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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2018 年，朱天民

出资 7000 万元捐建绥中县实验

三小、绥中县第二幼儿园，为城

乡接合部的适龄儿童在家门口

就能上学创造条件。2021年，他

又捐资 4000 万元，建设绥中县

风华实验初级中学。

他是贫困村脱贫致富的“好

帮手”。朱天民因村制宜、因户跟

进，大力推进设施扶贫、产业扶

贫，先后捐资 300万元，帮助 4个

贫困村1153户贫困户实现脱贫摘

帽。针对建昌县牤牛营乡蒿子沟

村产业单一现状，他出资引进2万

多株新疆和田大枣树苗，发给建

档立卡贫困户，帮助调整果树种

植结构，形成规模化水果产业项

目。为解决兴城市郭家镇张沈村

缺水困难，他出资打水井、建泵

房，铺设入户水管，还帮助建成直

接供应兴城地区的蔬菜种植基

地。他出资援建西丰县天德镇如

意村灵芝木耳食用菌基地灌溉设

施，带动贫困户就业 16 户 50 多

人，帮助多名群众顺利脱贫。

他是疫情防控一线的“急先

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朱天民积极投入当地防疫消

毒 工 作 ，捐 款 捐 物 共 计 303 万

元。他第一时间组建党员先锋

突击队，抗击疫情冲得上去，危难

关头豁得出来，连续奋战 3个月，

对绥中高速出入口入境车辆，绥

中城区公园、广场、车站和露天市

场、公厕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毒。

朱天民荣获全国最美志愿

者、辽宁省劳动模范、辽宁省道德

模范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120 朱丽华

朱丽华，女，汉族，1957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浙江省嘉兴

市南湖区丽华中医诊所所长。

一级视力残疾的朱丽华，30
多年来省吃俭用，穿 36 元两双

的鞋，一件白大褂穿 10 多年不

舍得扔，却资助寒门学子 587 人

次；她是嘉兴首位盲人中医师，

创办丽华中医诊所，服务 23 万

余人，为百名脑瘫患儿做康复治

疗，帮助 100 多名残疾人就业；

她免费为现役军人服务 4000 多

人 次 ，各 类 捐 款 累 计 450 万 余

元，被当地人称为“新乡贤”。

1985年，朱丽华参加浙江省

中医推拿培训后，被分配到嘉兴

市福利院医务室工作，一干就是

22年，成为嘉兴市首位盲人中医

师。她视病人如亲人，精心为每

一个脑瘫患儿做康复治疗。2008
年，她创办了丽华中医诊所。为

帮助更多残疾人“谋前程”。她不

仅无私传授技术还包食宿，先后

帮助 100多位残疾人就业。不少

残疾人学成后自己创业，从家庭

的“包袱”转变为“顶梁柱”。

朱丽华从事爱心助学已经有

30年了。1991年的一天，她第一

次从广播里听说了“希望工程”，

就立刻拿出近 3个月工资寄到了

云南，资助了两名贫困孩子，这让

她体验到了助人的快乐。从此，

她开始了 30年的爱心助学之路，

就像母亲一样惦记着自己资助的

孩子，经常联系他们，事无巨细，

样样都管。多年来，朱丽华给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

初中捐赠热水器，为马尔康市 67
名建档立卡家庭困难学生捐赠

15.41万元助学金和67床鸭绒被，

“爱心榜单”上受助贫困学子已达

587人次，助学资金达几百万元，

一路播撒爱心的她也成了几百名

贫困学子心中的“好妈妈”。

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她捐出

了两个月工资；汶川大地震，她交

上了10万元“特殊党费”；武汉市发

生新冠肺炎疫情，她带头捐款捐

物；50户困难家庭改造卧室，她出

资 53万元。2018年，她签下了器

官捐献协议。她说：“作为红船旁

的一名共产党员，我的财产、我的

器官、我的一切都将奉献给社会！”

朱丽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自强模范、浙江省道德模

范、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当选“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121 刘发英

