员全部实现再就业，成
为无失业社区，刘春雁也因此被居民称为

“小巷总理”。
刘春雁十分关心孩子的教育。她用爱

心铺就学子求学路，帮助他们圆了大学
梦。经她资助过的学生，现在有很多都已
走向社会。

社区、街道、广场都是社区工作的大舞
台，更是开展文体公益的大舞台。早在

1994 年，刘春雁就发挥文艺特长，在社区
组织了“夕阳红艺术团”。艺术团自编自演
的文艺节目都源自居民身边的好人好事，
广受大家喜爱。

2006 年，被中山区体协选为“海霞艺
术团”团长以后，刘春雁每年都组团去部
队、下农村、到敬老院，进行公益演出。除
夕夜，她还组织团里的演员们带着水果，陪
孤老过年。

刘春雁的无私奉献，获得社会各界好
评。她先后获得“市模范退休职工”、“先进
工作者”、“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随着年龄增高，刘春雁逐渐退出社区
一线工作，但她仍担任校外辅导员，不间断
地做义工。“是的，我虽离休，仍为民解愁，
这就是我这个老太太的价值所在。”刘春雁
如此表达自己的心声。

(文/本报记者 李万祥)

1957 年，34 岁的龚全珍随同患病的丈
夫、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的开国少将甘祖
昌离开乌鲁木齐，来到江西省莲花县坊楼镇
沿背村定居。被分配到条件艰苦、只有 3 名
教师的九都中学任教，她毫无怨言，后来又在
几所乡村中小学间辗转，一干就是 50年。

“活着就要为党和人民做事情。”多年来，
龚全珍始终铭记丈夫的话。所以，退休走下
讲台后，龚全珍仍然关心下一代的教育成
长。2003 年，她加入了县镇两级的老干部宣
讲团，经常为青少年作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报
告。“健康时，每周去一次福利院，为孤寡老人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病时，不住特殊
病房，不用价格昂贵的进口药品⋯⋯逝世后，
生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此生最后的党
费；生前资助的 5 名贫困大学生，要求子女们
继续资助到毕业⋯⋯”这是龚全珍向党组织
递交的承诺书。

龚全珍帮助过的人还有很多。据不完全
统计，近年来，她捐赠资助困难家庭、困难户
10 余万元，受助家庭 30 多户、受助者 100 多
人，而她本人的月收入不过 3000 元左右。
今年 4 月，四川雅安发生地震，龚全珍积极捐
款捐物。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假如很多
人帮助，力量就更大。我们应该伸出援助的
手，尽一份力，这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2011 年，为营造和谐温馨的社区发展环
境，传承甘将军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优秀传
统，龚全珍调动社区党员和群众创先争优。
她在琴亭镇金城社区建立了“龚全珍工作
室”，定期为社区党员、居民和困难家庭开展
革命传统、理想信念教育和扶贫济困慈善活
动。她每周都会来到工作室，与群众沟通交
流，帮助群众解决思想和生活上的问题。在
她的影响和倡导下，全县建立了 45 个龚全珍
工作室，组建了 200多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带动近 3000 多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困难群
众，为基层群众提供发展资金 200 余万元。
现在，龚全珍工作室成为了党员干部受教育
的 基 地 和 为 群 众 解 决 矛 盾 纠 纷 的 平 台 。
2013 年，她又成立“龚全珍爱心救助基金
会”，广泛募集社会资金，采取定期救助和临
时救助相结合的方式救助困难对象。到目前
为止，基金会已募集社会资金 30 余万元，资
助困难群众和学生 10多万元。

(文/本报记者 姜天骄)

2014 年 8 月初，一位癌症 3 期患者、67
岁的退休老人又一次风尘仆仆踏上征途，奔
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查干
诺尔。他就是被人们称为“治沙专家”、“草原
卫士”的郑柏峪。

