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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刘 勇

刘勇，男，汉族，1974年11月生，中共党员，
广东省深圳市残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新疆喀什市残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童年时的一次意外，造成刘勇脊椎粉碎性
骨折，从此只能靠钢筋支撑起柔弱的身体。
2010年从深圳来到喀什，身残志坚、扎根边疆、
热心助人，先后帮助1200多名维吾尔族残疾人
实现就业梦想。

1999年，他与4名志同道合的残疾人开办
起“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同年8月，刘勇赴捷克
首都布拉格参加了当地举办的国际网页设计
大赛，取得第五名的成绩。如今，刘勇的互联
网站已发展到拥有一个慈善基金、32家分公
司，吸纳3000名残疾人就业的残友集团。

2010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新疆喀什设立
经济特区，刘勇作了一个重大决定：跟随深圳
市对口援疆的步伐，在喀什市创办残友科技有
限公司，开设网站设计制作、影视制作、平面广
告设计等业务课程，搭建就业发展服务平台，
帮助更多的人实现自立自强的梦想。在刘勇
的帮助下，维吾尔族残疾姑娘克比努尔·阿布
都克力木完成学业后，做起了电子客服。26岁
的残疾小伙子艾买提江·阿不都外力通过培训
学习掌握了本领，现在做网页前端设计，事业
有成，还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刘勇和他的团队还先后成立了喀什残友
就业发展中心、喀什残友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喀什市残友科技有限公司、喀什残友制衣有限
公司等，5年来，已帮助1200多名喀什地区残
疾人实现就业。

刘勇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个人、中华慈善奖、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123 刘 源

刘源，男，汉族，1977年8月生，中共党员，
国家电网四川电力成都市高新供电公司副总
经理。

刘源和队友坚持不懈照顾空巢老人、孤寡
老人、留守儿童，在抗洪救灾、抗震抢险等急难险
重任务冲锋在前，为人们送去光明与温暖。

2005年6月，刘源加入成都高新共产党员
服务队。当刘源发现他所工作的社区有不少生
活困难的空巢老人和残疾人需要帮助后，就和
队友一道，与社区的困难群众结成对子，开始了
助人为乐的奉献历程。十年来，刘源先后照顾
帮助所在辖区46户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杜老
因高位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刘源像儿子一样，从
买药送医，到端屎端尿、洗脚擦身，耐心照顾着她
的日常生活。后来，杜老搬出刘源所服务的社
区后，刘源依旧风雨无阻地为杜老服务。

刘源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明了一种能
够发光提醒的电动门铃，安装在老人们的家
中，并根据老人们的使用情况多次对门铃进行
改进。如今，第三代“爱心闪灯门铃”已安装到
成都237户老人的家中。成都武侯区孤寡、困
难老人家里，都放着刘源的名片。“有困难，找刘
队长！”在老人们眼里，刘源就是一位“电力
110”。除了帮助辖区内的困难群众，刘源每年
都要带着队友们在邛崃、大邑等20多所川电留
守儿童之家开展志愿服务。他自己则长期资
助贫困地区的三位留守儿童。

在他的带领感召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员
工，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列中。据统计，刘源和
他的队友们累计提供上门服务66.01万次，参
加志愿服务1.49万次，联系困难户1.94万户，
捐资助学1.04万人。

刘源荣获四川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124 刘仁平
刘仁平，男，汉族，1965年8月生，中共党

员，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九江乡地安
村村民。

10年来，刘仁平自办敬老院义务赡养 13
位残疾、孤寡老人，无微不至照顾3名残疾青少
年，倾尽所有，无怨无悔。

刘仁平自幼家贫，后靠自己努力成了当地
有名的屠夫，每年杀猪收入5万多元。从2005
年起，他开始将遇到的孤寡老人接到家中赡养，
几年后集中供养的老人已达7位。渐渐地，他萌

