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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九版）
1991年7月31日，安庆石化

总厂党委收到颍上县政府的来
信，提及一位署名安庆石化报

“李记”的同志，曾邮汇 300元支
援该县抗洪救灾。经查并无此
人，但“李记”义举在全厂引起轰
动，查找“李记”成为一时热点，
且一直持续未曾中断。当时安
徽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作了跟
踪报道，热心市民也积极提供线
索，但“李记”从未露面。

2019 年 3 月 20 日，88 岁的
许惠春因病去世。子女在整理
老人遗物时，意外发现一沓署
名“李记”的汇款单。直到这
时，他们才知道厂里寻找了 28
年的神秘“李记”，竟是他们的
父亲。根据汇款单信息，1984
年 1 月 17 日，“李记”汇了第一
笔款 20元，之后几乎年年捐款：
青海玉树地震捐款 3000 元，甘
肃舟曲泥石流捐款 3000元……
已找到的 28张汇款单加起来有
10 万元左右，每笔在当时都不
是小数目。尤其是 1993年两笔
各 1万元捐款更让人震惊，那时
厂里工人平均月工资不到 200
元，相当于当时工资水平的近
10年工资总和。最后一笔捐款
是 2016 年 7 月 18 日，向安庆市
民政局捐款 5000 元。当时，许
惠春老人脑梗出院不久，连走
路都困难。

许惠春对别人很慷慨，对自
己却“很抠门”。买菜永远买最
便宜的，一年到头就穿几件工
装。居住 30多年的老旧房子还
是水泥地和白灰墙，存放衣物的
是一个个老式木箱。在儿子们
的记忆里，父亲对他们特别“吝
啬”，几乎不给零花钱。如今，他
们说，“以前完全不懂他为什么
要这么省钱，现在都明白了。”老
人去世后没留下一分钱存款，唯
一留下的就是这些沉甸甸的汇
款单，记录更传承着乐善好施、
无私助人的良好家风。

大爱之举未因老人离世而
停止。2019年4月25日，许惠春
的儿子许海鑫取出了父亲生前
捐出却因故一直未被取出的
3000元捐款，作为首笔资金存入
安庆石化公司设立的好人“李
记”爱心基金。4 月 30 日，安庆
石化公司举办好人“李记”爱心
基金启动仪式。在“李记”精神
的感召下，短短几天，捐款总数
达538521.63元。“李记”走了，但
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爱心将薪
火相传。

许惠春荣获安徽省道德模
范等称号。

120 孙连忠

孙连忠，男，汉族，1983年 8
月生，中共党员，宁夏义工联合
会副秘书长兼固原工作站站长。

孙连忠常怀感恩之心，长期
从事公益活动，热心参与“快乐
雷锋工程”，为社会奉献爱心，成
立教育基金，资助困难学生，成
为六盘山区的“乐善者”。

2006年，孙连忠考取了宁夏
师范学院，带着多病的父亲求
学，靠勤工俭学、捡卖废品维持
生活。许多人被他的事迹感动，
纷纷伸出援手。他用各界捐款
设立了“孙连忠感恩教育基金”，
资助贫困学生。毕业后，孙连忠
放弃稳定的教师职业，义无反顾
地成为宁夏义工联合会一名专
职义工。9年间，累计志愿服务
3万多小时。

孙连忠心系山区儿童。他
牵手结对 150所农村中小学，帮
扶 7000余名贫困孩子圆了求学
梦；为 120所山村小学募集价值
100多万元的雨鞋、雨披；筹集 5
万余件衣物，征集 1.3 万多本课
外读物，让 3.2 万余名中小学生
受益。

孙连忠情牵贫困学子。他
广泛发动爱心人士捐资助学，帮
120名学生圆了大学梦；牵头成
立宁夏师范学院自强社，帮助
100余名大学生找到家教工作，
用知识回报社会，补贴生活。从
2016年起，他一直为一名回族女
大学生募集爱心资金，请心理医
师定期做辅导，帮助她战胜病

