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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栗岩奇

栗岩奇，男，汉族，1957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天津市和平
区司法局退休干部。

31年间，栗岩奇累计无偿献
血 300余次、6万毫升，被人们亲
切地称为“献血哥”。在他带动
下，妻女也加入献血大军，一家
三口都签订“去世后捐献器官和
遗体”协议，成为天津市第一个

“双捐”家庭。
常年坚持，他用热血“济世

救人”。1986 年，栗岩奇在单位
组 织 下 第 一 次 参 加 了 无 偿 献
血。了解到用血缺口很大后，他
开始频繁前往天津血液中心和
流动采血车。后来听医务人员
说，捐献成分血能更好满足临床
需要，而且献血者能快速恢复，
可在短时间内再次献血，他便开
始定期捐献成分血。只要自身
生理指标许可，他经常一次就捐
献两个治疗单位的血小板。从
此，栗岩奇成为天津市血液中心
的“救急血源”之一，每当接到中
心血站的救急电话或短信，只要
条件允许，他都会及时赶到。在
年满 60周岁不符合献血条件之
前，栗岩奇累计无偿献血 300 余
次，献血总量高达6万毫升。

公益路上，家人与他相伴同
行。刚开始栗岩奇并没有把自
己无偿献血的事告诉任何人，只
想默默地做下去。直到 18 年
后，岳母患病住院急需输血，可
当时医院血源非常紧张。一家
人正在着急时，栗岩奇拿出自己
的献血证，以“互助献血”的方式
及时找到血源。这时，家人才知
道他无偿献血的事，也对无偿献
血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的
带动下，妻子、女儿都加入到献
血大军中来。“活着献热血，身后
献器官、献遗体。”怀着这样的想
法，2013 年 3 月，栗岩奇一家三
口签订了“去世后捐献器官和遗
体”的协议。除了无偿献血，栗
岩奇也尽己所能帮助困难家庭，
从 1994 年起，栗岩奇和家人累
计资助了30余名贫困学生。

退休后，他在志愿服务的道
路上继续发光发热。因为年龄
限制，栗岩奇不能再献血了，便
以更大热情投身到志愿服务中
来。作为天津市红十字会和血
液中心的志愿者，他为献血人员
做心理疏导、讲解常识，多次宣
讲无偿献血、器官及遗体捐献知
识。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

栗岩奇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
家庭。

144 贾平

贾平，女，汉族，1958年 8月
生，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贾平渔
家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20 年来，贾平坚持拥军情
怀，累计付出 50多万元，无微不
至地关心共建连队官兵，组建“渔
嫂拥军演出队”常年进军营演出，
追随部队千里慰问长岛移防外
地的官兵，带动更多人加入拥军
队伍，被称为“长岛兵妈妈”。

贾平像母亲般关心官兵，
无微不至、不吝付出。她与两
个驻军单位结成共建对子，为
共建连队送去洗衣机、电风扇
和空调。凡是节假日或老兵退
伍，她都设宴款待。部队拉练，
她 给 每 位 官 兵 送 上 手 套 和 袜
子、鞋垫等必备用品。有干部
战 士 生 病 受 伤 ，她 就 送 病 号
饭。官兵新婚或者生小孩，她
总记得送上礼物和祝福。每年
春天新鲅鱼上市或者“八一”建
军节、春节等节日，她都要为官

兵包一顿鲅鱼饺子。许多老兵
退伍后还想吃贾平包的饺子，
她就每年春节包上三四百斤鲅
鱼饺子，寄送给全国各地的老
兵。这么多年，只要她在长岛，
每个周末都送两个可口菜到连
队，给官兵们加菜。20 年，拥军
花费 50 多万元，她说：“拥军就
是报国，光荣！幸福！花再多
钱也值得！”贾平的真情付出，
赢得战士们的认可和尊重。他
们常对贾平说，“您永远是我们
的长岛兵妈妈！”

贾平自建演出队伍，常年坚
持慰问演出。2012年，贾平召集
22名渔家大嫂组成“渔嫂拥军演
出队”，每到节庆或假期，都会组
织“兵妈妈拥军情联欢晚会”。
2016年“八一”建军节，她们原计
划在部队操场上演出，但是因为
突然下雨，演出眼看就要取消。
为了不让官兵失望，在贾平坚持
协调下，演出人员最终在电闪雷
鸣中赶到连队，在车库中完成演
出。战士们非常受感动：“贾妈
妈冒雨来演出，这是给我们最好
的礼物！”