1998 年底，为支持国务院机构改革，51
岁的郑柏峪申请提前退休。在许多同事返聘
到部属企业、行业协会时，作为原轻工业部政
策法规司处长的他却婉拒了很多单位的邀
请，毅然做了一名草原生态保护志愿者，将自
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草原。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也没有阻挡他治理
草原生态的决心。郑柏峪虽然生活极其俭
朴，但对草原生态治理事业十分慷慨。他从
自己和家人的口袋里抠出了 15 万元，作为治
沙治碱经费。

郑柏峪的环保之路，是在实践中不断摸
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前进的。2000 年，
经多方奔走努力，郑柏峪争取到某国际企业
生态保护项目的 27 万元资助。他带领当地
牧民用两年时间建了 4 个苗圃，种植了 10 万
株小叶杨。但由于水源匮乏、土壤严重盐碱
化，小叶杨全部枯死了，用植树造林进行防风
固沙的方法没有奏效。后来进行的抢救沙地
柏试验最终也受挫。他还曾按照发展旅游的
思路去开展草原生态保护,也没有成功。

接连的失败没有把郑柏峪的精神击垮，
反而更坚定了他科学治理草原荒漠化的决
心。2003 年夏季，郑柏峪和一位科学家自费
购买了碱蓬种子，开始在查干诺尔干湖盆试
种。经过几年的辛勤付出和科学试验，他们
终于摸索出了人工种植碱蓬治理盐碱干湖盆
的技术。

截至 2012 年，郑柏峪带领草原牧民播种
碱蓬超过 75000 亩，治理面积超过 50 平方公
里。据估测，这些碱蓬每年可阻拦风沙尘土
平均厚达 20 厘米，约 130 万吨。淡化土壤改
善了次生植物生长环境，动物也逐渐回归，没
有生命的查干诺尔湖又恢复了生机。查干诺
尔治理项目在国内乃至世界都是首创，郑柏
峪探索出了一条治理盐碱干湖盆的有效途
径。 (文/本报记者 郑 彬)

“要打粮，找老梁。”渭北旱塬乡亲们口
中亲切称呼的“老梁”，就是著名的小麦育
种专家、陕西省长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的退休干部梁增基。

1961 年，27 岁的梁增基被分配到陕
甘交界旱区的基层农技站，从事小麦育种
工作。同时被分配到这里的 10 多名大学
生陆续都离开了，而梁增基却坚守下来。

“育种工作就是为了提高产量，在这里很有
‘搞头’。”说起当年留下的原因，老梁轻描
淡写。

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简
陋的试验设施，外部条件的严重匮乏并没
有阻止梁增基前进的脚步。没有科研设
施，他就把自己的住房当工作室；没有资
金，就把自己的工资当做办公经费。为了

“两杂”北繁南育，他先后 3 次上北京、下海
南，没有材料自己找，没有劳力自己干。在
无技术基础、无育种场地的情况下，他先后
培育了“秦麦 4 号”、“长武 134”、“长旱 58”
等小麦良种，“7125”、“702”还作为主栽品
种在咸阳北部、平凉地区、黄陵、天水等地
累计推广 600 万亩以上，长武小麦亩产从
此跨越了 100 公斤，这在旱地小麦种植的
历史上是个不小的跨越。

然而除了增产增收，更让人欣慰的是，
全国锈病会议确认了“7125”为全国抗锈
病品种之一，在北京农展馆展出。“是梁增
基把小麦锈病挡在了西北，在推广区阻断
了小麦锈病南传北播的道路。”杨凌的小麦
专家对此高度评价。

2005 年，享受延迟退休政策的老梁在

育种一线“赖”到 72 岁才退下来，而“退而
不休”却又成为了他的“新常态”。选材、播
种、杂交、观察乃至资料的收集整理，每一
个过程他都事必躬亲，整天“泡”在试验田
里。今年 6 月，老梁培育的“长航一号”顺
利通过省级审定，它采用“杂交加航天”的
育种新方法，解决了长期困扰专家的单纯
航天育种效果不佳、特性不明显等问题。