刘发英，女，土家族，1970年

3月生，中共党员，湖北省宜昌市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花

坪小学副校长。

她自费捐资助学，创办“英

子姐姐”助学网站，独创“一对

一”网络助学新模式，用 30 年丹

心织网，筹集助学资金 2480 万

元，帮助 3705 名山区贫困学子

实现求学梦想，被媒体誉为“中

国网络助学第一人”。

丹心织网，搭建圆梦平台。

1991年，21岁的刘发英毕业后主

动申请到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最偏

远、最贫困的黄柏山乡支教。目睹

山区孩子的求学艰难后，她踏上了

捐资助学之路。12年间，她省下微

薄工资资助了 22名学生，帮助他

们改变了命运。长期的助学经历

也让刘发英开始思索如何利用网

络让更多孩子获得帮助。2005年，

刘发英申请QQ号，取名“英子姐

姐”，发布求援信息。2010年，她

建立“英子姐姐”助学网站，创立

“一对一”网络助学模式。为了赢

得网友信任，她主动公开了自己

的姓名、单位、电话号码、家庭住

址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足印农家，情暖土家山寨。

为办好助学网站，刘发英坚持亲

自实地走访核查信息。山高水

急，道路崎岖，许多时候只能步行

走访，脚上磨出血泡、走坏鞋子都

是常有的事。除了艰辛，走访时

还常常会遇到不可预料的危险。

2007年，亲人先后遭遇不幸，她没

有被压力打垮，选择将助学事业

进行到底。所有实地走访核实过

的贫困学生信息，都会被第一时

间发布到网上“待资助信息”板

块，方便资助人了解困难学生的

基本情况。爱心款一到账，她也

会把款项及时地亲自转送到学生

手中，并公布资助学生的受助信

息，保证信息真实透明。

薪火相传，托起美好未来。

16年来，刘发英足迹遍布湖北、湖

南两省的贫困地区，累计行程近

10万公里，写下了 20多万字的走

访笔记，整理了 180本台账，详细

记录了每笔捐款的来龙去脉。在

她的努力下，“英子姐姐”助学网

站吸引爱心人士捐款2.2万次，筹

集爱心助学资金 2480万元，帮助

数千名贫困学子走出求学困境，

成为当地教育扶贫的一张亮丽名

片。众多曾经受到资助的学生在

走出困境后，也纷纷加入到“英子

姐姐”助学志愿服务团队，接续助

学，传递爱心。

刘发英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

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荣登“中国好人榜”。

122 刘显富

刘显富，男，汉族，1967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黑龙江省七台

河市勃利县毛巾厂下岗职工。

25年来，刘显富在家乡勃利

县义务放映红色电影，足迹遍及

城乡各地，成为“编外”爱国主义

教育宣传员；扶贫济弱，本不富裕

的他坚持照顾孤寡老人、烈士母

亲、留守儿童；抗击疫情，在夜班

岗位带伤坚守了 100余天。作为

一名退役军人，刘显富始终保持

退役不褪色，展现出对党和人民

的无限忠诚。

刘显富 18 岁参军，退伍返

乡参加工作后，他踏实工作，不

计个人得失，连续多年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随着原单位解

体，刘显富成了下岗工人。在做

学校义务辅导员时，他发现学生

爱国主义教育尤为重要。为此，

并不富裕的刘显富自筹资金 6
万余元，购买了 4 套胶片电影放

映机、100 多部爱国主义教育影

片和 1 台三轮车开始义务放电

影，这一放就是整整 25年。

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风霜雨

雪 ，他 从 未 耽 误 过 一 次 放 映 。

2017年冬天，一次放映回来，他连

人带设备滑到了深沟里，腰部严

重扭伤。2020 年 8 月，妻子被检

查出肺癌，需要住院治疗，为了不

耽误放映，他让女儿先去陪护。为

了方便老年人看电影，他常去敬老

院和老人家里，把放映机搬到老

人炕头上。每次放映电影前，他

还带着大家一起唱红歌。如今，

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在勃利县

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一种时尚。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刘