贾平说到做到，千里看望
移防外地官兵。2017 年，驻守
海岛的部分官兵移防到外地。
临别时，贾平说，“我一定去看
望你们。”随后几年，贾平和志
愿者们三次到内蒙古、吉林和
山 东 即 墨 、莱 阳 等 地 看 望 慰
问。官兵们激动地说：“您不辞
辛苦赶来，我们非常感动，感谢
您，贾妈妈！”

多年来，贾平拥军事迹感染带
动了很多人。她的很多生意上的
合作伙伴，主动联系她参加拥军活
动。有的单位也被贾平感动，组织
到“无居民岛”和驻军共建。

贾平荣获山东省第十届“十
佳兵妈妈”、文明诚信个体工商
户、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145 夏昭炎

夏昭炎，男，汉族，1935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湖南科技大
学退休教师。

年近七旬退休返乡的夏昭
炎，十多年来在家乡崇文兴教、
涵育乡风、反哺桑梓。他拿出自
己微薄积蓄，辛苦“种文化”，成
立活动中心、开办学校、创立书
屋……夏昭炎成为家乡新农村
建设的热心人、新观念的倡导者
和新乡贤的“代言人”。

夏 昭 炎 退 休 后 回 到 家 乡
攸县石羊塘镇谭家垅村，深深
感受到村民富裕起来的同时，
心 底 对 文 化 的 渴 望 。 他 决 定
行 动 起 来 ，为 家 乡“ 种 文
化”。他先拿出自己微薄的积
蓄 ，又 多 方 筹 资 ，修 缮 房 屋 ，
购置设备，建起了谭家垅村高
桥文化活动中心，设立了乡村
图书室、阅览室、学习室和游
艺室。有了活动场地后，他又
积极组织村民成立了文艺队、
体育队，一到农闲时节，就教
村民练习保健操、打太极拳、
跳广场舞。村民们高兴地说，

“现在我们生活真的很开心，
每天来这里活动锻炼，身体更
健 康 了 ，更 可 贵 的 是 邻 里 和
睦、心情舒畅、儿女放心。”现
在，这个活动中心被大家称为

“幸福院”。
针对村里留守孩子多的情

况，夏昭炎和老伴又办起了少儿
假期学校，亲自给孩子们讲传统
文化。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夏昭
炎东奔西走，动员镇里学校的老
师前来支教，免费开设古典文
学、数学、音体等课程，把周边村
的孩子也吸引来了，最多时达到
80多人。

为了鼓励村里的孩子读书，
夏昭炎和老伴带头出资，修葺自
家的祖屋，向学生发出呼吁，筹
集了 2000 多册图书，建起了高
桥书屋。为方便其他村的孩子
看书、借书，夏昭炎在临近村陆
续开办了 6个书屋分点，每个书
屋的书轮流滚动，发挥最大的效
益。孩子来看书，大人也跟着来
了，几个村的读书风气变得越来
越浓。

夏昭炎荣登“中国好人榜”，
其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
家庭。

146 郭凤海

郭凤海，男，蒙古族，1951年
8月生，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
舒镇呼格吉勒社区居民。

郭凤海三十年如一日，无
微不至地义务照顾患有智力障
碍的 3个汉族兄弟，教会他们生
活技能，为他们张罗婚事，并抚
养他们的孩子长大，在当地被
传为佳话。他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演绎了蒙汉团结、仁心大爱
的感人故事。

郭凤海在科右中旗饮食服
务公司任经理期间，一直帮助
公司里的汉族职工李某。李某
的家庭处境十分困难，妻子是
智力障碍患者，膝下 8 个孩子 3
个有严重智力缺陷。为缓解他
们的家庭困境，郭凤海便把其
中的 6 个男孩全部安置在公司
从事简单的工作。后来，李某
和妻子先后去世，郭凤海决定
照顾其中智力缺陷严重的 3个
兄弟。每年都给这 3个兄弟买
新衣服、鞋和被褥，手把手教
三兄弟用洗衣机。为了让李家
三兄弟能够生活得更好，家里
有个明白人持家，他努力当媒
人，为智力相对较好的李家老
四办了婚事。但好景不长，老
四的妻子患了癫痫病，没过多
久便丢下年幼的孩子离开了。
帮助李家老四拉扯孩子长大成
人的重任，又压在了郭凤海的
肩上。

