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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孝作业、道德楷模、随处可见的德
孝文艺作品⋯⋯走进山西运城市盐湖区，
立即就会被浓厚的德孝文化包围。在这
里，德孝文化被实化为点点滴滴的小事，
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2010 年以来，盐湖区委、区政府把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紧密结合起来，
以“德政千秋、孝行天下”为主题，开展了
一系列以全民参与、知行合一、久久为功
为特征的德孝文化传承实践活动，让德孝
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思想行为，
释放出巨大正能量。

“这里是我第二个家”

“共产党对咱好，咱就要好好干。”这
是《经济日报》记者在盐湖区解州镇西元
村采访村支书张四有时，他总是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

张四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谁家子女不孝顺，企业拖欠工资，大大小
小的事情，只要涉及到俺村人的利益，他
都当成自己的事儿办，还经常自掏腰包帮
助我们这些困难老人。”今年 77 岁的介心
安说起张四有，满脸感激。

“我是靠奶奶养大的，过去日子过得
紧巴巴，但没少受邻里恩惠。”张四有当过
苦力，做过泥瓦工，后来靠养鱼发家致富。
腰包鼓起来的张四有首先想到的不是自
己享受，而是急村里老人所急。2012 年 5
月，张四有在村委大院建起了老年活动
室、休息室以及餐厅。现在，每天中午来村
委大院活动的老人们都能吃到张四有自
掏腰包提供的免费午餐。为方便老年人出
行，他又贴钱为村里 200多名老人办理了
老年证。每逢春节，村里 60 岁以上的老人
还会得到由张四有送上的 60 元慰问金，
被子、毛毯等慰问品也少不了。

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在盐湖随处可
见。记者走进盐湖区雷家坡村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老人们刚吃完早饭，有的下棋、
有的练字，还有的在唠家常。“照料中心现
在成了我们的一块福地，来这里不光一日
三餐有了着落，家里娃们的手脚也解放
了。现在大家吃饭后很少回家，在这里耍
耍，美着哩！”85 岁的申存玉是这里的常
客，她觉得“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雷家坡村村支部书记杨启刚介绍，村
里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于 2012 年 8 月
筹建，9 月 3 日开始试运营，已入住 32 位
70 岁以上的孤寡老人。现在，这里被称为

“雷家坡德孝文化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只是这里的一部分，农家书屋、文艺宣
传队伍、德孝大讲堂、志愿者服务队等也
是这里的服务资源。

“六年来，‘一堂课、一张牌、一张网、
一顿饭、一面墙、一台戏、一朵花、一警钟、
一代人’的德孝文化践行模式已经完全融
入了盐湖区人民的生活中。”盐湖区委书
记王志峰介绍，目前 154 个村建起了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区里每年给每个照料中
心补贴 2 万元，现在入住的 5000 多名 70
岁以上老年人每月只要交 100 元左右就
够了。152 个村建起德孝大讲堂、农家书

屋、德孝文化墙、志愿者服务队，覆盖率超
过 50%。区、乡、村评比表彰道德模范、孝
顺媳妇等先进个人 2000 多名，德政单
位、幸福村庄等先进集体 500多个。

干部的德孝储值卡

盐湖区张良村因“汉初三杰”之一的
著名谋士张良驻军此地而得名。这个拥有
3700人的陶村镇第一大村，是当地有名的

“红薯村”“粉条村”。近年来，因传统农业
和加工业走向衰落，村里不但集体经济薄
弱，文化活动更是少之又少，有时一年到
头连个像样的党员会议和群众代表会议
都开不起来。“那段时间村风很不好，家庭
纠纷、打架斗殴的事情常有，上面有领导
下来也会绕着张良走，因为上访的人太
多；村子里的环境很差，晴天是‘洋灰路’、
雨天是‘水泥路’。”村民王俊芳回忆说。

“人心散、环境差、大人坏小孩子哈
（方言，不好的意思）”，让张良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张良不良”。现任村支书王军说起
以前的张良村也很是尴尬，在他之前，张
良村共进行过 9 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有 7
任村委会主任是被告下去的。“张良谁干
都不行”成了当时村民们的共识。

