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福财是辽宁省阜新市彰

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原党支

部书记。他40年如一日，带

领村民植树治沙、筑路致富，

将风沙肆虐的家乡建设成充满

希望的绿洲。今年3月，他因

病去世，享年63岁。董福财

被辽宁省授予“辽宁好人·时

代楷模”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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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原党支部书记董福财——

四 十 载 圆 了 三 个 梦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张 健 蒋淑华和她的

爱心团队
本报记者 雷汉发 宋美倩

董福财有３个梦：治沙梦、筑路梦和
致富梦。如今，这３个梦在北甸子村都实
现了，白沙退去、绿树成荫、村路平坦，乡
亲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却走了。

老伴和孩子想着他，北甸子人念着
他，这里的一草一树记挂着他。

董福财所在的村，地处辽宁省彰武县
西北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十山九秃
山，风起白沙飞”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为改善家乡的面貌，董福财带领北甸子人
防风固沙、修路致富，矢志不渝奋斗 40
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千般勇气治沙梦

上世纪 90 年代，日头下的满眼苍白
是北甸子村的底色，旱地生烟的白沙地成
了北甸子村村民的心病。

“风过三尺沙，有时候沙子都能堆到
窗台上，连门都打不开，春天的大风过后，
刚发芽的玉米秧苗被连根拔起。”彰武县
委书记刘玉学说。

村民的叹息和着风声，让董福财的心
跟着一起疼。

对于北甸子村来说，栽树有三难，一
是沙地挖坑难，二是栽树浇水难，三是乡
亲们对沙地栽树理解难。“老董净瞎整，在
沙坨子里栽树是干傻事！”面对这些质疑，
董福财选择了自己先干起来。

1997 年，董福财领着妻子和两个孩
子治沙，在沙坨子一干就是一天。有的沙
丘高四五米，不负重往上走都费劲；挖坑
更是件苦差事，一锹下去，坑还没成形，就
被流沙填满了。经过琢磨，董福财想出了
办法：先浇水，再挖坑，湿的沙子更易成
形，直到找到实土。这样下来，一整天不
间断地干，能栽上七八十棵树。第二年，
吐绿的树苗让村民看到了希望，12 个农
户加入植树绿化的队伍中来。大家去两
里地远的水泡子运水，一车车的水被运到
沙坨子之下，村民把脚插到沙子里，手递
手将水浇灌到树坑里。难是难，但大家看
到了栽树的好处。

到 2000 年前后，全村人陆陆续续加
入到植树绿化中来。在董福财带领下，北
甸子人琢磨出一套在白沙上栽树的法子，
从治理沙陀子到引进树苗，从湿挖沙坑到
见实土下苗⋯⋯而栽树之于北甸子村，也
从董福财一个人、一家人，到最初的 12 个
农户，竟成了全村的集体行动。

绿了沙坨子，白了少年头。这些年
来，董福财栽树，不知操了多少心。只要
是涉及栽树的事，董福财眼里不揉一粒沙
子。检查栽树的质量，董福财有自己的一
套办法：“一看”，看树坑挖得深不深；“二
拔”，检查树苗栽得牢不牢；“三踩”，检验
浇水情况和回填土是否实。差了一样，都

通不过他的“验收”。靠这，北甸子村的树
苗成活率达到了 85%以上。

如今，3 万亩的绿色，将这个初夏映
衬得格外美丽，沙原上数以万计的柳树、
白杨、樟子松迎风起舞。从制定一份栽树
的 15 年规划开始，北甸子人在董福财的
带领下，硬是用树林划出了交界线，“每次
出门回来的时候，看见树林子，就算到家
了！”提到这些，村民李万全倍感自豪。

百倍坚韧筑路梦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领我们走
进人间天堂⋯⋯”这是董福财生前最爱听
的歌，每次歌声响起，他都会跟着哼唱。

早些年，北甸子村遍地白沙，村民出
行困难，六七里路要走上两个来小时，机
动车进不来，最奢侈的交通方式是坐马
车。一个巨大的沙丘横在村里与外界联
系的唯一通道上，让村里的生产发展备受
煎熬，村民干什么都是“买贵卖贱”，收购
粮食的车不来，自己费挺大劲拉出去的农
产品，卖的价格却比别人便宜——不卖也
不行，总不能再拉回去！

为此，修出一条路，成了董福财带领
村民实现梦想的第二场硬仗。2002 年秋
天，经过争取，北甸子村通往阿尔乡镇的
6 公里村级公路项目立项了。董福财很
兴奋，“马上组织人力挪走那个巨大的沙
丘！”

但问题接踵而至：村里这些年在艰难
中度日，栽树又花了不少钱，账面上的钱
已所剩无几。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发动村
民的力量，让大家出义务工，才能完成铺
路的前期工作。