生了一个心愿：自办敬老院，给老人们一个家。

2008年春，刘仁平开始筹建敬老院，他挨
家挨户个把月才说通征地户，花了两万元征地
1008平方米。为修建这所敬老院，刘仁平拿出
了自己多年攒下的10万元，每天除了杀猪挣钱
外，还要留出时间和爱人及两个儿子一起修建
敬老院，全家起早贪黑，无怨无悔。2010年，这
所占地1008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平方米的敬
老院终于建成了。敬老院建起来了，刘仁平却
欠了一大笔债。为了攒钱还债，他不得不将大
儿子的婚期推迟了3年，而为了更好地照顾老
人，刘仁平聘请了3名管理员精心照料老人们
的起居饮食。敬老院要维持正常运转，一年各
类开支在10万元以上，刘仁平将自己的杀猪所
得全都投进去。他常说，“只要老人们过得好，
自己苦点累点花点钱都不算什么！”

如今，刘仁平的敬老院生活着13位孤寡残
疾老人和3名残障儿童。他还帮扶困难群众
300多人，投入资金30多万元。

刘仁平荣获贵州省敬老爱老助老楷模、贵
州省十佳敬老好儿女、贵州省道德模范等荣誉
称号。

125 刘兴顺

刘兴顺，男，汉族，1941年9月生，中共党
员，贵州铝厂退休职工。

七旬老人热心公益，坚持5年义务为社区
阅览室送报，开展百余场义务党课宣讲。

每天清晨6点，刘兴顺都要小跑两公里赶
到邮局，扛起30多斤报刊送至社区阅览室，快
速分门别类。这一切均在9点前做完，为的是
保证阅览室一开放居民就能读到最新报刊。
至今，刘兴顺已坚持为社区义务取报送报近5
年。2012年1月，天下冻雨路结冰，刘兴顺脚一
滑，后脑勺着地，足足昏迷2分钟。后来，有人
劝他不要送报了。刘兴顺却说：“承诺的事，就
要说到做到，帮人的事多干一点，人不白活。”有
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这么多年，刘兴顺往来邮
局取报送报，共走了5700多公里，肩扛报纸重
量累计超过20吨，投入义工超过5000小时。

刘兴顺热心社区公益。井盖被盗了，要
管；电杆倒了，要管；水闸门坏了，要管；污水外
溢，要管⋯⋯而且一旦管起来，他就很较真、一
管到底。2005年夏天，他在晨跑时发现金阳大
道路灯早晨关灯太晚，几千盏路灯浪费电力严
重。为此，他几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最终使问
题得到妥善解决。

由于“爱管闲事”，2009年，刘兴顺被业主
选为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此后，他积极向有
关部门争取资金，先后为小区改造消防设施，
新建报刊栏，更新照明设施，绿化小区，修缮雨
棚，安放公园椅子等等。2014年，刘兴顺自愿
担当义务宣讲员，在全省各高校、机关团体陆
续开展了100多场义务宣讲。

刘兴顺荣获贵州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126 刘盛兰

刘盛兰，男，汉族，1923年9月生，山东省招
远市蚕庄镇柳杭村村民。

自1996年起，靠拾荒资助各地贫困学生近
百名，资助金额超过10万元，耄耋之年仍孜孜
不倦拾荒助学，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帮助孩子们
实现梦想。

1996年，刘盛兰无意中从一张废旧报纸上
看到：邹城市王村乡一位13岁的中学生，因家
庭发生变故，面临辍学危险。经过仔细考虑，
老人给这位中学生写了一封信，一边鼓励他安
心上学，一边随信寄去了50元钱。第一次帮助

别人，让刘盛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归
属感。从那以后，他一面从捡来的废旧报纸上
获得失学孩子的信息；一面把自己捡破烂挣来
的钱寄给那些孩子。刘盛兰老人的拾荒捐助
路就这样开始了。此后，只要从电视或报纸上
看到有人需要帮助，老人就往外寄钱，帮助最
多的是失学的孩子。