“改变村风村貌的第一要务是弘扬德
孝文化。”王军一上任就定了主题思想。他
带头捐钱修建老年人食堂，“要照顾好村
里的老人，让外出打工的子女安心工作”。
在村干部和党员的带头下，村民争相出钱

出力，很快就建起了“众义”厨房、“聚德”
餐厅。在扩建村里供老年人活动的文化广
场时，为节省资金，村里只请大工，小工由
村干部轮流当。村里还开展“妈妈，我来为
您洗脚”等活动，并组织老年人出门游玩。
没多久，村里就形成了浓厚的敬老爱老风
气，村风村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
年的“张良不良”成了如今的“德孝张良”。

在运城盐湖区采访时，一张小卡片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红色封面上印着“践行
德孝文化，建设幸福盐湖——德孝储值
卡”字样，上面注明了持有者姓名、单位、
职务等信息。附页上密密麻麻印着很多加
分和减分项目，包括了德政和孝行两个方
面，对工作和生活上的很多行为都作了要
求。王志峰告诉记者，这个小卡片在盐湖
区各个机关单位人手一张，“德孝储值卡”
不但关系着所有党员和股级以上干部在
本单位的德孝排名，还关系着党员干部日
常的考核任用、评先评优等各个方面，可
以说，这是张在全国独一无二的针对机关
干部德政孝行评分的“储值卡”。

一张小小的“德孝储值卡”折射出盐
湖区在德孝文化建设上取得的成果，王志
峰介绍说，从该区实行德孝文化进机关活
动以来，机关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质量明显
提高，党员干部成了德孝楷模、行孝榜样，
干群关系也越来越和谐。近年来，盐湖区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满意
率均达到 100%。自德孝文化“七进七创”
以来，农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显著提高，

村风民风明显好转，好人好事不断涌现，
好村官比比皆是。自 2011 年换届以来，盐
湖区 314 个村共承诺为民办实事 7980 余
件，实际完成 7700 多件，4 名村干部因未
能兑现承诺而主动辞职，新当选者也大多
是村里公认的“能人加孝子”。

“运城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五千年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90处国保单
位，以德孝文化、关公文化、善文化等为代
表的一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积淀着中
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基本的文
化基因。”运城市委书记王宇燕说，弘扬千
古德孝文化、加快运城文化旅游名市建
设，既是增强文化自信的职责所在，更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人心就是生产力

“有德不可敌、大孝行天下”，写在盐
湖区工业园凯盛肥业公司门口的这句标
语异常醒目。“人品决定产品、产品检验人
品，只有以一丝不苟的精神，才能生产出
质量过硬的良心产品。”公司董事长王开
成说，成立于 1998 年的凯盛肥业，始终把
做良心企业、良心产品放在公司发展首
位，努力践行德孝文化，在企业不断壮大
的同时，更培养出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优秀
员工。与此同时，凯盛公司连续 10 年开展
了运城市残疾人千家万户达小康凯盛项
目、捐资举办德孝文化节项目。“凯盛为社
会做了些公益事业，但是社会给了凯盛更
丰厚的回报。”王开成说。

成立于 2009年的山西寰烁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年轻”
公司，但去年，该公司销售额达 1.78 亿
元，上缴利润 2300 多万元。“公司业务不
断向前稳步发展，与我们不遗余力地弘扬
践行德孝文化不无关系。”公司工会主席
袁波说，公司成立以来，定期举办德孝文
化讲堂，组织全体员工进行感恩培训，令
企业凝聚力与向心力大大加强。在业务繁
忙时，全体员工加班加点连轴转，没有一
人主动提出要加班费。大家都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爱企如家，全身心扑在公司的业
务发展上。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公司规
模正逐步扩大，销售额也在逐年上升。

“人心就是生产力、道德就是竞争力，
抓德孝文化建设，就是抓人心、抓核心生
产力。”王志峰说，自 2010年以来，盐湖区
的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0 年的 118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212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5779
元，增长 8.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9938 元，增长 6.3%。在年初举行的 5 大
项目签约仪式上，签约总投资额达 61 亿
元，成为增加区域财政收入新的增长极。