魔。如今，这名学生不仅完成了
学业，身体也逐渐康复。

孙连忠热心“快乐雷锋工
程”。他先后组织 500余次志愿
服务活动，给 1500 多名孤寡残
疾老人送温暖。带领义工团队
给 1.2 万名困难群众送去“雷锋
饺子”，折合金额 342 万元。新
婚的第二天，他就和妻子放弃了
婚假，给 100 户困难家庭送去

“雷锋饺子”。
近年来，他借助互联网开通

了博客，建立了个人微慈善网络
平台，向更多网友讲述六盘山地
区的感人故事，引起社会关注，
许多单位和爱心人士纷纷奉献
爱心，帮助了一大批急需社会救
助的人。

孙连忠荣获宁夏回族自治
区“60年感动宁夏”人物、道德模
范、学雷锋标兵等称号，被授予
宁夏青年五四奖章。

121 苏玉琴

苏玉琴，女，回族，1957年 4
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昌吉州昌吉市苏玉琴志愿
服务工作站负责人。

苏玉琴虽然身患癌症，仍然
坚守乐于助人的善心，从上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做公益，成立“苏
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等多个志
愿服务组织，带领 1100 多名志
愿者常年开展公益活动，将爱心
播撒到天山南北。

与病魔抗争，组团奉献爱
心。苏玉琴 23岁时不幸患上了
罕见的血小板无力症，之后又罹
患鼻喉癌等多种疾病，经历过大
小手术 20多次。就是这样一位
癌症患者，仍以坚强乐观的生活
态度，一边鼓励病友与病魔抗
争，一边帮扶少数民族病友和困
难群众。从 1983 年开始，苏玉
琴坚持每周四在医院做义工，为
肿瘤患者做心理疏导和抚慰，陪
护危重病人。在她的帮助下，一
些自暴自弃的病友恢复与病魔
抗争的勇气，有的还加入到志愿
者队伍中。2006年，苏玉琴创办
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2013
年，组建“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
站”。后来，她又组建巾帼志愿
服务队、康乃馨爱心妈妈帮扶队
等 11 支志愿服务分队，现有志
愿者 100 多人。苏玉琴经常对
志愿者说：“我必须每天争分夺
秒地做事，就是哪一天走了，我
也不遗憾。”

与公益结缘，汇聚无边大
爱。从南疆洛浦县、民丰县、叶
城县等地的维吾尔族孩子，到昌
吉市辖区及周边县市的养老院、
孤儿院、军营、学校、医院、监狱
……苏玉琴带领她的团队一次
次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及时
雨”。她们先后帮扶贫困群众
2000 多人次，长期助学 150 人，
让 34 位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
苏玉琴还多方奔走协调，募集善
款 68万元，为贫困空巢老人、农
民工、孤残儿童和单亲家庭捐助
价值 25 万多元的物品，给南疆
贫困地区捐赠衣物 7万多件，举
办文艺演出600多场次。

苏玉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德模
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122 李菊洪

李菊洪，女，汉族，1979年 4
月生，中共预备党员，重庆市合
川区清平镇瓦店村乡村医生。

李菊洪自幼失去双腿，却自
强不息，扎根山区行医 18 年，

“走”遍了瓦店村和附近村庄的
700多户人家，“走”坏了 24只支

撑身体的小板凳，无怨无悔为乡
亲们提供医疗服务，把病人当亲
人给予贴心照料，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一位乡村医生的无言大爱。

她理解疾病之苦，立志服
务乡亲们一辈子。医学专业毕
业后，她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回
到瓦店村当起了一名村医。能
通车的地方就自己开三轮车出
诊，不通车的地方就让丈夫背
着出诊，18 年累计“走”过的路
达 8 万多公里。她深入每家每
户为老年人免费体检，为高血
压、糖尿病病人和产妇等重点
人群做随访，为儿童打预防针，
累计服务群众 6000多人次。在
村卫生室墙上，贴着一张大表：

“家庭式”签约服务 130户，高血
压病人管理 91 人、精神疾病管
理 9 人、预防接种 106 人……她
能一口气背完这些数据，并对
这些服务对象的家庭住址、身
体状况了如指掌。