刘盛兰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最醒目的就
是一摞摞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和汇款单，
100的、200的、甚至1000的都有。老人的另一
样宝贝是几个放着许多照片的镜框，里面既有
大学生，也有中小学生，都是他资助过的学生。
刘盛兰是五保户，镇上每月给他200元养老金，
他又把大多数养老金都拿去资助困难学生。
随着刘盛兰的事迹在各大媒体相继报道，来看
望老人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人资助他钱物；
收到的钱他又一分不留地全部捐了出去。

18年来，他把自己10万多元的积蓄一点
点寄往大江南北，前后资助近百个孩子。

刘盛兰荣获山东省道德模范提名奖、2013
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127 闫桂珍

闫桂珍，女，满族，1962年3月生，中共党
员，甘肃省嘉峪关市酒钢三中教师。

从教32年，淡泊名利，一心育苗，悉心帮助
困难学生，累计捐资助学达30余万元，募集大
量善款，为了孩子们成长成才付出全部心血，
以精湛的教学艺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赢得了
社会广泛赞誉。

对于闫桂珍来说，2012年教师节是一个难
忘的日子：这一天她被授予“推动嘉峪关市教
育事业特殊贡献奖”并获得20万元奖金。此
时，儿子大学毕业尚未成家，因公致残的弟弟
也一直离不开她的照顾，家中急需用钱。家境
并不富足的她却萌生了捐出这笔钱作为启动
资金成立一个爱心助学协会的想法，但如何凑
齐200万元注册资金，就成为她课余之外的主
要工作。每天一下课，她就骑着一辆破旧褪色
的自行车，四处奔走，募集善款。经过一年的
努力，“嘉峪关市闫桂珍公益教育爱心助学协
会”于2013年8月28日注册并开始发展会员、
吸纳社会捐助。该协会是甘肃省第一个以个
人名字命名的教育爱心助学组织。

32年里，她光资助困难学生的资金就累计
达到30万元。仅去年一年，闫桂珍就拿出1.4
万元工资资助了5名考上大学的学生。

闫桂珍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五一”巾帼奖章、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
“三八”红旗手、全国中青年十杰教师金奖、全
国“语文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当选党的十
八大代表。

128 麦琼方

麦琼方，女，汉族，1960年3月生，广西壮族
自治区百色市人民医院退休职工。

36年来，麦琼方用一根根扁担将筹集来的
米、油、衣服等物资挑进深山村寨资助27位孤
寡老人；在86平方米的住房里，先后养育86名
孤贫孩子，大爱情怀备受赞誉。

麦琼方助人为乐的善举始于1979年，那一
年，她是百色市人民医院洗衣房的一名勤杂
工。当时，一名瑶族妇女到医院看病，没人照
顾，麦琼方知道后，就每天给她送饭，坚持了一
个多月。后来，麦琼方到平洋屯探望这名妇
女，当看到山里困难村民缺衣少粮的情形，她
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从此以后，她就经
常收集一些旧衣物，购买一些食物，利用一切
机会帮助困难乡亲。

36年来，麦琼方基本上每隔一个月就下一
次乡，随着收集到的捐助物品越来越多，她的
足迹从田林县平洋屯延伸到右江区、凌云、隆
林等县（区）的数十个偏远村屯。因为交通闭
塞，她常常只能搭车到半路，接着用扁担挑捐
助物品进村。长年累月，她就这样走了过来，
从青春少女一直走到中年。

1985年，麦琼方在下乡送捐助衣物的途
中，因意外失去平衡摔下悬崖，在醒来后忍着
剧痛四处搜寻两袋捐助的衣物，她不是赶快返
回市区医院治疗，而是简单包扎后，继续前行
把捐助衣物送到了目的地。