山西运城盐湖区:

德 孝 文 化 润 人 心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梁 婧

6 月 30 日上午，一个特殊的遗体捐赠
仪式在河南省安阳市肿瘤医院护士站举
行，许宏刚含泪在儿子许帅的志愿捐献遗
体申请书上签下名字。

年仅 37 岁的许帅生前为河南安阳市
救助管理站站长，2014 年底，不幸罹患晚
期胃癌。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日子里，他仍
用过人的毅力奏响激越的生命之歌⋯⋯

“大家一起干，出了事我一
人承担。”

许帅人如其名，帅气、阳光，富有同情
心。2008 年，汶川大地震期间，他主动前
往救灾一线。因工作出色，2013 年 5 月，他
被聘为安阳市救助站站长。就任后，许帅
立即走访了安阳市内 20 余家医院、社区
卫生院、养老院和托老机构。目睹长期在外
滞留人员的生活窘况后，他心疼不已，当即
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把 40 多名在外托养
人员统统接回，食宿全部由救助站负责。

消息一出，引起轩然大波。以前，救助
站只对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救助，一般
不超过 10 天。并且，这些人员存在着疾病
传染、死亡赔偿等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

“这些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如果连救
助站都不关心，又有谁会来管？”许帅说，

“大家一起干，出了事我一人承担。”
于是，在许帅的带领下，安阳市救助管

理站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把长期滞
留人员接到站里，引入机构驻站照料，走出
了一条“医养结合”的新路子。为帮助受助

人员找到家人，许帅还主动与公安部门对
接，对114名受助人员全部进行DNA血样
采集，推送至全国救助寻亲网，血样采集率
和寻亲率达到100%,开创了全省先河。

2013年8月，为进一步改善救助环境，
许帅又瞄准了一个新目标——创建国家级
救助管理机构。在近一年的创建过程中，他
每天吃住在站，饿了吃泡面，困了睡沙发，
从各项制度修订到站容站貌的施工改造，
都坐镇指挥⋯⋯为鼓励职工提高业务水
平，他率先通过了国家 3 级心理咨询师认
证。短短两年内，站里20%的职工取得了社
会工作师和心理咨询师认证。

2014 年 5 月，安阳市救助站顺利晋级
为“国家二级救助管理机构”。

“现在的我，已不在乎生命
的长度，只在乎宽度⋯⋯”

2014年冬，许帅在北京被确诊为胃癌
四期，预计只能生存 3 至 6 个月。拿到诊断
书，许帅泪流不止，对父亲说：“我要回去，
一边工作，一边治疗。”许宏刚又急又气：

“你都病成这样了，咋还想着工作？”许帅坚
定地说：“爸爸，我挂念着救助站，它就像我
儿子一样。现在的我，已不在乎生命的长
度，只在乎宽度⋯⋯”许帅的这番话，让许
宏刚无言以对，只好同意放弃在北京的治
疗，将许帅转到安阳市肿瘤医院。

“他常常是上午输完液，下午就不见了
人影。起初，我们十分生气。”安阳市肿瘤医
院的主治医生王俊生说，“后来才知道，他

是回单位上班了，大家都很震惊”。随后，他
们主动改变治疗方案，专门为许帅“订制”
了一套治疗流程表。

因癌细胞肆虐，许帅腹腔内产生了大
量积液，体重很快减少了近 25 公斤。但他
仍然坚持插着导流管、带着药盒上班。同
事劝阻，他就笑笑说：“我能顶得住。工作
就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每周一开例会，他从不缺席。有时开
会时胃疼，他就一边揉一边开⋯⋯”救助
站副站长杨瑞红打开自己的手机相册：骨
瘦如柴的许帅正转脸对着镜头微笑。她清
晰地记得，那天是 6 月 13 日。两天后，许帅
躺倒在病床上，再也没有起来。当天的会
议纪要上，详细记录着多项近期工作安
排：成立救助站青年志愿服务队；救助科
做好“夏日送清凉”专项活动准备⋯⋯