郭凤海为了照顾李家三兄
弟和老四的孩子，特意在自己家
旁边给他们买了房子。为了让
他们的生活能有保障，还给他们
办理保险、申请低保。现在的李
家，不仅三兄弟生活稳定，老四
的孩子也考上了中北大学。李
家 老 二 甚 至 还 学 会 了 说 蒙 古
语。在李家三兄弟和孩子的心
里，郭凤海不仅是李家的后盾、
恩人，更是李家的当家人。

在帮扶李家三兄弟期间，郭
凤海也遇到了很大的难处。一
次与洪水拼搏中，他不小心崴了
脚，后被确诊为双侧股骨头坏
死，落下残疾。他的妻子也被
确诊为乳腺癌、糖尿病，夫妻的
生活陷入了极度困境。即使在
这种情况下，郭凤海依然没有
放弃对李家三兄弟的关照。当
有人问起郭凤海为什么这么多
年悉心照顾李家三兄弟，他总
是动情地说：“当年他们都是我
的员工，现在他们生活这么困
难，我不能撒手不管。不论姓
什么，是什么民族，我们现在已
经是一家人。”

郭凤海荣获内蒙古自治区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称号，其家庭
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147 唐真亚

唐真亚，男，汉族，1964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江苏省淮安市
洪泽区邮政公司老子山邮政支
局支局长兼投递员。

20 年来，唐真亚风雨无阻，
水陆兼程，坚持在做好投递工作
的同时，全心全意为湖区群众做
实事、办好事，将党的声音、致富
信息、亲人问候送到湖区滩头，
传递到渔民船民的心坎里，用双
臂划出了 30 万公里的“水上爱
心邮路”，被湖区百姓亲切称为

“大湖鸿雁”。
他真情为近万名渔民和船民

提供邮递服务。2018年前，唐真
亚一直是老子山邮政支局唯一的
投递员，20 年间累计递送了 110
万份邮件零差错。为了将渔民船
民的邮件及时送达，他克服了重
重困难，送件的小船曾十几次被
风浪掀翻，多次险遭生命危险，但

他总是圆满完成了邮递任务。
他不仅是邮递员，更是群众

欢迎的采购员、送货员、服务员。
唐真亚每天穿梭于水陆之间，为
散居在芦苇和滩涂之间的渔民
船民义务捎带柴米油盐等生活
用品，帮助不识字的渔民船民念
信写信，帮他们存款、交水电费、
充话费。当了解到湖区一些渔
民船民子女求学遇到困难时，他
多方奔走，帮助联系相关部门和
机构，2012年以来，已助力 19名
湖区困难家庭子女入学。

他开设“船头课堂”传递党
的声音。作为一名老党员，唐
真亚主动请缨“进湖宣讲”，通
过“船头课堂”的形式，用通俗
生动的语言，为湖区 9 个党支
部、100 多名党员宣传党的理论
方针政策。积极开展义务普法
工作，帮扶 11 名社区服刑人员
顺利回归社会，参与纠纷调解
近千起。

他心系湖区百姓致富奔小
康。为了提高渔民养殖技能，唐
真亚自费购置了 2000 多份科学
养殖资料，赠送给新滩村“渔家
书屋”，并邀请渔业技术人员定
期向养殖户传授技术、解决难
题。为了新滩村尽快致富，还请
来专家设计旅游规划，帮助打造
了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

他牵头组建老子山志愿消
防队。2010年，唐真亚发起组建
老子山志愿消防队，义务为渔民
们讲解消防知识，开展水上消防
巡查和宣传，先后排查火灾隐患
5000余处，汛期累计疏散转移群
众700余人。

唐真亚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十佳最美投递员、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等称号。

148 黄桂祥

黄桂祥，男，汉族，1962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广东省税务局
第三分局副局长。

20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投
身家乡产业扶贫，想方设法帮助
父老乡亲摆脱贫困，为乡亲们找
到了一条产业支撑、可持续发展
的脱贫致富路子，被誉为“南粤
新乡贤”。

