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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地处浙北，是一个有 46 万人口
的山区小县。令人称奇的是，小城好人
特别多。安吉县文明办提供的数据表
明，2005 年至今，全县共评选出好人
114876名。

好人馆里故事多

4 月 1 日，浙江省首个好人馆——安
吉好人馆开馆。走进馆内，一张张可见
可信的朴实面孔，一个个可敬可学的感
人故事，引人驻足。

一辆大巴坠入山谷，交警沈克诚闻讯
立即前往营救。途中，一辆油罐车刹车失
灵滑向乘客和民警，千钧一发之际，沈克
诚推开了战友和乘客，光荣牺牲⋯⋯

在安吉好人馆里，既有高大上的英
雄模范，也有真实朴素、感人至深的草
根道德明星。

70多岁的老人袁凤钗，退休后天天捡
拾垃圾，把卖得的钱捐给困难群众；溪龙
乡药店老板徐逸云免费为贫困群众送药
上门；还有“捡”一对老人当双亲的饶根
宝，背着重病母亲去上班的应建勤⋯⋯

好人馆内融入现代声、光、电和信

息技术，以展板、图片、实物等方式，
立体化、全景式展示，给人带来全方位
体验，直观展现出安吉好人的风采。

缘何要建好人馆？县委书记单锦炎
说，先进典型作为群众身边的榜样，是有
形的正能量、是鲜活的价值观。只有让全
县人民直观感受本地好人的崇高品质，才
能让道德教育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颂扬好人出新招

勇斗歹徒的李锋平、义务普法 30 年
的张建民⋯⋯入夜的安吉县天目路上，
路两旁一字排开的是有道德模范巨幅照
片的灯箱。“每次走在这条街上，心灵就
受到一次洗礼。”市民周敏林说。

县城有道德街，乡镇则出榜样册。
报福镇每季度将评选出的好人事迹印刷
成榜样册，发到每个农户家中。统里村
朱爱玲因连续两年免费为村民理发，成
为首批上榜样册的好人。她说：“上了榜
样册，不仅有荣誉感和自豪感，更有责
任感和使命感！”

县城乡镇宣传好人“高大上”，农村
比拼也出妙方。走进双一村，曲径通幽

的村道上，一块块立在路旁的好人榜新
颖别致，醒目的照片下是好人的感人事
迹。双一村党总支书记朱学星说，村里
每年只有 10 个好人名额，意在优中取
优，但今年破了例，在村里确定 10 名好
人并公示后，村民朱三忠又破例入选，
理由是他捐献的遗体器官使两名盲人重
见光明。朱学星说，自从村里评选好人
后，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老爱亲蔚
然成风。

在安吉县，除了村村树好人榜外，
还有 71个村建起了村级好人馆。

自 2005 年起，安吉实行好人推荐社
会化、好人评审公开化、好人发布全媒化、
好人管理动态化，人民既是身边好人的学
习者、践行者，更是推荐者和传播者。

县里评“安吉骄傲”，各乡镇村都是
你追我赶。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有娣
告诉记者，每年候选的安吉骄傲事迹件
件感人，评委会很难确定评选结果。

礼遇好人用“真金”

4 月 1 日上午，在安吉好人馆开馆仪
式上，潘世珍、刘光兵等 25 位道德模范

领到了一张红色的安吉好人礼遇卡，凭
着这张卡，他们会得到一系列礼遇。

县 里 刚 出 台 了 《安 吉 好 人 礼 遇 办
法》，设立了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对好人
的奖励、帮扶和救助，形成利益导向和
舆论导向，让安吉好人既有“面子”，也
有“里子”。

“只有让好人更吃香，道德才能散发
出更闪亮的光芒！”县长沈铭权告诉记
者，从今年起，凡入选国家、省、市、
县道德模范、入选中国好人榜、最美浙
江人、安吉骄傲等安吉好人的，将获得 4
项优享礼遇——

尊崇礼遇：同等条件下，为好人参政
议政创造机会；社会礼遇：好人进文化礼
堂并开展巡讲、巡展活动；免费享受一次
健康体检，获赠一张市民公共自行车卡和
一张指定影院的电影卡；关爱礼遇：好人
子女享受就近入学待遇，并保障其优先享
受助学贷款；社会养老机构优先接纳好
人；帮扶礼遇：根据所获荣誉享受一次性
1000 元至 1万元不等奖励；对符合享受保
障性住房的好人优先解决住房困难；对生
活困难的给予救助。