2004年，麦琼方的丈夫因故去世。麦琼方
不得不打好几份工来维持生计，生活条件相当

拮据，当时一些人都认为她扶贫济困的“事业”
走到了尽头，但她依然爱心不改初衷，坚持想
走的路，做想做的事。

麦琼方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道德模范、广
西壮族自治区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荣登

“中国好人榜”。

129 李广佳

李广佳，男，汉族，1946年8月生，中共党
员，湖北省宜昌市残联退休干部。

李广佳 50 余年坚持学雷锋，资助 800 余
人；发起成立学雷锋协会，带动志愿者13万人；
创办残疾人生活园和救助中心，救助残疾人近
4000人次，被誉为“当代活雷锋”。

1964年，18岁的李广佳参军入伍，进入“爱
民模范”谢臣生前部队。受模范精神的熏陶感
召，从1965年向河北受旱灾区寄去30元起，李
广佳长年化名“谢臣”捐款助人，即便1985年从

“谢臣营”营长职位上转业回家，也不间断。直
至1996年初，宜昌市委应群众强烈要求，历经1
年多寻找，终于找到“谢臣”——市机电设备公
司保卫科长李广佳，此时他已隐姓埋名捐款31
年。此后，李广佳爱心善举更胜从前。他51年
捐款累计30多万元，资助300多名贫困孩子圆
了读书梦，帮扶500多个贫困户摆脱了贫困。

1989年，李广佳将位于市区繁华地段的三
室一厅住房出租，自己和家人租住更便宜的房
子，用租金的差价助人。自此他不断“搬家助
人”，直到2006年，他已先后搬家达32次。两年
后，他又租下郊区一座闲置的楼房，兴办全国首
个民办救助站——“南泥湾”残疾人生活园。

2003年9月，他发动10名劳模、道德典型
成立了学雷锋协会。如今，协会已拥有1100个
服务组织、13余万名志愿者，为困难群体募集
扶助资金1200多万元。

李广佳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助
残先进个人、湖北省劳动模范、湖北省优秀共
产党等荣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130 李拴州

李拴州，男，汉族，1960年2月生，山西省长
治市屯留县吾元镇岭村乡村医生。

38年来，只有一条腿的李拴州不辞劳苦，
义务出诊2.7万多人次，行医路程达6.5万多公
里，虽然家境困难，还先后为病人垫付医药费
用近两万元，用一根铁拐撑起了山乡的“120”。

李拴州16岁那年因为骨肉瘤，左腿做了截
肢手术，后来通过自学，取得乡村医生资格认
证，开始了自己不平凡的行医助人之路。

不管是三更半夜，还是风霜雪雨，只要有人
找，李拴州从来不说二话，背上药箱就出发，而且
每次出诊，他从来不收出诊费，遇到家里困难的，
针剂、药费他也垫付。村里有几个老病号，李拴
州总会定期去家里给他们免费做检查。

由于长年奔波，李拴州的拐杖断了一根又
一根，究竟换过多少根拐杖，连他自己也记不
清了，后来他索性做了一根铁拐杖，虽然沉重，
也不如木头的顺手，但是结实耐用，李拴州说
铁的更适合他。1996年，李拴州买了第一辆摩
托三轮车，平时村民们有什么需要，李拴州把
药箱和拐杖往三轮车里一放，就开着三轮车过
去了⋯⋯十几年下来，车也用坏了三辆。

2014年年底，李拴州被查出肝脏上长了个
肿瘤；手术后三个月，他又回到了乡村诊所。

李拴州获得山西道德模范荣誉称号，荣登
“中国好人榜”。

131 李举峰
李举峰，男，汉族，1955年4月生，中共党

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汽修配件厂
退休职工。

35年来，李举峰尽管自己家境贫寒，却始
终如一地照顾着一个与自己没有一点亲缘关
系的精神病工友，用真诚和爱心，给了工友亲
人般的呵护，谱写了一曲人间真情之歌。

1972年，李举峰与来自浙江的知青严允干
一同在青铜峡市汽车配件厂工作，并住在同一
宿舍。1980年，严允干因情感问题受了刺激，患
上精神疾病，病发时发狂发怒、乱砸乱摔、屎尿不
知。严允干在当地无亲无故，远在浙江的哥哥
也顾不上他。时任厂工会主席的李举峰，看着