黄桂祥在坚持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主动反哺乡梓、倾力
投身家乡产业扶贫。从 1999 年
开始，他选择偏僻落后的韶关市
曲江区罗坑镇林屋村尝试扶贫，
先后栽种茶花、杜仲、肉桂等山
林作物。虽前期失收受挫，但他
没有气馁，通过引荐技术员，指
导村民改种易生快长的春桃、板
栗和其他果树 500 多亩，3 年后
喜获丰收，全村平均每户增收近
万元。

积累“拓荒”经验后，黄桂
祥因地制宜，引导罗坑镇利用
连片的山林发展以茶为主的生
态产业。他积极争取当地党委
和政府支持，成立罗坑茶保护
开发机构，指导制定茶叶产业
发展实施规划，并纳入“一乡一
品”优质农产品发展规划组织
实施，动员当地茶农恢复原有
茶山、茶园以及择优扩种茶叶
基地共 1.2 万余亩。 2011 年 3
月，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投资
2000 多万元的广东雪花岩茶业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引入高标
准、规范化的管理，成功打造

“雪花岩”“猴采红”“天井红”等
茶叶品牌。近 2 年，罗坑镇茶
叶生产收入均占当地 GDP 的
五成多，茶农人均收入超过 2
万元，茶叶种植、生产、营销和
品牌体系基本形成，举办了 5
届罗坑茶文化节，有效带动了
当地乡村振兴发展。

多年来，黄桂祥联系和帮
扶重点抚恤对象，帮助困难家
庭解决实际问题，挽救了多个
贫弱家庭。为打通罗坑镇山前
泥路，他从多年积攒的工资中
捐出 20 多万元，设计修建了一
条 宽 3.5 米 、长 30 米 的“ 沉 水
桥”，并帮助村里从山上引水到
各家各户，有效解决通人、通
车、通水问题。同时，他指导成
立 镇 经 济 促 进 会 和 村 民 合 作
社，为罗坑镇持续发展夯实组
织保障。

黄桂祥入选“广东好人”。

149 曹鹏

曹鹏，男，汉族，1925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上海交响乐团
离休干部，中国自闭儿童关爱基
金终身爱心大使。

离休后，曹鹏几乎把所有的
时 间 和 心 血 都 放 在 公 益 事 业
上。他不计报酬，坚持用音乐为
自闭症患儿及其家庭服务，用音
乐帮助特殊孩子，用艺术滋养他
们的心灵。孩子们亲切地称他
为“最暖心的曹爷爷”。

2005年，已耄耋之年的曹鹏
成立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这个
非职业乐团以服务社会为己任，不
仅普及高雅艺术，更用音乐播撒爱
心。十多年过去了，在他的带领
下，城市交响乐团演出逾200场，
听众超 40万。每年举办上海市

“爱耳日”公益音乐会及“爱在城
市·关爱自闭症慈善音乐会”等。

2008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与上海曹鹏音乐中心成立了“天使
知音沙龙”——关爱自闭症项目。
曹鹏不计报酬、分文未取，率领200
多名青年志愿者，十余年来坚持用
音乐为自闭症患儿及其家庭服
务。孩子们学习唱歌、敲木琴、铜
管乐等，渐渐地学会了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曹鹏带着孩子们参加了
爱丁堡艺术节、阿伯丁世界青年艺
术节、日本残疾人艺术节、意大利
的萨尔斯堡星星音乐会等活动，从
中国走向了世界，精彩的演出让外
国朋友惊叹！

曹鹏还积极呼吁社会为自
闭症孩子开办专门的学校，让
他们有系统的学习，能够早日
融入社会。如今，94 岁高龄的
曹鹏依旧亲自指挥，不仅为自
闭症孩子改编乐谱，还每年带
领他们赴全市敬老院开展慰问
演出，让一群被关爱的人转化
为关爱他人的人，让孩子们获
得社会的尊重。

曹鹏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
进个人、全国最美志愿者等称号。

150 梁彩雄

梁彩雄，男，汉族，1971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海南省三亚市
天涯区榆港社区渔民。

28年来，梁彩雄坚持每隔一
天为驻守三亚市东瑁洲岛的官兵
义务运送物资，提供应急救援服
务，累计航行10万多公里，不管台
风袭来还是暴雨倾盆，从未间断，
谱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拥军之
歌，被官兵亲切称为“天涯船夫”。