显富加入了七台河快乐义工志

愿服务总队，成立了“红色光影放

映队”，把电影放映推广到全市，

义 务 为 市 民 放 映 红 色 经 典 电

影。仅在新兴区北岸新城的一

场，就吸引数千人观看，成为全市

党史学习教育的一大亮点。

除了放映电影外，刘显富还

把扶贫济困作为使命追求。多年

来他义务照顾孤寡老人刘景玉、

五保户马生智夫妇，逢年过节，他

经常探望卫国英烈李厚亮的母

亲，坚持多年从未间断。当得知

小学生赵洪菲因家境贫寒面临辍

学时，他立即出资帮助……诸如

此类的帮贫扶弱，还有很多。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刘显富积极配合街道社区做好

疫情监测、宣传引导、卡点防控

等工作。在艰苦的夜班岗位，他

的手脚被零下 20 摄氏度的低温

冻伤，他却带伤坚守岗位，成为

当地抗击疫情的中坚力量。

刘显富荣获龙江最美劳动

者称号。

123 闫文英

闫文英，女，汉族，1936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海南省五指

山鸿雁志愿者协会理事。

她是“圆梦奶奶”，自掏腰

包，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圆了孩子

们的大学梦；她是“民族工艺传承

人”，自学民族工艺品制作，免费

传授给年轻人；她是“科技助农先

行者”，推广农业领域新技术，帮

助五指山乡亲们走上共同富裕

的小康之路。她用大爱情怀为

山区孩子点燃希望之灯，也为扶

贫协作搭建爱心之桥。

闫文英退休前长期在民政部

门工作。14年前，年逾七十的闫文

英来到五指山市定居。怀着一颗

甘于奉献的“志愿心”，2016年，闫

文英组织“候鸟老人”成立了五指

山鸿雁志愿者协会，开启了资助贫

困学生上学的公益之路。尽管退

休金并不高，但老人仍旧克服困难

资助了3名学生，并号召几十位志

愿者与她一起制作黎锦、数字油

画、布贴画等手工艺品用于义卖，

将义卖所得资金补贴资助学生，保

证受助学生每月 300元生活费从

未间断。高考结束后，老人得知两

名受助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

学，却在为学杂费犯愁，又忙活着

在协会里发起爱心助学捐款，共77
名热心志愿者捐款1.17万元，为两

名孩子解了燃眉之急。

让五指山乡亲们的富裕之路

走得更快一些，一直是闫文英老人

最大的心愿。听到协会决定在五

指山农业领域推广超敏蛋白复合

酶技术的时候，老人便有了一个新

的身份——科技助农增收的先行

者。为了解决前期试种场地、经

费不足的问题，老人与协会的同

仁多方辗转；为了确保试种取得

效果，老人成了种植基地的“水龙

头”“松土铲”“施肥车”；为了消除

农民朋友的顾虑，老人又化身成

送酶、送苗、送技术的“推广员”。

现如今，超敏蛋白复合酶技术已

经成功应用在黄瓜、西红柿、青椒

的种植上，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省下来的钱，留给了贫困学

生；闲暇的时间，交给了志愿服

务。已经 85岁的闫文英，像一只

停不下来的陀螺，总在想着能够

为这片热土做些什么。她带领志

愿者学习黎锦编织，通过义卖筹

措善款用于志愿服务。在闫文英

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以

五指山的绿水青山为主题制成的

民族手工艺品，她用绿水青山换

来了志愿服务的善款，也用这一

笔笔善款，回馈着这片绿水青山。

闫文英荣登“中国好人榜”。

124 江满凤

江满凤，女，汉族，1970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江西省井冈山

市龙潭景区保洁员。

江满凤是小井村红军烈士

江治华的孙女。受爷爷革命精

神和父亲乐善好施的熏陶影响，

江满凤从小立志把弘扬井冈山

精神、扶危济困献爱心当成毕生

追求，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书写了草根红三代的“雷锋故

事”，被群众誉为“红色百灵”。

她信仰坚定，奉献大爱，毅

然放弃多次换岗机会，25年坚守

“苦累脏”的保洁员岗位，只为留

在景区以传唱红歌的方式，宣传

井冈山精神。她先后为 11 位来

井冈山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唱过红歌，每年向众多游客义务

传唱红歌。

她播撒爱心，甘守清贫，18
年帮助 82 位学子喜圆求学梦，

成了贫困孩子的“春蕾妈妈”。

2003年，江满凤得知上井村老邹

家的两个孩子交不起学费，当晚

便掏出放在枕头底下、用油布袋

包了三层的 300 元，反复数了几

次，想留 100 元家用，最后还是

全部送给了老邹家。从此，江满

凤走上了一条爱心助学路。18
年来，她省吃俭用，常年穿着工

作服，却慷慨捐出 32万余元。

她奉献真情，无微不至，9年

中结对照顾 53 位孤寡老人，成

了 敬 老 院 里 的“ 大 众 闺 女 ”。

2012年，江满凤开始与黄坳敬老

院结对子，帮扶照顾廖振高等 53
位孤寡老人日常生活。为改善

老人用餐条件，她自掏腰包兴修

厨房、添置厨具；为让老人住得

舒服，她添衣送被、购买电视机、

电风扇；为给老人补充营养，她

定期送去水果、蔬菜……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用廖振高老人的话

来说：“满凤比亲儿女还贴心。”