这个工友孤苦无依，说：“我管你！”从此毫不犹豫
地担起了照顾工友的责任。除买米买面，照顾
一日三餐，还为他换洗衣服、陪他看病。

2002年，李举峰和妻子双双下岗了。李举
峰靠打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屋漏偏逢连夜
雨。2009年，李举峰的妻子又被诊断患上输卵
管癌，长年在家休养。这年，李举峰要照顾妻
子和三级智力残疾的儿子，女儿还要上大学。
李举峰找到当地政府，打算将严允干送到镇敬
老院。可就在当天，严允干又发病了，像孩子
般的在地上打滚哭嚎。李举峰心头一阵酸痛，
便把他又接回了家。从此以后，李举峰再也没
有想过送走严允干。

现在，严允干的精神疾病已有7年没发作
了，自己可以动手刷牙洗脸、叠被子。李举峰
一有时间就会带老严出去转转。严允干逢人
就说：“要是没有老李，或许我早就死了。”

李举峰荣获感动宁夏人物荣誉称号，荣登
“中国好人榜”。

132 李银江

李银江，男，汉族，1957年2月生，中共党
员，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桂五镇敬老院院长。

李银江创建镇敬老院，30年赡养105位五
保老人，64次为离世老人披麻戴孝，尽孝超越
血缘和职责。

建院30年来，桂五敬老院供养了105名老
人，年龄最大的100岁，其中64位老人先后离
世。每位老人离世，李银江都会做“孝子”，为老
人守灵、办丧事，送老人走完人世间的最后一
程。3年前的一个深夜，张树仁老人突发胃穿
孔去世。这件事对李银江触动很大，回到敬老
院，李银江就联系医院为老人进行身体检查，
并建立定期检查机制，对于每一位患病老人制
定详细的治疗方案，并教给老人应对流行疾病
的知识。

几十年来，他走乡串户探望全镇老人，屋
顶越低、条件越差的地方他去得最多。“全镇有
5752位老人，41位是五保户，21位在乡村。”李
银江对桂五镇老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的
带动下，桂五镇尊老爱老已然成风。

李银江不仅是空巢老人的“亲儿子”，还是
乡村孤儿的“好爸爸”，是流浪人员的“家里
人”。被父母遗弃的唇腭裂患儿，2011年灭门
案唯一幸存的15岁小姑娘，父母车祸离世留下
的孤儿三姐妹，如今都成了李银江的“好闺
女”。30年来，在李银江的帮助下，有64名流浪
乞讨人员踏上归途，回到亲人身边。

李银江荣获中华孝亲敬老楷模提名奖、江
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133 李新宇

李新宇，男，汉族，1982年9月生，中共党
员，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国税局副
局长。

借助网络力量进行募捐，李新宇搭起全国
各地爱心人士与西藏困难人群之间的桥梁，平
均每月接收物资都在10万件以上，垫付“爱心
包裹”运费约2万元，被网友称为“爱心哥”。

李新宇来藏工作已有8个年头了，7年前他
开始投身公益活动，无论工作多繁忙，总会抽
出时间把爱心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截至目
前，他已经通过各种捐助渠道募集到衣物约
900万件、价值300多万元的棉被和毛毯，还有
价值上千万元的文具、桌椅、图书等物品。募
捐初期，他主要靠同事、同学和朋友。“开始的时
候，一个月收不到几包衣物。”当他在百度上发
帖并建立了接收旧衣物的地址后，立即得到全