东瑁洲岛距离三亚市区 5.6
海里，环境恶劣，没有淡水和蔬
菜，需要定期运送大量物资。
1992年，梁彩雄接过岳父的接力
棒，开始为岛上官兵运送物资。
第一次登岛送菜，看到岛上生活
条件如此艰辛，官兵们见到自己
时脸上洋溢的笑容，他深切地感
觉到岛上官兵需要自己。就这
样，一送就是28年，自费更换了6
条船，虽然部队会补贴一些柴油，
但这些根本抵不上船只的油费
和维修费，可他无怨无悔。他总
对妻子说：“为守岛官兵运送物资
是我们一家的荣耀，如果我们不
做，岛上官兵怎么办？”如今，岛上
连队送走了一批批官兵，但义务
运送物资的船夫没有变。

无论台风暴雨还是突发故
障，梁彩雄都坚持出海，准时送
达。2010年，强台风“康森”袭击
三亚，没船敢出海。正当官兵们
为即将没有食物而焦虑时，梁彩
雄迎着风浪驾着颠簸的小船出现
在官兵们面前，这样的情况他经
历了很多次。更危险的情况发生
在2002年，运送物资途中，小船突
然熄火，他在海上漂泊了两个多
小时，在烈日的炙烤下，饥渴难
耐。当朋友找到他时，梁彩雄全

然不顾自己，焦急地说：快帮我把
东西送过去，战士们肯定饿坏了。

除了运送物资，梁彩雄还为部
队提供应急救援服务，成了官兵们
的“120”，随叫随到。2012年一天
晚上，熟睡中的梁彩雄接到连长紧
急电话，一名战士在夜间巡逻时不
慎受伤，急需送往医院治疗。他立
马跳上船朝东瑁洲岛开去，在漆黑
的大海上奋力前行，仅用了30多分
钟就把受伤战士送上了岸。到医
院后，他又跟着连长忙前忙后，直
到凌晨3点才回到家。

梁彩雄年轻时，曾为照顾生
病的父亲，放弃了当兵梦想。28
年来，却以另一种形式，保障海
防战士生活，为国防事业默默奉
献。如今 49 岁的他依然坚守
着，为能做一名飞舟拥军的“天
涯船夫”深感自豪。

梁彩雄荣获全国爱国拥军
模范、全国十大拥军人物等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151 寇立国

寇立国，男，汉族，1980 年 7
月生，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

寇立国自幼家境贫寒，12岁
便辍学外出打工，经过自身努力
拼搏，创立立国集团。作为一名
成功的 80 后企业家，他积极投
身公益事业，成立龙商立国慈善
基金，资助困难学子；热心爱国
拥军事业，支持国防建设；为家
乡建学校修村路，助力乡村振
兴；为有需要的人群捐资捐物，
帮助他人，回馈社会。

寇立国多年来坚持捐资助学，
惠及贫困学子超过1万名。2010
年开始，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学校设立百
万奖助学金，捐助总额达 800 万
元。2011年3月，他捐资210万元
成立龙商立国慈善基金，专项用于
资助家乡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高等学府却交不起学费的“龙
江”学生。他积极改善家乡孩子的
学习条件。2010年，捐资390万元
建设尚家立国希望小学，捐助100
多万元为学校购置教学器材和图
书、电脑等配套设备，并在学校建
立国防教育基地，成为全国第一所
双拥希望小学。

他走进部队、军营，积极参
与爱国拥军事业，投入金额累计
超千万元。为了解决好部队官
兵的后路、后院、后代“三后”问
题，他准备捐资建设军民融合产
业发展基地和专门培训退伍军
人、转业军官的学校，免费为他们
进行二次就业培训和指导。为了
支持检察教育事业，寇立国为中
国检察官教育基金捐资360万元。

寇立国和他的企业润物无
声地播撒爱心。汶川地震、玉树
地震、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
现场，有他的声音和爱心；白血病
重症患者、贫困空巢老人、基层民
警、青年创业者、农民工兄弟、脑
瘫患儿、留守儿童、白内障患者等
群体身边，有他温暖的双手和真
诚的目光。为帮助解决西南地
区饮水问题，他通过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向昆明市妇联捐建150
口“母亲水窖”。为方便村民出
行，他为肇东市尚家镇尚家村捐
款 120 万元修建柏油路，打开了
乡亲们的致富之路。

寇立国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等
称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荣登“中国好人榜”。