董福财白天赶着自家马车除沙，晚上
还得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削了这沙丘，
我们才有奔头，生活才能过好，干不干？”
一户村民不太情愿，说自己家养马车也有
费用，董福财的“急脾气”爆发了：“这千载
难逢的修路机会，咱可不能因为自己孬，
把事耽搁喽！”一来二去，两人吵了起来，
那人把董福财的祖宗八代都“问候”了，也
没拗过董福财。董福财的态度很鲜明：

“你骂我可以，不出义务工可就不‘仗义’
了，不能拖全村的后腿！”

那些天，董福财家经常是这样的场
景：董福财早早起来催妻子：“赶紧整饭，
着急拉沙子去呢！”“就知道忙乎公家的

事，家里你得顾顾呀？”“嗯！”撂下碗筷的
董福财一边赶着马车出院，一边敷衍着，
留下妻子独自在屋里叹气。就这样，在董
福财的带领下，全村老少齐上阵，手担肩
扛，马拉人拽，整整干了两个月，硬是把挡
了村民几十年的沙丘移走了。等施工方
来考察时，看到那么巨大的沙丘在眼前消
失了，都十分惊讶。瘦了一圈的董福财
说：“可不能耽误了工期！”

“人心齐，泰山移”。北甸子人的“天
路”于 2003 年 8 月竣工了，北甸子村终于
推开了与外面联系的“大门”。村民们欢
笑着赶着马车去镇上，累得筋疲力尽的董
福财则把幸福的花儿开在心里。

村里的养牛大户王辉说：“早年卖牛，
人家让你把牛赶到镇上才收，这一路，一
头牛得掉 20 斤秤。现在好了，坐在家里
打个电话就把事办了！”

一心为民致富梦

平坦的村路直通阿尔乡镇中心，让村
民对致富的渴望空前强烈。想办法寻找
脱贫致富项目成了董福财的又一个梦想。

夜以继日不停歇。董福财带领村民
脱贫致富的步伐分外紧迫。跑贷款、卖粮
食、搞养殖，董福财阵阵不落。结合村里
的原有产业优势，董福财发动村民搞育肥
牛圈养，他对村民说：“不能再散放了，再
散放，树都白栽了！”后来，董福财还组织
村民建起了养殖示范小区，把养牛办成了
村里的致富拳头项目。加之种树防风固
沙作用日益显现，村里耕地的产量越来越
稳定，平均亩产达到了近千斤。

北甸子人从此走上了致富“快车道”，
董福财带领大家脱贫的步伐也更快了，有
的村民没钱种地，他就“舍下老脸”，到信
用社“说情”，帮大伙跑贷款；有的村民摸
不准致富门路，他就忙着想办法。现在，
村里的牛羊养殖户已扩大到 30多家⋯⋯

自从有了柏油路，村民的腰包鼓了起
来，家家都有了农用机动车，还有一半人
家买了小轿车。谈起这些，村民打趣地
说，以前不买车，一是没钱，二是没有路能
跑车。自从修了路，村里再也没有孩子辍
学了，校车一直通到镇里，接送孩子们上
下学。这几年，村里还出了几个大学生。

村民富了，董福财乐开了花，他还给
相对困难的农户翻盖了 12 户危房，却唯

独忘了自己。直到去世，董福财还住着上
世纪 60 年代的“青年点”，房顶压着一排
排砖头。按说，董福财当村干部几十年，
自己掌握政策清、信息多、人脉广，先富起
来不是难事，但他家的收入在村上只能排
在中游。看到别人家盖上了阔气的新房，
女儿曾问他：“咱家啥时能住上这样的房
子？”董福财笑着回答：“我这辈子都不想
那些东西！”

这些年来，董福财非常简朴，一件外
套要穿上好多年。还是女儿结婚时，妻子
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他一穿就是几个月，
还穿着上山栽树，把鞋弄坏了，他对妻子
说：“可别再买皮鞋了，板脚。”

唠起与董福财相处的往事，他的亲人
们有些“埋怨”：分地这样的事，董福财的
兄弟们要和他一样少分；儿子想让他安排
个工作，被他痛骂一顿，儿媳妇进门好多
年，董福财也不给分地⋯⋯

常年操劳，董福财病倒了。2014 年
11 月，董福财被检查出肝癌晚期。但天
生乐观的董福财似乎没把病情太当回事，
还是力所能及地为村里操劳，谁家有个大
事小情，他总是牵挂在心，有很多次，他差
点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别人劝也劝不住。

阜新市委书记张铁民感慨地说：“董
福财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生命的意义不在
长度，而在于是否留下了一种精神，是否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病重期间的董福财时常让儿子开车
拉着他，在村头的树林旁转上几圈。望着
车窗外的树，一丝笑意挂在了董福财的脸
上。这些树，就像是他的孩子，一天天长
大成材，给了他无限的宽慰⋯⋯