安阳救助站大门内，迎面墙上的“温情
救助，大爱无疆”八个大字格外醒目。这几
个字，已经刻到了许帅的心里。

2014年上半年，救助站来了一位聋哑
流浪少年。许帅了解到，这孩子聪明伶俐，
却没上过学，便帮他进入一家特殊教育学
校读书。不久，校方突然将其开除。原来，这
孩子长期流浪染上不少恶习，学校怎么也
不肯收。从不求人的许帅，磨了一整天，才
让校方同意孩子进班上课，但不能留宿。从
此，救助站派车接送，少年终于走进校园。

“我是救助站站长，这是我
救助别人的最后一站了⋯⋯”

2015 年 7 月，许帅病情恶化。他瞒着
家人向红十字会和国家遗体捐献中心登
记，自愿在去世后捐赠器官。事后他对父
亲说：“爸爸，我是救助站站长，这是我救
助别人的最后一站了，希望你们成全我。”

“儿子一直是我们的骄傲。说实话，我
们内心很恐惧，生怕他说走就走了。”在儿
子的志愿捐献遗体申请书上签过字后，许
宏刚久久不愿离开，“他没战胜病魔，希望
用他的遗体帮助其他人战胜病魔，我们这
也是了却孩子的心愿。”许宏刚搂着老伴
的肩膀，两人紧紧靠在一起⋯⋯

这种痛苦并不是许帅想看到的。就在
今年母亲节，许帅特别发文：“感谢老妈这
段时间对我的精心照顾，这才使我的化疗
反应有所好转⋯⋯马上又要化疗了，估计
老妈要伺候我最少 3 个月。在这个母亲
节，祝妈妈节日快乐！等我身体恢复后，一
定带老妈去云南，实现老妈的梦想！”

6 月 28 日，许帅病情急转直下，一度
陷入昏迷⋯⋯上午 9 点，许帅从昏迷中醒
来，立即通知救助站工作人员来到病床
前，对他们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幸，请把
我的骨灰埋在救助站的大树下，我要和救
助站在一起，永远在一起，看着它成长。”

晚上 7 点，许帅再次醒来，把单位财
务人员叫到身前，吃力地在报销单上签了
字，说道：“一定要把该做的工作做完。”

许帅终究无法战胜病魔，但他活在
了每个人的心里。愿他的生命之花，在
救助之路上一直绽放⋯⋯

救 助 站 站 长 的“ 最 后 一 站 ”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列车是个流动的临时大家
庭，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则是
列车长。然而，这个“家长”可不
是这么好当的。下面是 Z105/
106 次列车的列车长刘凯利在
值乘济南——乌鲁木齐途中发
生的三个小故事，从中可以感
受到这位“临时家长”累并快乐
的工作状态。

产妇

6 月 17 日，早 8∶40，Z105
次列车穿行在哈密站至吐哈站
间。值了一晚夜班，刘凯利刚想
眯一会儿，对讲机中突然传来
15 号车乘务员张鹏飞的呼叫：
在 14、15 车厢的连接处，有一
名孕妇要早产。率先赶到现场
的当班列车长韩勇已经通知列
车广播员广播找医生，同时安
排列车员准备干净的新床单。
但很不凑巧，车上 1000 多名
旅客没有一名医务工作者。产
妇马上就要生了，事不宜迟，刘
凯利立即叫来一名女性乘务
员，带着急救药箱帮助接生。这
名乘务员接受过红十字急救培
训，她看到产妇就要临盆，赶紧
拿来开水，给剪刀消毒，准备接
生、剪脐带⋯⋯

上午 9∶00，随着一声婴儿
的啼哭，这名孕妇顺利产下一
名女婴，母女平安。把产妇和孩
子转移到环境整洁的餐车躺下
后，刘凯利马上与乌鲁木齐铁
路局的客运调度联系，请求尽
快将产妇送到医院。由于吐哈站地区不具备医疗条件，
只能移交鄯善北站。还有 1 小时 20 分钟，刘凯利安排
餐车给这名特殊旅客准备了小米粥、红糖水，又通过电
话联系好救护车。上午 10∶24，列车到达鄯善北站，接
到客运调度通知的车站工作人员与早已等候的 120 急
救人员共同将产妇送至医院。中午，刘凯利接到医生电
话：母女健康平安，他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老人