她扶危济困，帮人无数，13年

坚持做公益，成为困难群体的“爱

心大使”。汶川地震后，她第一时

间捐出一个月的工资；贫困户叶惠

苹建房子缺钱，她把自己种菜养猪

赚来的5.5万元全部捐出；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她向抗疫一线捐款

的同时，还向 11户疫情防控期间

粮食短缺的老弱困难户捐送大米

和油……在信仰中生活，在奉献中

忙碌。25年来，江满凤累计捐款60
多万元，感动了许多群众。

江满凤荣获江西省劳动模

范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125 苏玉琴

苏玉琴，女，回族，1957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苏

玉琴志愿工作站负责人。

苏玉琴身患癌症，仍然坚守

助人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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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人们亲切称为“热心大姐”。

与病魔抗争，组团奉献爱

心。苏玉琴23岁时不幸患上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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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乃馨爱心妈妈帮扶队等11支志

愿服务分队，现有志愿者 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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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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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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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重点帮扶贫困群众 2000多人，

探访慰问孤寡、残疾、贫困家庭 3
万多人次，长期助学 178人，让 38
位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苏玉琴

还多方奔走协调，募集善款168万

多元，为昌吉州多个县市偏远牧

区捐赠爱心物资价值 55万多元，

举办文艺演出 1600多场次，组织

的各类公益志愿活动累计约56万

人次受益。

苏玉琴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全国三八红旗手、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个人等称号。

126 李王花

李王花，女，汉族，1985 年

12 月生，中共预备党员，海南王

花爱心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王花身残志坚、自强不

息，自主创业开办企业，带动和

培训上百名残疾人掌握服装加

工技能，实实在在给残疾人提供

自我创造价值和劳动致富的平

台，用自强自立的创业精神引导

和带动残疾人勇敢走进社会。

3 岁那年，李王花因患小儿

麻痹症左腿落下残疾。但李王

花不向命运屈服，刻苦学习纺织

缝纫本领，自主创业，做起服装批

发生意。2011年，李王花和朋友

合伙开了公司。2013年，李王花

的儿子出生了，家庭美满，事业有

成，她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但心里

始终还有事放不下，那就是要创

办一家企业，帮助更多的残疾人

就业，共同过上幸福生活。

2016年，李王花创办了海南

王花爱心服饰有限公司，先后带

动和培训了上百名残疾人掌握

服装加工生产技能，使他们在就

业过程中找到尊严和快乐。李

王花从心底里关心残疾员工，亲

自带生病的残疾员工去看病，自

垫医疗费用，还免费给残疾员工

子女提供日间照料场所。

2019 年，李王花投资 120 多

万元建设扶贫车间，主要开展服

装加工生产、为农村重度残疾人

提供托养日间照料服务，解决贫

困户、贫困残疾人及家属就地、

就近就业等难题，走出了一条农

民增收、产业发展、企业壮大、多

方共赢的扶贫新路子。创办至

今，员工最高工资达 8000 元以

上，为农民提供一个自我创造价

值和劳动致富的平台。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海南各大医院防护物资大量

消耗，处于急需状态。李王花立

即召集员工返回工厂，马不停蹄

为省内多家医院和支援武汉医

疗队伍生产 6000余件价值 30多

万元的医护用品，缓解医院燃眉

之急。李王花还通过多年合作

方的关系，紧急购买了口罩、防护

服、酒精等价值 6 万多元的防护

用品，及时捐赠给抗疫医护一线，

同时捐赠防护物资给残疾人创

办的企业助力复工复产。

李王花荣获全国自强模范

称号。

127 李东亮

李东亮，男，汉族，1976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商丘市

帮扶商丘好人协会会长。

2000年，李东亮就读军校期

间，被查出患上尿毒症，在社会各

界的关爱下做了肾移植手术，获得

第二次生命。为回报社会，他带着

重病之躯，先后发起成立多个公益

组织，带领众多志愿者积极参加志

愿服务。他在感恩中传递爱心，

延伸了生命的宽度，被誉为“行走

在生命倒计时路上的志愿者”。

2003 年 9 月，李东亮退役回

到家乡，因身体原因被评定为一

等伤残军人。“我的血液里流淌

着大家的爱，此恩必当涌泉报。”