她感受爱，更传递爱。李菊
洪读书时，同学们帮她淘米煮
饭，帮她拿板凳端饭盒。父母有
事不能按时来接她，老师就背她
回家……这些都在李菊洪心里
埋下了爱的种子，让她同样用爱
去温暖更多人。对每一名患者
她都笑脸相迎、热情招呼，尤其
是对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更是
充满了关爱。村里的一位留守
老人和老伴年迈多病、家境贫
寒，李菊洪生怕耽误了治疗，隔
三差五就去给老两口检查身体，
对拖欠的医药费从不催问，总是
能少就少、能免就免。提起李菊
洪，老两口忍不住抹眼泪：“李妹
子把我们照顾得这么好，比自家
女儿还亲咧。”

2018 年，李菊洪不幸身患
脑瘤。尽管遭受病魔打击，但
她依然十分乐观，不向病魔低
头。在恢复治疗期间，她依然
坚持到村卫生室坐诊，为乡亲
看病。她说：“只要‘走’得动，
我就愿意为村民看病一辈子。”
乡亲们由衷地说，她虽然失去
了双腿，却比常人“站”得更高。

李菊洪被授予中国医师奖，
荣登“中国好人榜”，其家庭被评
为全国最美家庭。

123 李晶

李晶，女，汉族，1987 年 10
月生，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孝康养老服务中心主任。

李晶心怀感恩和大爱，开办
老年公寓、养老服务中心，收养
和资助贫困孤残老人，像照顾亲
人一样照顾身边的老人。老人
们称赞她是从大山里走出的“爱
心天使”。

李晶是在“希望工程”爱心
资助下完成学业的，他人的关爱
让她心怀感恩，她从小就立志要
做一个爱心使者。2010年，她来
到民和县，发现这里有些无人照
料、生活不能自理、独居、贫困的
老人，他们的养老问题牵动着李
晶的心。2012年，她多方筹措资
金开办了民和县第一家老年公
寓。公寓自开办以来，先后收住
贫困孤寡老人 40 余人，免费收
住贫困孤残、无家可归老人 9
人。李晶亲切地称他们为“爷
爷”“奶奶”。

2014年的一天，一位流浪老
人被送到了老年公寓。老人双
下肢残疾，由于智力障碍、语言
障碍，无法正常沟通。一有时
间，李晶就过来帮助老人洗漱，
给老人喂饭，整理床铺，陪老人
晒太阳，教老人说话。功夫不负
有心人，半年后老人终于开口说
话了。

为了能给老人提供更加专
业的服务，2015 年，李晶创办了
孝康养老服务中心。2018 年夏
天，她下乡调研时，发现郭家山
村的李奶奶因偏瘫并伴有高血
压、胃溃疡、脑梗等多种疾病导
致行动不便，孙子年幼、儿子外
出打工，老人只能长期卧床。李
晶将李奶奶接到医院住院治疗，
并自己出钱安排服务中心护理
员悉心照顾，自己也经常去看望
陪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李
奶奶病情得到了缓解。出院后，
李晶又为李奶奶购置了床上便

器、坐便椅、双拐、轮椅等辅助器
具，并一遍遍嘱咐李奶奶药该怎
么吃、器具该怎么用。李晶还给
李奶奶设计了一套适合她使用
双拐的方法。这样，李奶奶不仅
可以随时晒太阳，还能到巷道里
和邻居拉家常。李奶奶逢人就
说：“李晶就像我的孙女一样！”

李晶荣获全国敬老助老模
范人物、青海省孝亲敬老之星
等称号，被授予青海青年五四
奖章。

124 肖光盛

肖光盛，男，汉族，1930年 7
月生，中共党员，国家税务总局
涟源市税务局退休干部。

年近九旬的肖光盛，二十八
年如一日，致力助学帮困，用三
个“爱心十年计划”发动近 100
万人加入爱心大团队，募资 800
余万元，帮助 640余名贫困学生
圆梦校园，将涓涓爱心细流汇聚
成大爱洪流。