如今，北甸子村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48%，全村去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 9700
多元，较 2000 年时增加近 8 倍。村民们
常常来到董福财的墓前告慰他：你的梦想
已经实现，新的梦想正在被创造⋯⋯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
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苏丽芝心中就会别有一番感触。是“中国好人”、河
北沧州新华区外贸小区党支部书记蒋淑华及其爱心团
队的帮助，让自己这个一直在外流浪的人有了个温馨
的家。

1956 年出生的蒋淑华，2002 年退休后，先后成立
了 12 支爱心服务队，入队的志愿者超过 1000 名。她
个人也先后荣获“爱心大使”、“中国好人”等荣誉称
号。蒋淑华又在 2011 年 11 月 1 日，成立了一支专门
救助流浪人的爱心服务队。

谈起“流浪人救助服务队”成立的初衷，蒋淑华说：
“2011 年 10 月，我在街上看到一名精神异常的流浪妇
女，穿着很少的衣服。我想，她这样怎么过冬啊？我决
定成立一支‘流浪人救助服务队’，让他们也能享受到
大家庭的温暖。”

蒋淑华说，“流浪人救助服务队”初创之时，除了自
己，还有沧州市羲英幼儿园园长白西英和沧州市东环
派出所副所长武剑。他们 3 人先是每人自掏腰包 500
元，买来了棉衣棉裤，然后在报纸登广告、印名片，公布
24小时爱心热线。

回忆起首次救助流浪人的情景,蒋淑华仍然有些
激动：服务队成立的第二天，正在卫生院输液的她突然
接到电话，说经四路有一个流浪人。放下电话，她拔掉
输液针，叫上武剑开车，二人火速赶了过去。到了现
场，他们看见流浪人躺在街边。蒋淑华顶着流浪人因
不配合不时吐来的口水，忙了近 3 个小时，才清理干净
流浪人身上的秽物，为其换上整洁衣服送回救助站。

救助队员白西英告诉记者，流浪者大都神志不清，
有攻击性。有时，救助队员们要追着流浪人跑上几里
地，也可能遭到流浪人无故踢打⋯⋯但蒋大姐经常让
流浪人在自己家中吃饱穿暖，才进行下一步处置。

带流浪人回家，让其享受家庭温馨固然很好，但这
毕竟不是他们真正的家。而流浪人爱心服务队的核心
任务是帮助流浪人找到自己的家。这就需要救助者更
加耐心和细心。

2014 年 5 月 11 日，天气炎热，蒋淑华接到热
线，说车站西侧广场发现了一个流浪者。蒋淑华和武
剑立刻赶到现场，只见一位瘦弱的少年穿着又脏又厚
的棉衣坐在马路边上。在救助过程中，两人发现这孩
子可能有智障，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从哪里来。两人
慢慢跟他熟悉沟通，经过不断启发，几天后，这个孩
子歪歪扭扭写下了“齐二社”三个字。这是不是孩子
的名字呢？武剑立即回单位查找，终于在定州区域发
现了齐二社这个名字，调出身份证存档一对照，果然
与孩子相符。

武剑立即打电话与齐二社的父亲齐存锁取得联
系，对方万分欣喜，在武剑的帮助下顺利赶到救助站。

就凭着这种耐心细致的精神，蒋淑华团队一共帮
助 18名流浪人回归了家庭。

流浪人，有的有家，有的根本就没家。能不能帮助
他们重建一个家呢？蒋淑华和她的团队还真做成了这
样一件事，这个受助者就是前面提到的流浪女苏丽芝。

2013 年 9 月，蒋淑华接到电话，说在沧州市北环
桥附近有个流浪人。那是蒋淑华和苏丽芝的第一次见
面：“当时她穿了 40 多件衣服，已‘裹’成了一个球！这
个妹子一路流浪下来，不知遭了多少罪，一见她，我就
觉得与自己有缘。”于是她直接把苏丽芝接回了家中。

蒋淑华告诉记者，当时苏丽芝的神志不清，不记得
自己的名字，只说是东北的。蒋淑华帮她洗了澡换了
衣服，让她先在家里住下。安顿下来后，蒋淑华又忙着
帮苏丽芝治疗，苏丽芝的记忆慢慢苏醒了。终于有一
天，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武剑急忙通过公安系统查
询，得知苏丽芝原籍辽宁，后来跟着改嫁的母亲到了河
北任丘，继父去世、母亲去世、当时的丈夫突然失踪
⋯⋯一系列变故下，她精神崩溃并开始了流浪。