如今，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省有突出
贡献专家、市特别贡献人才等多项殊荣的
老梁依然朴素如常。“老梁是陕西农民的功
臣，他把旱地小麦亩产从几斗提高到 600
多公斤，而且还能磨出好面，是名符其实的

‘土地公’！”渭北旱塬群众朴素的语言，才
是梁增基心中的最高奖赏。

(文/本报记者 李 丹)

自己掏钱请学生吃饭，让孩子感受家
的温暖；身患多种疾病,仍坚持办学,20 年
矢志不渝⋯⋯他就是安徽省桐城中华职业
学校的创办者、“全国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
育杰出校长”、“诚实守信的中国好人”——
82岁的徐智明。

1993 年，徐智明从安徽省桐城市教育
局退休后，创办了一所既学技术又学文化
的职业学校。

办学之初，一切从零开始。徐智明和
同伴凑钱办了一家小型聚塑厂，用 2000
元买了一台旧吉普车跑出租，开办职业介
绍所，终于用“滚雪球”的方式，把一个借

“鸡”下“蛋”的培训班，硬是办成一所安徽
省省级示范职业高中。

如今的中华职校占地 108 亩，建筑面
积 2.7 万平方米。学校开设 15 个专业，已

毕业 8520 人，就业率 98%。办学以来，学
校先后培训粗放型技术人员 75410 人，为
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成就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尽管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但徐智明
在建新校的 7 个月里，仍然每天早上 5 点
到工地，中午吃方便面，晚上 8 点回家，整
天“泡”在工地上。每年招生期间，他早出
晚归，走乡串村，用保温瓶装上胰岛素，随
身带着给自己注射。

20 年如一日的操劳，徐智明付出的劳
动报酬已无法用金钱衡量。创业之初，他
连续 4 年分文未取，出差开会都自掏腰
包。直到现在，他的工资还远远低于教师
平均工资水平。他虽掌管几千万元的资
产，但自己却非常节省。然而，他为了学生
舍得花钱，毫不吝惜。中华职业学校 90%

的学生来自农村，其中一半以上是家庭困
难学生。徐智明先后减免学费 40 万元，争
取民政部门救济和私企老总捐助共 61 万
元，使贫困生不花钱也能上学。

2010 年，学校总资产规模已达 4000
万元。徐智明深谙自己年事已高，要想持
续发挥教育资源的效益，培养更多更好的
人才，唯有将它捐赠给政府。2011 年，他
向市政府递交了无偿捐赠报告。“我的人生
价值观就是奉献，所以办学之初我就没想
到为个人谋利益。”徐智明坦然地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徐智明正
在谋划着如何适应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的
大好形势，把中华职校办成服务经济、造福
百姓、让人民满意的学校，为更多学生打开
成才之窗。

(文/本报记者 韩秉志)

“当官要当清官，做人要做好人。”离休
前担任广东省湛江市政协主席的陈光保将
这句话作为自己一生践行的誓言。

陈光保离休后没有选择在城市里颐养
天年，而是与老伴张少乔搬家到雷州半岛
的荒郊，承包了 4000多亩荒山。

然而，要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谈何
容易？种芒果赶上寒潮，2800 亩果树全部
冻死。改种香蕉，眼看已经挂果，却又遭受
强台风袭击。听说邻县徐闻有几个农场种
植剑麻不错，陈光保又马不停蹄地前去考
察，回来后种了 2000 多亩剑麻。可好不
容易等到收成，剑麻价格却一降再降，还是
血本无归。几经失败，损失惨重，长期辛苦
奔波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腰骨增生，经医院
治疗无效，造成下肢瘫痪。从此，他只能坐
在轮椅上工作和生活。