一次偶然的事件让肖光盛
决 心 尽 余 生 之 力 济 困 救 危 。
1991年冬天，肖光盛到一个偏远
的山村，看望一位 70 多岁的农
民朋友，得知其儿子一年前不幸
触电身亡，儿媳远走他乡下落不
明，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度
日。肖光盛深受触动，当即掏出
身 上 仅 有 的 500 元 钱 交 给 老
人。他酝酿了一个大胆的帮扶
计划：用10年的时间，发动10万
人献爱心，募捐 100 万元善款，
帮扶100名亟待帮助的人。

从此，肖光盛走机关、进企
业、到学校、访农村，奔波忙碌，
乐此不疲。在调查募捐的路上，
他能省就省，能走路的就不搭
车，常常一杯水、两个馒头就对
付一餐。每看望一个特困家庭
或重病患者，他都自己带头捐
款，再发动社会捐助。2005 年，
肖光盛完成第一个“爱心十年计
划”：发动 11 万多人，募捐 101.2
万元，帮扶了 108位急需救助的
人。2009年，他又完成了第二个

“爱心十年计划”：发动 30 万多
人，募捐300万元，帮扶了300位
急需救助的人。2014年 5月，第
三个“爱心十年计划”又提前超
额完成。现在，肖光盛已发动近
100万爱心人士参与传递爱心。

2008年起，肖光盛倾注更多
的时间、精力，重点扶持家庭特
困、品德特好、成绩特好的“三
特”学生。孤儿小吴与 84 岁高
龄、行动困难的祖父相依为命。
得知这个情况，肖光盛先后 3次
爬山越岭去他家，从自己的积蓄
中捐助给他一个学期的学费。
此后，在爱心人士的接力帮扶
下，小吴最终以优异成绩考上中
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顺利参加
工作。至今，肖光盛已帮助 640
余名贫困学生圆了求学梦。现
在，耄耋之年的他又有了新目
标：再资助 200名贫困生完成学
业。他说：“我虽年老，但心更
红、志更坚、劲更足、经验更丰
富，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达目
的不放弃！”

肖光盛荣登“中国好人榜”，
荣获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
号，其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文
明家庭。

125 肖芳

肖芳，女，汉族，1978年 2月
生，中共党员，湖北省第三人民
医院门诊办公室副主任兼急救
转运中心护士长。

肖芳在路遇心跳骤停的病
人时，挺身而出，三次进行口对
口人工呼吸，实施心肺复苏等，
成功挽救了路人生命，以“天使

之吻”温暖全城，被誉为“江城
最美护士”。她为患者提供温
情、贴心的服务，医院以她的名
字命名了急救健康站、志愿服
务队等，肖芳成为“健康湖北”
形象大使。

2011 年 11 月 10 日中午，武
汉街头出现了感人的一幕。一
位中年妇女在湖北省第三人民
医院门前突然昏倒在地，四肢抽
搐，生命垂危。闻讯赶来的肖芳
熟练地将倒地妇女放平，对病患
实施心肺复苏，在病患未苏醒的
情况下又连续三次实施口对口
人工呼吸，终于将病患的生命从
死亡边缘挽救回来！这次急救，
让武汉市民记住了这位白衣天
使。但这只是肖芳乐于助人品
格的一个缩影。平时的肖芳，总
是想人所想，急人所急，视病人
和同事为亲人，对患者进行无微
不至的照护，为同事提供温暖无
私的帮助，是患者心中的“好护
士”，同事眼中的“好大姐”。她
主动请缨要求护理因重型颅脑
损伤而大小便失禁的流浪汉；
悉心照顾不小心扭伤了脚的病
人陪护潘女士，帮她买了一个
月的饭菜；经常帮家中有事的
同事替班；有同事怀孕卧床在
家，她主动帮助同事到医院做
检查；经常买米买油补贴困难
同事……

肖芳积极投身公益，运用
专业知识服务社会。为使更多
的市民了解健康知识及急救常
识，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以“肖
芳”的名字命名，成立了肖芳急
救健康站，组建了肖芳应急救
护志愿服务队，将每个月的最
后一个周六设定为“肖芳急救
教学日”，开展肖芳急救课堂进
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
进 乡 村 、进 军 营 的“ 六 进 ”活
动。截至目前，肖芳带领团队
先后 200 余次走进社区、工厂、
学校、干休所等单位，为上万百
姓开展义务健康知识宣传和急
救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市民的
自我保健与急救意识。