152 葛业森

葛业森，男，汉族，1947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山东省泰安市
岱岳艺术团团长。

葛 业 森 退 居 二 线 后 创 办

艺术团、争当志愿者，17 年间
参加公益性文艺演出 1760 多
场 次 ，义 务 宣 传 国 家 大 政 方
针，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葛业
森带领的艺术团成为泰山脚下
一 支 远 近 闻 名 的“ 文 艺 轻 骑
兵”，他本人被群众亲切地称为

“葛来乐”。
2002 年，葛业森离岗后，一

心 想着换个方式继续服务群
众。曾任乡镇党委书记的他，深
知老百姓对于精神文化生活有
着很大的需求。他结合自己的
爱好和特长，创办岱岳区夕阳红
艺术团（后改为岱岳艺术团），以
文艺志愿服务形式，及时传递党
的声音，响应农民关切，给老百
姓送去欢乐。

面对创办之初无资金、无
排 练 场 地、无服装道具的“三
无”窘境，葛业森始终坚守初
心、从不言弃。没有场地，他就
去找有关部门协调；没有服装
乐器，他就自掏腰包添置；没有
演员，他就一趟趟上门去请。
凭着一股“拧劲儿”，葛业森终
于让这个岱岳区百姓自己的庄
户剧团从无到有建起来。为了
贴补团里的运转费用，他参赛
获得的奖金多则一万元，少则
一千元，全部捐给艺术团做经
费。葛业森身兼团长、编导、演
员数职。为解决缺乏节目的问
题，他重新拿起笔来创作。一
场演出，他至少表演 2 至 3 个节
目，一人演奏 5 件器乐。特别
是在冬天，因频繁上下台更换
演出服装，常常感冒发烧，输完
液接着上场演出，成了他的家
常便饭。经过多年努力，如今，
剧团从最初的 5 个人发展到现
在的 26 个核心团员，创作编导
了 260 多个文艺节目，年演出场
次从最初十几场发展到现在二
三百场。

葛 业 森 倾 心 为 群 众 送 去
更 好 的 文 艺 演 出 。 他 为 岱 岳
区的每个镇建立档案，详细记
录每次演出时间、地点和节目
单。每次演出之前，他都要比
对上次的节目单，统筹调度、
精心安排，确保节目不重样。
他热心于地方曲艺传承发展，
创新编排汶河大鼓《泰山石敢
当》《回娘家》等经典曲目，为
这 一 曲 艺 形 式 列 入 泰 安 市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作 出 积 极 贡
献，他本人也被列为非遗传承
人。为培养文化志愿者，他进
村 入 户 辅 导 庄 户 剧 团 编 排 节
目，手把手辅导，帮忙改作品、
排节目、提供表演舞台。他积
极 参 与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
建设，主动参加宣讲，编排 60
多个新节目。

葛业森荣获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个人、山东省送文化下乡
先进个人、齐鲁文化之星等称号。

153 董永山

董永山，男，汉族，1974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云南省消防
救援总队曲靖支队特勤中队一
级消防长。

26 年消防生涯，董永山全
心全意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不
仅是灾祸现场中人民生命和财
产安全的守护神，更是日常生
活中乐于助人、扶危济困的爱
心天使，以实际行动谱写着仁
心大爱的感人乐章。

从 1993 年入伍以来，董永
山时刻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
哪里有危险，就奔赴哪里，火灾
救援、交通事故、送水抗旱、地
震搜救，每次有险情，他都主动
请缨，冲锋在前，参加了几千次
救援，用赤诚和奉献，守护着人
民群众平安。

1994 年，董永山路过宣威
县医院采血点，第一次献出了
400 毫升血。从此，他把义务献
血当作一件光荣的事情，坚持
累计献血 5000 多毫升。同时，
他也成为义务献血的宣传员，
带动家人、朋友、战友等一大批
人加入到了义务献血队伍中。

2005 年 ，董 永 山 下 乡 宣
传 消 防 知 识 ，遇 到 一 个 因 家
庭 贫 困 即 将 辍 学 的 高 中 女
孩 ，触 动 了 他 捐 资 助 学 的 念
头 。 从 此 ，他 每 年 为 女 孩 捐