几遭“走麦城”，陈光保开始调整生产
布局，改种了 1600 亩甘蔗、2400 亩香蕉和
几百亩辣椒。一年 365 天，他吃住都在农
场。2004 年，甘蔗大丰收，农场第一次实
现扭亏为盈。坐在轮椅上的陈光保又带领
乡亲们植树造林、开垦菜园，实行专业化种
植和管理，终于把昔日贫瘠的荒山变成了
致富的绿洲。

眼看着许多村民盖起了“香蕉楼”、“甘
蔗楼”，陈光保却把自己攒下的钱拿去给村
里打下 100 多口深井，修建了 5 个饮水水
塔，解决了村民抗旱和饮水的难题。他还
出资修建了农场与周边 6 个村庄 20 公里
长的平坦大道，让致富的道路向外延伸，惠
及了周围的乡亲。

因为贫困而没有在学校里好好读书是
陈光保毕生的遗憾。为了让下一代不再重
蹈覆辙，坐在轮椅上，他仍然坚持奖教助
学，被老百姓称赞为“中国好人”。从 2005
年起，他每年都从农场收益中拿出 10 万至
100 万元来奖励教育。为了帮助贫困学生
走进校门，他甚至将自己在湛江市区唯一
的一套住房卖了 26万元并全部捐出。

有人问他，辛苦了一辈子，自己却两手
空空，难道不考虑攒些钱留给子女？陈光
保说：“儿女支持我的选择，以后只要农场
赚钱，我就要将资助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姜天骄)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是内蒙古
额济纳旗黑城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这里
地处沙漠戈壁的腹地，年降水量不足 50 毫
米，夏天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以上，自然环
境极其恶劣。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年近古稀的苏和和老伴儿却坚持种树近
11 年。他的梦想，就是在这沙漠腹地留下
一片珍贵的绿洲。

2004 年初，苏和向自治区党委提出了
一个令人惊讶的申请：提前 2 年从领导岗
位上退下来，去黑城种树！

不顾众人的反对，不畏恶劣的自然环
境，苏和拿出自己的 3 万元积蓄，在黑城脚
下盖起一排小平房，算是在沙漠里安了
家。落脚后，苏和与老伴儿立刻开始种植
梭梭。每天早上 5 点钟就起床下地干活，
晚上 10 点才收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为
了让新栽种的梭梭苗不被沙漠里的骆驼啃
食掉，苏和拉起了一道 16 公里长的围栏。
然而事与愿违，辛苦种植的 1 万株梭梭苗
却死了九成。这让一向坚毅的老人有些灰
心：“黑城真的无法种树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苏和决定从头
再来。为了解决水的问题，他凭着早年的
记忆找到多年前打下的一眼井，可井早已
被风沙埋住了。他花了十几天工夫把井又
挖开来，补种了 1 万株梭梭苗。有了水，树
苗成活了很多。

随着梭梭种植面积扩大，当初的一眼
井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苏和又找人一连
打了 6 眼 20 米深的塑管井，还给每一眼井
配上了一个小水泵。有了充足的水源，嫩
绿的梭梭长势喜人，苏和心里也乐开了花。

当梭梭苗培育成功的消息传开后，苏
和成了远近闻名的梭梭种植专家。很多农
牧民慕名前来，向他询问种植梭梭的方
法。苏和特别高兴，亲自示范，把自己的种
植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对于周围
的贫困农牧民，苏和每年都要无偿给他们
提供 3 万株树苗，条件只有一个：等梭梭长
成后，每人再带动 3户农牧民进行种植。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这个治沙
造林的队伍中。到目前为止，额济纳旗个
体、企业造林面积达到了 27.8 万亩，营造
出一道道阻挡风沙的绿色屏障。

(文/本报记者 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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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沙专家郑柏峪——

将后半生交给草原
身患多种疾病,仍坚持办学的徐智明——

为孩子们打开职教之窗

用“余热”温暖身边人的刘春雁——

我的价值就是奉献社会

把旱地小麦亩产提高到 600多公斤的梁增基——

渭北旱塬“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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