肖芳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全国三
八红旗手、湖北省劳动模范、湖
北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126 吴少玉

吴少玉，女，汉族，1989年 7
月生，中共预备党员，海南忆家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为了传承古老技艺，吴少玉
放弃大城市生活回乡创业，一手
打造现代化土糖产业，通过项目
发展带动当地 223 户贫困户共
1987人脱贫致富。“吴氏糖寮”被
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她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糖”村致
富带头人。

2013年春节，已经大学毕业
几年、在上海办厂并扎稳脚跟的
吴少玉，回到家乡学兰村探亲
时，父亲拿出一块土糖，意味深
长地告诉她，吴家祖传的土法制
糖已有 600 多年历史。“老祖宗
的技艺不能丢。”坚定了这个想
法之后，她离开上海返乡创业，
决心传承古法制糖技艺。

如何创造出高效又不改变
传统工艺的制糖流程？吴少玉
一心扑在技术攻坚上。经过两
年的努力，她的糖寮已初具规
模。2017 年初，在政府支持下，
土糖制作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
设备相结合，并正式取得了生
产许可证，成为海南省第一家、
也是规模最大的传统土法制糖
基地。

随着土糖产业的发展，为
了带动更多的乡亲共同致富，
吴少玉成立甘蔗种植专业合作
社，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
传统手工艺”的产业经营模式，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她牵头
的产业发展中。目前，吴少玉
的土糖产业共帮扶了 223 家贫
困户，给贫困户分红 56.3 万元，
并安排 8 名贫困户入厂就业。
到2020年，可以直接提供180个
以上的工作岗位，不仅是学兰
村，周边 8个村的村民们都能从
中获益。吴少玉计划用 3 年时
间，将学兰村打造成集传统制

糖技艺体验、乡村骑行和民宿
主题为一体的美丽“糖”村，推
出体验式旅游线路，带领乡邻
们走上乡村振兴路。

为了回馈社会，吴少玉在公
司设立“三保障”基金。2018 年
至2020年，公司每年提供不低于
5万元的保障资金，用于资助贫
困户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基本
需求。同时，企业还帮扶村里返
乡创业的12名大学生，为他们的
线上销售平台免费提供办公场
所、摄影素材设备，先拿货卖出
去后再结款，让返乡创业青年更
有信心扎根农村、建设农村。

吴少玉荣获海南省向上向
善好青年等称号。

127 宋兆普

宋兆普，男，汉族，1964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汝州
市金庚康复医院党支部书记、
院长。

宋兆普出生在医学世家，父
亲乐善好施、仁心救民的品德深
深影响着他。他发挥自己在脑
瘫治疗方面的专长，四十年如一
日为患者减免医疗费，义务救助
贫困残疾患者，公益救治 3000
多位脑瘫患儿，与新疆当地医院

“结对子”共建 4 所脑瘫康复医
院，救治少数民族脑瘫患儿6100
多人次，以实际行动将医风医德
发扬光大。

自 1992 年起，宋兆普开始
关注脑瘫患儿的救治，2009年首
先对当地 100 名贫困家庭脑瘫
儿童给予减、免费用治疗。其显
著疗效引起当地民政主管部门
关注，邀请他到郑州、洛阳等地
福利院考察。当看到福利院里
的重症脑瘫孩子时，他暗下决
心：“接福利院脑瘫孩子到医院
救治，多救一个是一个。”为了这
一句承诺，他说服家人，拿出医
院和家里几乎全部积蓄，购进康
复设备，改造儿童病房，把金庚
医院打造成脑瘫患儿的温馨港
湾。他和医护人员把这些脑瘫
弃婴当成自己的孩子，不仅进行
康复治疗，还要照顾吃喝拉撒
睡，付出了高额费用开支，投入
了巨大的工作量。

他坚持十年开展公益治疗，
使大量脑瘫患儿受益。2009 年
至今，宋兆普带领医院医疗团队
开创医院与福利院相结合的救
治脑瘫孤儿模式，爱心救治脑瘫
孤儿 3165名。承担河南省残联