送走产妇，刘凯利睡意全消，开始做到站前的准备
工作。列车距离乌鲁木齐南站还有 40 分钟，这时，对讲
机里又传来 13 号车厢列车员宋宪宗的呼叫声：车厢里
发现一名老人面色苍白，呼吸不畅，急需救治。

刘凯利连忙赶了过去，得知老人 68 岁，从山东滕
州市去乌鲁木齐看朋友。刘凯利担心老人的心脏出问
题，随即嘱托大家不要随便搬动老人，并为老人端来温
开水，安排专人现场看护。同时，他又一次拨打客运调
度电话，通知乌鲁木齐南站提前联系 120 救护车。中午
12∶50，列车到达终点站乌鲁木齐南站。早已等候在站
台上的 120 急救人员将老人迅速抬上救护车，送往医
院。当晚，刘凯利得知：老人突发轻度脑梗，幸亏救治及
时，眼下已经转危为安，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少女

Z106 次列车 17 日当天便驶入归途。18 日晚上
19∶00，在列车就要到达西安站时，刘凯利的手机响
了，是一个陌生的乌鲁木齐号码，他以为是昨天在列车
上犯病的老人身体出了状况，心头一紧。不承想，电话
里传来一个中年男子急促的声音：“车长，我女儿李胜
蓝离家出走，她现在可能在你们列车 8 号车厢，过两天
她就要参加中考了，能帮我找找吗？”

原来，打电话的中年男子叫李元华，因为女儿的模
拟考试成绩不理想，打骂了孩子，女儿一气之下不辞而
别，和网友相约坐火车去山东潍坊打工。李元华得到消
息后，立即报警，通过车站售票系统查到了女儿乘坐的
是 17 日的 Z106 列车，当即购买了 18 日的 Z106 次列
车赶往济南。上车后，他找到列车长说明情况，列车长
就把刘凯利的手机号码告诉了他。刘凯利赶紧询问了
李胜蓝购票证件号码、着装特征，立即会同乘警长刘尚
任赶赴 8 号车厢。为不让孩子受惊吓，刘凯利要来卧铺
登记票夹，一张一张核对车票上的信息，通过比对身份
证，确定 8 号车厢 1 号中铺应该是李胜蓝。刘凯利马上
拨通了李元华电话，告知他孩子已找到。为确保孩子不
出意外，刘凯利和李元华商定，由他带着孩子在济南火
车站等候李元华。接到电话后，李元华在吐鲁番北站下
车，连忙赶回乌鲁木齐乘坐最近的一班飞机，飞到济南
接孩子。

6 月 19 日上午 9∶00，Z106 次列车到达济南火车
站。经过一路苦口婆心的说服，李胜蓝已经彻底回心转
意。中午 12∶10，匆匆赶来的李元华与女儿拥抱在一
起，痛哭流涕。含着热泪，李元华说，今天是父亲节，他
们父女在济南团聚，这是列车职工送给他父亲节最好
的礼物。当天，李元华带着女儿乘坐下午的航班，踏上
回家之路。20 日中午，刘凯利接到李元华的电话，“女
儿中考一点也没耽误”。刘凯利的嘴角露出幸福的微笑。

“一张车票就是一份请柬，乘客来到这个‘临时家
庭’，当‘家长’的就理应宁肯自己千辛万苦，也不让旅
客一事为难，这是职责所在。”刘凯利说。

列车上的

﹃
临时家长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新宇

刘凯利照顾出走少女吃盒饭。 （资料图片）

图②图② 盐湖区白家庄村图书室坐满前来看书的村民。。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图③图③ 德孝文化苑的老人们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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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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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盐湖区垣峪村村民在劝诫亭休

闲锻炼。 本报记者 刘存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