国各地网友的支持，接收的物资越来越多，目
前，平均每月接收物资都在10万件以上，自己
还垫付“爱心包裹”运费每年2万元左右。

李新宇先后资助过 2 名大学生，还利用
QQ群，发布贫困学生信息，寻求帮助。经多方
联系，多方沟通，20余名贫困学生得到帮助，顺
利完成学业。他与浙江省的志愿者取得联系，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动了浙江一家生产太阳
能光伏发电设备的企业，捐赠了一台价值25万
余元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2011年12月，这
台设备在仲巴县仁多乡小学安装成功。

西藏自治区“4·25”地震发生后，他迅速
通过QQ群、微信朋友圈发起倡议，得到爱心
人士支持，价值数十万元的衣物、价值4万余
元的毛毯和日用品迅速运抵灾区，及时发到
受灾群众手中。

李新宇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雪域高原好税官等荣誉称号。

134 何方礼

何方礼，男，汉族，1974年7月生，中共党
员，武警广西总队来宾市支队政委。

在柳州，与战友们帮助贫困县发展经济、倾
心扶贫助学，改变了红瑶同胞“女不读书”的传统
习俗，资助300多名学生上学、50多人走出山寨；
调任来宾后，继续资助贫困儿童100多人次。

1993年初春刚刚入伍，曾有过辍学痛苦经
历的何方礼看到贫穷的大瑶山里一个个辍学
女童渴望的眼神，深受触动，在当战士的3年
中，何方礼靠微薄的津贴费，积攒500多元，资
助6名红瑶女童读完了小学。

何方礼认识到，只有帮助瑶族群众发展经
济，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大瑶山世世代代“女不
读书”的信条。他和战友们指导瑶山农民种柑
果、修茶园、养牛蛙，使红瑶群众的人均收入由
1995 年的 100 多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2200 多
元。许多脱贫群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女孩
重新送进学堂。

2010年，调到来宾市支队工作以后，何方
礼带领支队官兵先后12次到中小学看望慰问
留守儿童，送去近5万元的生活用品。2014年，
何方礼第一时间资助“背”着瘫痪父亲上学的
女学生钱运星，在他的带头号召和民政部门关
注下，钱运星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在社
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支队先后为“希望工程”
筹措善款20多万元，资助贫困适龄儿童返校
100多人次。

何方礼荣获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全国
拥政爱民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
功1次，荣登“中国好人榜”。

135 张 杰

张杰，男，汉族，1929年9月生，浙江省绍兴
市上虞区旅港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

36 年，张杰克勤克俭，为家乡捐资助学
1500余万元，建立21所学校，“张杰精神”誉满
浙江。

幼年时由于家境贫困，张杰小学尚未毕业
就外出谋生，后辗转来到香港“淘金”，从刚开始
的做帮工，到成为一家南货店的伙计，一干就
是20年。1978年，他在九龙一带的街上租了一
间不足6平方米的楼道口，开设了零售铺，做起
了卖蟹、卖粽子、卖茶叶蛋的小本生意，含辛茹
苦、省吃俭用，终于有一点积蓄。

历经磨难、饱经风霜的张杰非常明白知识
的重要，他说：“落后就要挨打。国家要富强，关
键在教育，我们海外游子总要尽点心、出点力。”
1979年起，他连年不断地为家乡上虞捐资助
学，30多年来，共捐资1500余万元，建立起21
所学校，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受惠学生达
2万多名。上世纪70年代后，他还先后向上虞
中学捐献彩电、冰柜、汽车，设立奖学基金，并捐
建两幢教学大楼和图书馆。

梁湖镇江山中学地处偏僻，交通闭塞、水
资源缺乏，影响了当地人才的培养。1995年暑
假期间，张杰从香港回乡，冒雨察看了江山中
学，次年就慷慨出资65万元，新建2000平方米
的梁湖镇中教学大楼。张杰常说：“自己好，不
算好；家乡好，国家好，才算好。”

张杰荣获浙江省爱乡楷模、浙江省道德建
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下转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