2005年以来，浙江安吉已评选出 114876名好人，他们的故事感染着全县人民——

好人文化成风化人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陈毛应

4 月 12 日，在贵州省六盘
水市人民医院，市义工联合会
负责人李戟将网友的一笔爱心
捐款送到朱德忠家人手中。

朱德忠原是六盘水市的一
名出租车司机，今年 4 月初罹
患重病，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得知朱德忠住院的消息
后，李戟在网上发起募捐倡议，
得到网友的广泛关注，募集到
了一笔可观的治疗费用。

在六盘水市，说起李戟，知
道的人无不伸出大拇指。打
2004 年起，李戟就在工作之余
积 极 投 身 志 愿 服 务 。 今 年 2
月，他被中宣部等 13 部门联合
表彰为“最美志愿者”。

在志愿服务的路上，李戟
最初关心教育，“想尽力帮助边
远山区的贫困孩子完成学业”。

2004 年到 2008 年，李戟
作为助学志愿者，相继调查走
访了水城县、六枝特区和黔西
南州安龙县、册亨县等地的 20
多所中小学，组织策划和参与
一对一资助和捐赠活动 40 余
次，累计募捐资金和各类物资
80余万元。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
生特大地震。看到灾区急需医
疗救助的新闻，学医出身的李
戟坐不住了，“觉得应该为灾区同胞做点什么”。5 月
15 日一早，他将刚满周岁的女儿托付给妻子，与通过
网络邀约的志愿者一道奔赴灾区。李戟一行在绵阳市
安县桑枣镇设立医疗点，为灾民提供医疗服务。整个
抗震救灾过程中，李戟花费 3 万余元，先后在北川、彭
州等重灾区志愿服务 40天。

在汶川震区服务的过程中，李戟看到了专业救援
队伍的重要性，“仅有一腔热情是不够的，掌握相应的
专业技能，才能事半功倍”。

几经周折，李戟在 2009 年牵头组建了六盘水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并先后两次参加中国国际救援队
和国家地震局开展的救援培训。每次学习归来，李
戟都通过讲座等形式，将所学技能传授给其他志愿
者。“掌握救援技能的人越多，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李戟说。

多年的志愿服务经历，让李戟积累了丰富的规范
运作民间公益组织的经验，“志愿服务仅靠一人之力，
远远不够”。如何做好六盘水市的民间公益活动，带动
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入到志愿服务中，是李戟思考
最多的问题。

近年来，李戟将志愿服务工作的重心从个人组织
活动转向社会宣传倡导，积极营造志愿服务的浓郁氛
围。2011 年，他开始筹建“六盘水市义工联合会”，致
力于打造专业、高效的民间志愿服务支持平台，推动本
地公益事业的专业化发展。

在李戟的推动下，“六枝公益之友义工服务队”“爱
西行公益协会六枝服务队”“钟山区红十字急救志愿者
服务队”等志愿服务组织相继成立，成为当地开展志愿
服务的重要力量。

2014 年 9 月，“六盘水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正式成
立，李戟作为唯一的民间志愿者团队代表，被推选为副
会长。

2015年8月，李戟牵头组织六盘水市的9家志愿组
织开展“公益月”活动，倡导志愿精神，疏导交通。活动期
间，参加的志愿者达600人次，服务群众超过2万人次。

如今，李戟在工作之余为志愿服务忙碌，为培训志
愿者写教案，为助学活动制定计划⋯⋯

据粗略统计，仅 2011 年至 2014 年，李戟组织和参
与的志愿服务活动就多达 113 次，协调捐赠物资价值
200 万余元，奉献社会服务时间 2352 小时，带领 371
名志愿者服务群众 4 万余人次，合计贡献社会服务时
间 8400余小时。

“虽然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普通志愿者，但我们的
每一丝努力和每一次坚持都可能给别人带来改变和幸
福，这就是志愿者的价值。”李戟这样总结自己的志愿
服务之路。

志愿服务因他添彩
—
—记贵州省六盘水市义工联合会副会长李戟

本报记者

吴秉泽

李戟为学生进行防灾知识培训。 (资料图片)

河北燕山地区是全国知名的贫困地
区，但这里有个原来人均收入不足 400
元、没有任何集体资产的村庄在上世纪
90 年代脱颖而出，走上了致富路。这个
村就是河北滦平县周台子村，现集体资
产过 10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1.3万元，
家家住上新楼房，大部分家庭有轿车。