“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
目”，帮助救治社会上的脑瘫患
儿 6328 名。与新疆当地医院

“结对子”，建立 4所脑瘫康复医
院，救治少数民族脑瘫患儿6100
多人次。他 12 次赴新疆巡诊，
先后接收 49名新疆脑瘫患儿到
汝州进行公益治疗。

多年来，宋兆普坚持医以载
道、扶弱济困，治病救人不图回
报。他先后在列车上 8 次突遇
危重病患，每次都挺身而出，实
施救治。他曾免费救治一位被
汽车撞伤而又无钱治疗的病患，
为一位癌症患者及其双胞胎孙
子免费治疗 5年，为他们付医疗
费近 80万元。他的高尚医德和
仁心大爱感染和激励了很多人。

宋兆普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全国助残先进个人等称
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28 宋美录

宋美录，男，汉族，1978年 6
月生，农工党员，河北省张家口
经济开发区卫生计生局副局长
兼老鸦庄镇卫生院院长。

宋美录投身公益事业 20多
年，发起成立张垣之心公益促进

会，开展助学、助困、助残、环保
等主题公益活动，送医送药、救
死扶伤，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助人
为乐精神。

他 是 有 求 必 应 的“ 热 心
肠”。无论谁有困难找到他，他都
会伸出援手。平日里总会看到
他忙碌的身影，关爱患者家属，资
助贫困学生，参加公益活动。节
假日，他还继续奔忙，为环卫工人
送水，为城市清理垃圾。2008年
汶川地震时，他将价值 2万多元
的药品送到市红十字会，并为灾
区学生组织捐赠图书文具。自
1995年以来，宋美录累计捐出10
多万元，资助贫困学生近 20名，
参加公益活动500多次。

他是张家口草根公益的发
起者和领路人。2008 年，宋美
录牵头组建了张垣之心公益促
进会，将志愿者的点滴爱心汇
聚成源源不断的正能量。这是
张家口最早发起成立、最早登
记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成立
至今，张垣之心公益促进会培
养了一批训练有素的志愿者，
累计组织 426场大型公益活动，
参与志愿服务累计 2.3 万人次，
提供总价值 320 多万元的爱心
物资，筹集资金 160 多万元，直
接帮助贫困学生近万名。他们
还围绕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
主题打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实现项目化运作，撬动更多社
会资金，实现民间公益组织品
牌化发展之路。

他扶病济困、奉献真情。宋
美录经常利用下班时间，带领卫
生院职工深入乡村、送医上门，
义务出诊近万次，服务周边百姓
9万余人，每年抢救危重病人 40
多人次，每年为社区空巢老人、
五保户、困难家庭等免费检查治
疗，为弱势群体减免费用 10 多
万元，发放价值 20 多万元的免
费药品。

宋美录荣获全国最美志愿
者、全国助残阳光使者、河北省
道德模范等称号，荣登“中国好
人榜”。

129 张光付

张光付，男，汉族，1987年 7
月生，中共党员，武警辽宁总队
抚顺支队教导队教导员。

在“雷锋第二故乡”辽宁抚
顺从军十多年来，张光付的爱心
遍布20余个省市，累计资助贫困
学生、困难群众及部队官兵1600
多人，累计捐款31万余元。以他
名字成立的爱心团队，成员已逾
500人，成为警营内外学雷锋的

“新名片”。他也被誉为“新时代
雷锋精神的传播者和继承人”。

张光付祖籍湖北老河口。
上世纪 70 年代，祖父携家人迁
到河南邓州。由于父亲兄弟姊
妹多，家境困难，幸亏乡邻接济
才度过艰难的岁月。为了让他
铭记感恩，祖父把他名字中“富
裕”的“富”改成“付出”的“付”。
家人的言传身教在他幼小的心
灵扎了根，他一直把雷锋当成心
中的榜样。入伍以来，他的岗位
和身份不断变化，始终不变的是
矢志奉献的初心和本色。