蒋淑华暗下决心，不能再让苏丽芝漂泊无依了。
从 2014 年起，蒋淑华一次次往任丘跑，帮苏丽芝办户
口、办离婚手续、办低保⋯⋯最后，苏丽芝的户口落到
了蒋淑华家，成了蒋淑华的“家里人”。而在这段时间
中，一位在沧州做泥瓦匠的男子，与苏丽华相识相恋。
后来，蒋淑华和她的爱心团队为两人举办了一场热闹
的婚礼。

今年 51 岁的吴忠灿和妻子曹烈珠驻
扎在我国南海赵述岛上已有 8 个年头，这
里是我国最南端的民兵哨所。“时间只是数
字，过程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吴忠灿说。

1981 年春天，17 岁的吴忠灿第一次
跟随父亲出海打鱼，远望永兴岛，看到岛
上飘扬的国旗，在大海里漂泊多日的父子
俩心里顿觉踏实起来。“没想到，20 多年
后，我和妻子登上赵述岛，在那里升起一
面五星红旗，成为这面五星红旗的守护
人。”吴忠灿告诉记者。

2006 年 8 月，吴忠灿带着妻子和村里
人一同来到赵述岛。该岛岛长 600 多米，
宽 300 多米，地势平坦，绿荫丛丛。刚上
岛时，他们和岛上其他居民一样，每天到
海上打鱼，晚上回岛休息。平日里，岛上
大部分居民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

“我想应该做些什么，日子太悠闲。”
2008 年 3 月，吴忠灿夫妇接受了赵述岛村
委会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升国旗。

三节钢管，一节钓鱼竿，一条绳索，一
个小转盘，赵述岛上的这个旗杆可谓简易
至极。每周，吴忠灿和曹烈珠都要列好
队，唱着国歌将国旗升起。“我们必须时刻
确保这面国旗在岛上飘扬着，即使离岛回
家期间，也要交代岛上其他人员照看好。”

“当我从连队领导那里接过国旗时，有
种沉甸甸的感觉。”吴忠灿回忆起第一次升
国旗的场景非常激动。最早的旗杆是一根
竹竿，夫妻俩将旗杆固定在岛上机房旁的
大水桶里。后来，台风将这根竹竿吹断。
吴忠灿跑到一个工地找钢管，负责人听说
他是要做旗杆，就送给他一根钢管。

“这个旗杆埋到土里有 2 米深，再灌

上水泥，再大的风也不会倒的。”钢管做的
旗杆，从此就与赵述岛融为一体。超强台
风“蝴蝶”袭岛，吴忠灿的房子被刮倒了，
旗杆依然挺立。

“ 相 比 在 老 家 的 生 活 ，这 里 是 很 苦
的。”吴忠灿告诉记者，家里有冰箱、洗衣
机、电视等家电，日子过得很舒服。而在
赵述岛，夫妻俩住在两间木板房内，除了
一台电视、一张床，屋内再无其他值钱的
摆设。但就是在这个简易的木板房内，吴
忠灿夫妻俩度过了 8个除夕。

看似平凡，岛上的艰辛是常人无法体
会的。2012 年冬季，曹烈珠亲眼目睹了
全岛的房屋被龙卷风卷到空中，全岛瞬间
成为一块平地。上岛 8 年，吴忠灿亲历的
台风等恶劣天气次数，他已记不清了。岛
上的居民甚至将房屋盖成高脚屋，一遇到

恶劣台风天气，就将整个木屋全部搬走。
“那里的太阳太毒了，不种树遮阳调

温，天气太热了。”每次回到家休息一段时
间，曹烈珠夫妻的皮肤会白一些，但是只
要一回到岛上两三天，两人皮肤会立刻变
得黝黑。所以吴忠灿夫妻在岛上，闲时最
愿意做的就是种树。只要有空，夫妻俩就
会挑着水桶给他们种植的树苗浇水。

“每到过年时，岛上的居民大部分都
回老家了，但是岛上更需要人守护。”吴忠
灿说，几乎每年过年的时候，岛上只有七
八个人。为了不让除夕夜太过于冷清，留
守在岛上的人一般都凑在一起过年。

团聚，对于吴忠灿夫妇来说是个奢侈
的梦。“先有大家才有小家。”吴忠灿说，他
的父亲也是老渔民，对于儿子为了守岛不
回家过节，一直都很理解。但是吴忠灿心
里明白，今年已经 70 多岁的父母，更希望
他能够在家里陪护他们。每次从家里回
岛时，父母都会站在潭门码头久久地看着
他们乘坐的船离开。

“等有一天实在干不动了，我再回老
家去，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吴忠灿
夫妇像南海的抗风桐一样屹立在人迹罕
至的岛礁上。在他们心中，岛就是国，这
里的每一块礁石都代表着国家。

小岛上有面鲜红的国旗
——记南海赵述岛上的一对驻守夫妻

本报记者 何 伟

蒋淑华为流浪者洗澡后帮其剪指甲。（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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