村民们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村
里能有这样的变化，多亏了乐于奉献的
村党委书记范振喜。

咱是共产党员，就得为民谋利

1987 年，周台子村发生了一件大
事：村党支部书记辞职了。

“两间破房，八万外债。这芝麻官好
处没有，还一天到晚担惊受怕，何必再
干？”老支书撂挑子，村里其他党员也都
不揽这“瓷器活”。这时，人们想起了刚
从部队转业回村的范振喜。小伙子不仅
精明能干、处事公正，还经历过军队的
锻炼，是最为合适的人员。范振喜说：

“咱是共产党员，就得为民谋利。”于
是，在乡亲们的期盼中，这位 25 岁的年
轻人走上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

范振喜深知，要想为群众办事，没
钱只能是空想。当时，村里的几个零散
铁矿都包给了个人，集体很穷，个别人
却因开矿富得流油，范振喜的二哥就是
其中之一。范振喜决心先拿二哥开刀，
收回矿点归集体，“你开矿只是咱一家
富，我是村支书，就得为全村人着想”。

二哥不情愿地交出了矿点，由村里统
一管理。理顺了铁矿承包关系，村集体当
年就进账 10 万元。用这“第一桶金”，村
里栽果树、垒大坝，开始变样了。

范振喜担任支部书记后，立即给家里
人约法三章：“不插手村委会管理，不参与
村集体工程，不接受村集体报酬。”

拿亲人“开刀”、不贪不占，让乡亲
们看到了范振喜的真心和决心。74 岁的
村民孙淑兰说：“要不是范书记牺牲自家
利益，哪有村里今天的好日子呀！”随
后，周台子村又投资兴建了钢结构厂、
塑钢厂、加气砖制造厂等。就这样，经
营村办企业积累起来的经营和市场意
识，指引着这个山区小村迈着扎实而稳
健的步子向前走。

周台子村有 1200亩耕地，原先都是
一家一户“小地块”经营模式，效益上
不去。2006 年春，范振喜提出“代经
营”的理念，将村民手里的土地集中起
来，由村集体代替农民统一经营。村里
按照每亩地 500 斤大米的标准发放口
粮，并承诺今后将土地效益整体递增的
70%回馈给村民，余下的 30%分别用于
科技培训、提升地力、抵御自然灾害。

从此，周台子村民告别了祖辈“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村集体代
经营的土地实现了公司化经营，建起了
1 万平方米的智能化温室、几十幢日光
温室。现代化的温室大棚里生长着很多
南方花木和果菜，土地的颜色不再单
调，变成了如诗如画的风景。就这样，
全村农民在燕山山区最早过上了土地流

转拿租金、入企工作挣薪金、集体分红
等股金的生活。

身患白血病，心系众乡亲

1991 年秋，正当周台子村的发展有
了眉目，人心也渐渐拧成一股绳的时
候，范振喜却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病倒了。

“听说范书记得了白血病，我都懵
了。”多年后，说起范振喜被确诊的情
景，村党委委员杨国兴仍然十分难过。

“好日子才开头，没有范书记，村庄
的脊梁就塌了。”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
几年都不跟范振喜说话的二哥第一个找
到杨国兴：“听说移植亲人的骨髓能治这
个病，可以把我的移植给他。”70 多岁
的邹德侠大娘颤巍巍地抖开手绢，将一
沓零钱塞给范振喜：“这是我卖鸡蛋攒的
钱！”⋯⋯

看着写满几页纸的捐款钱数和姓名，
范振喜感动不已。去北京做手术那天，几
百号村民流着泪送他到村口：“你一定要
好好地回来，村里还等着你做主呢！”

经过 4 个多月的生死较量，范振喜
闯过了最危险的异体排斥和细胞再生
期。出院时，医生嘱咐要静养两年，可
是他一回村就要去上班。70 多岁的老父
亲流着泪劝阻，范振喜却说：“我的命都
是乡亲们给的，活一天就要回报他们一
天！”