2009年休假期间，他冲进家
乡失火的麦田，转移群众 100余
人，挽救财产 15 万余元。2010
年，他担负抚顺市“7·31”抗洪抢
险任务，带领党员突击队连续奋
战 10 余个小时，成功解救被困
群众 200 余人。2011 年 4 月，在
冰冷刺骨的河水中，他成功救起
一名 5岁儿童。云南鲁甸地震，
他主动发起捐助活动……

2012年底，以他名字命名的
“光付之光爱心团队”成立，吸引
总队官兵、驻地大学生和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纷纷加入。2013 年
4月，7级地震席卷雅安，张光付
带领爱心团队 6 天内走访 76 户
受灾家庭，资助 134 名受灾群
众，为他们清理房屋，重建家园；
号召爱心团队募资近两万元，资
助 6 名受灾孤儿重返校园。近
几年，他带领爱心团队开展“千
万个雷锋在成长计划”，走进校
园、社区宣传雷锋精神，希望用
实际行动带动更多人把学雷锋
当做行为习惯。

时至今日，他依然帮扶着驻
地9户特困家庭、捐助21名困难
家庭孩子上学，每月4000余元的
捐款从未间断。他的“帮扶计划
本”详细记录着每个帮扶对象的
情况：申某，严重腰脱，老伴股骨
头坏死；特困户霍某，患脑血栓，
儿子先天性脑瘫，妻子智力残疾；
大学生韩某，每学期学费生活费
4500元；李某，父亲车祸残疾，每
月生活费500元……在他的资助
对象中，已有7名战士考学提干、6
名学生考入大学、5名学生参加工
作、20余人加入他的爱心团队。

张光付荣获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等
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130 张任邦

张任邦，男，汉族，1964 年
10月生，中共党员，青海省海东
市平安区社会福利中心主任。

20年来，作为一名社会福利
工作者，张任邦一直奋斗在助人
为乐一线。他把满腔爱心倾注于
自己的服务对象，先后救助流浪
乞讨人员、麻风病人、困难群众等
4000余人，曾把多名弃婴、流浪儿
童带回家中抚养，并自费照顾老
人生活，成为助人为乐的典范。

张任邦担任平安县救助管
理站站长时，救助站无房无车无
设备，也没有人手，很多时候他
既是站长，又是站员，他的家也
成了救助站。他经常把弃婴、流
浪儿童领回家照看。2010 年 5
月的一天，张任邦接到民警的电
话，得知一名男孩被丢弃在路
上。他奔波 30 多公里接到孩
子，发现是一名智力障碍者，只
能说出自己的小名。张任邦把
孩子领回了家，给孩子洗澡、换
衣服……一直忙到凌晨。那段
日子，早上张任邦把孩子领到办
公室，下班后又领回家。像这样
的事，他年复一年坚持在做。

张任邦更将孤寡老人视为
亲人，用一片爱心帮助他们安度
晚年。每当有耄耋之年的孤寡
老人过生日，张任邦会自费给老
人买生日蛋糕、水果、饮料等，陪
他们过生日。福利院有一位智
障老人患有多发性肛瘘，张任邦
决心要为他治好此病。他四处
打听，找专家咨询，联系专科医
院。老人经过 60天住院治疗终
于康复，重回敬老院。有一天深
夜，一位老人突发心脏病，张任
邦匆匆开车将其送往医院，经过
3个多小时的抢救，病情终于得
到控制。医生误以为张任邦是
老人的儿子，责怪他没把老人的
病当回事，张任邦没有做任何解
释。住院治疗期间，老人行动不
便，每次都是张任邦背着他楼上
楼下检查，直至出院。

20 年来，他以院为家，顾大
家、舍小家，将大量的时间交给
了需要帮助的对象，为他们送去
关怀和慰藉，用自己的微薄之力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赢得了社
会的称赞。

张任邦荣获青海省学习雷
锋先进个人等称号。

131 张佳鑫

张佳鑫，男，汉族，1990 年
10月生，中共党员，北京邮电大
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师。

8 年来，张佳鑫不断发展壮
大“夕阳再晨”科技助老项目，带
动全国 100余所高校志愿者，深
入全国 500多个社区，帮助老人
们学习掌握电脑、网络、智能手
机等应用知识技能，更好地融入
信息化的生活环境，被誉为“科
技助老好青年”。

（下转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