款 ，直 至 其 大 学 毕 业 。 2014
年，因鲁甸地震，一个女孩家
里 房 屋 全 部 倒 塌 ，本 就 贫 困
的 家 庭 更 是 雪 上 加 霜 ，上 学
也 成 了 奢 望 。 董 永 山 得 知
后 ，发 动 战 友 一 起 捐 款 3700
元 ，并 承 诺 一 直 帮 她 到 大 学
毕 业 …… 十 多 年 来 ，董 永 山
通 过 自 己 捐 款 ，并 带 动 战 友
捐 款 ，先 后 帮 助 多 名 贫 困 学
生圆梦校园。

董永山还是一位乐于帮助
群众的热心人。2012 年 3 月，
董永山从 50 米“天坑”中救出
一位老人。此后，他定期到医
院 和 家 中 帮 助 老 人 做 康 复 运
动，使老人很快恢复了健康。
他是敬老院的“常客”，每逢节
假日，都会到敬老院帮老人们
打扫卫生、理发、剥水果、剪指
甲，像他们的儿孙一样与他们
拉家常。多年来，他帮智力障
碍患儿做康复训练、为困难群
众送水、为小区清理垃圾、扶老
携幼、照顾病残……无论事情
大小，只要能帮助他人，他都乐
意为之。

董永山荣获全国优秀人民
警察、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十大杰出消防卫士、云南省道
德模范等称号。

154 傅艳

傅艳，女，汉族，1971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四川省成都市
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

多年来，傅艳致力于保护
救 助 困 境 儿 童 和 发 展 社 会 公
益 事 业 。 无 论 是 做 医 生 、记
者，还是专职公益人，她一直
走 在 公 益 助 人 的 路 上 。 她 设
立专项基金关爱患病儿童，用
真 心 和 行 动 帮 助 着 身 边 每 一
位需要帮助的人。

傅艳曾经在四川地质医院
担任过 8 年临床医生，在成都
晚报等媒体单位担任过 10 年
新闻记者。2001 年开始，她用
手中的笔不断推动四川省骨髓
库的启动壮大；2003 年，她组织
举办“艾滋剧团成都公演”，呼
吁消除歧视、共同预防艾滋病；
2005 年，她的系列新闻报道为
推动成都在全国率先启动少儿
医保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设
立的“傅艳工作室专项救助贫
困白血病儿童基金”，至今已支
出善款 400 余万元，挽救 300 多
名白血病儿童的生命。

2013 年 ，为 提 供“ 专 业 、
有 效 、有 序 ”的 志 愿 服 务 ，傅
艳 开 始 全 职 从 事 公 益 事 业 。
作 为 成 都 云 公 益 发 展 促 进 会
和 成 都 市 志 愿 服 务 联 合 会 负
责 人 ，她 带 领 团 队 探 索 如 何
有 效 促 进 专 业 社 会 力 量 有 序
参 与 城 乡 困 境 儿 童 保 护 体 系
建 设 ，并 参 与 推 动 少 年 儿 童
司 法 、医 务 等 专 业 领 域 社 会
工 作 发 展 。 连 续 多 年 执 行 成
都 市 有 关 部 门 委 托 的 困 境 儿
童 保 护 等 专 业 志 愿 服 务 项
目 ，发 动 20 多 支 专 业 志 愿 者
队伍开展服务 100 万余人次，
累 计 服 务 儿 童 10 万 余 人 次 、
特殊群体儿童 500 余例，为少
年 儿 童 健 康 成 长 贡 献 着 自 己
的力量。

傅艳广泛调研，积极建言
献策，呼吁社会共同关注困境
儿 童 保 护 救 助 和 公 益 事 业 。
她提议定期举办“成都儿童保
护 周 ”，已 写 入《成 都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推 动 慈 善 事 业 健 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她倡导成
年人加入“儿童守护使”志愿
行动，联合专业社工等专业志
愿 服 务 队 与 检 察 机 关 共 同 开
展 相 关 活 动 。 发 起“ 守 护 娃
娃 ，守 护 未 来 ”等 主 题 活 动 ，
吸 引 更 多 公 众 人 物 参 加 。 带
领 云 公 益 团 队 与 法 学 专 家 共
同完成的《关于未成年人监护
失职（疏忽）行为“入刑”的建
议》，由 14 位 人 大 代 表 、政 协
委员联合提交至全国两会。

傅艳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
想 道 德 建 设 先 进 工 作 者 等 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被授予
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

（下转第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