范振喜带着重病回到山村带头人的

岗位上。由于造血功能严重退化，他得
了严重的心脏病、干眼症等疾病，胳膊
硬得像石头，后背、大腿肿痛得难以忍
受。

1995 年，他的心脏病加重了。这
时，村里正筹备建一个铁选厂。由于资
金少，他和村干部一起以个人名义向村
民借钱建铁选厂，并承诺：“企业挣了
钱，是大伙的；赔了，我和村干部就是
倾家荡产也要偿还。”此后几十天中，他
拖着犹如灌了铅的身子村里村外奔波
着，借到了 70 多万元。铁选厂如期开
业，一年创造的价值等于借款的几十
倍，村民既心疼又佩服地说：“范书记满
身是病，还一天到晚操劳，这样的领导
谁都信任、谁都服气、谁都佩服！”

在病发后的 20 多年中，范振喜曾有
10 多次病情恶化进医院，医生 4 次签发
了病危通知书。可他始终以顽强的毅力
对抗着病魔，把全部精力用到村里的发
展上。

杨国兴告诉记者，“范书记身体那么
差，却很少在凌晨 3 点前睡觉，全靠坚
强的信念和每天十几种药品支撑着”。对
此，范振喜很平静：“我不知道哪天身体
就不行了，得抓点紧，多给村民干点
事。”

范振喜的拼搏得到丰厚的回报。近
10 年来，周台子村每年都有大动作，先
后投入上亿元建起会议厅、科技馆、大
剧院、村民文化活动中心、科技培训和

科研中心。

要让群众服气，先得一身正气

“刚正无私，一身正气”，是村民对
范振喜的评价。

2006 年，周台子村党支部升级为党
委，范振喜担任书记，他再接再厉，狠
抓党建，形成了“一名党员一面旗帜、
一名党员一面镜子”的良好局面。工作
人员汪洋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大都是
范书记的‘粉丝’，他让我们认识到怎样
的人生才有意义。”

2003 年，范振喜用半年时间，求遍
了亲戚朋友，筹集了 1.2 亿元资金收购
一家生产铁精粉的企业。有人劝他：“铁
精粉行情这么好，自己干顺理成章，不
出一两年就发大财，何必背上集体这个
大包袱。”

范振喜还是那句话，“是共产党员，
就得时刻想着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他
的精心管理下，一个个村办企业开始赢
利，最好的年景里，村集体年纯收益上
亿元。

2009 年，在大家的提议下，村里通
过广泛讨论和表决，作出了这样一个决
定：“鉴于范振喜在村集体经营中作出的
贡献，决定将集体资产的 20%作为范振
喜个人股份。”然而，这一决定被范振喜
一票否决。

村里主管财务的村委会委员薛松对
记者说，“范振喜连县里明文规定的奖励
都不接受。他作为村里一把手，管理着
众多企业，是实际的经营管理者。按照
文件规定，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利润分
成奖励。我们粗略计算过，仅分成奖
励，他就可获得 2000 多万元，可他分
文不取”。

薛松告诉记者，范书记连上级发给
他的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的近
3万元奖金，也全部捐给了村里。

范振喜虽然对自己很“苛刻”，但在改
善全村群众生活上却舍得花本钱。早在
2003 年，周台子村就在河北省率先实现
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费；村集体为每个村
民缴纳了新农合参保基金，大病住院医疗
费在县里核销后，剩余部分村里再报销
50%以上。他还在村里实施了三期村民
新居建设，2012 年就让全村 600 多户人
全部搬进新楼房。对全村的主干道和次
干道、楼宇间地面进行了硬化绿化，建起
了全长 3公里的沿河村街景观带。

如今，在周台子村，60 岁以上的老
人只要愿意，都可住进村集体免费的

“老年公寓”，每月还发 200 元至 500 元
养老金；每逢年节，就给老人们添置衣
服。67 岁的石怀山说：“振喜这个当家
人比亲儿子还好！”

“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不能以个人财
富的多少来衡量，而要看他做了多少有
益于社会和人民的好事、实事。党员要
让群众服气，先得自己一身正气。我是
村里的掌舵人，绝不能让人戳我的脊梁
骨。”当村支部、党委书记 29 年的范振
喜，在历次村干部换届选举中，都是全
票当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范振喜深受村
民爱戴，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十大杰出村官”等荣誉 57次。

燕 山 深 处 好 书 记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滦平县周台子村范振喜带领群众致富的故事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梁世芳

▶ 周 台 子

村 民 住 进 了 新

居。

◀ 范 振 喜

（中）在介绍村里情

况。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 范

振喜（右）在

企业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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