退伍后，李东亮成立了“同在蓝

天 下 ”义 工 小 组 ，探 索 公 益 之

路。随着义工小组影响扩大，

2006 年 7 月，李东亮组织成立了

商丘市义工联。从此，他和同伴

们干劲十足地奔波在公益路上。

2018年，李东亮牵头成立了

商丘市爱之源人体器官与遗体捐

献志愿者服务队。截至目前，已有

500多名热心市民填写了人体器官

与遗体捐献志愿登记表，为众多

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带来了生的

希望。2019年，李东亮成立了商丘

市新时代退役军人雷锋团，启动了

“柘城老兵爱心早餐”等公益项

目。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李东亮动员组建商丘好人

战“疫”志愿服务队，为 12个疫情

防控点执勤人员赠送午餐 28天，

为社区居民义务理发 403 人次，

设立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点 22个，

捐赠价值11万元的抗疫物资。

截至目前，李东亮已先后发起

成立4个公益组织，凝聚近 2万名

志愿者，设立各类志愿服务项目、

站点及队伍213个，参加志愿服务

52万人次，捐款捐物约1340万元。

当初李东亮被推进手术室

的时候，医生承诺他可以多活 5
年，如今 4 个 5 年过去了。李东

亮在回报社会、温暖他人的同

时，也收获着生命的奇迹！

李东亮荣获全国最美志愿

者、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全国模

范退役军人等称号，被授予中国

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荣登

“中国好人榜”。

128 李 莎

李莎，女，汉族，1999 年 5 月

生，共青团员，生前系华南理工

大学第七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大学毕业之际，李莎毅然选

择参加“西部计划”，成为一名支

教老师；在教书育人的讲台上，她

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千方百计上

好每一堂课；在课堂外，她情系学

生，打开留守孩子的心扉，被孩子

们亲切地称为“莎姐姐”。2020年

5月 9日下午，在赴学校开会途中

发生意外，不幸去世，年仅21岁。

来自四川偏远的大巴山脚下

的李莎，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从小

却有一股不服输的劲。16 岁那

年，她以四川达州通川区文科状

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华南理工大

学。自身的经历让李莎深刻地意

识到教育的重要性。2019年，虽

然她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进入保研

名单，却毅然选择参加“西部计

划”，成为一名支教老师，到广西

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小学支教。

李莎积极探索教学方法，通

过培养“小老师”的方式，激发大

家的学习热情。她课后一遍遍地

单独教学习困难同学开口讲英

语，她经常关心陪伴班上家庭困

难小女孩，帮助她融入集体、提升

学习……李莎还经常跟孩子们分

享她的大学学习和生活感悟，她

的教学热情像一团火苗，点燃了

孩子们心中的梦想。她说：“支教

工作就是把孩子内心的火种点

燃，点燃山区学生对外界的好奇，

点燃他们对知识的渴望，点燃他

们对改变命运的信心与追求。”

李莎特别关爱留守儿童，通

过家访、谈心等形式向他们传递温

暖。研支团策划在马堤乡东升小

学举行夏令营活动，得知这里的大

多数孩子都少有机会外出，特别是

留守儿童更是缺乏关爱，李莎便

把视角对准这里，牵头制作短片

《旭日东升》，将对留守儿童的关

爱融入其中。在“龙胜一对一”爱

心助学项目中，李莎主动请缨，前

往最偏远的三门镇。从县城到家

访学生家中，车程要一个半小时，

加上徒步两个小时的崎岖山路，

翻山越岭，艰辛可想而知。去家

访就去最偏远的学生家，做工作

就做到学生的心坎上。李莎用行

动实践梦想，用奉献书写人生，在

西部的大山里留下青春星火，谱

写出助人为乐的永恒之歌。

李莎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

青团员，荣获“最美大学生”称号。

129 李慧文

李慧文，男，汉族，1959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广东省韶关

市中心血站退休干部。

32年间，李慧文累计无偿献

血 430多次、16万毫升；他身体力

行，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达 3
万多小时，带动了一大批无偿献

血志愿者；他著书立说，主持和参

与科研课题，带头宣讲千余次，被

人们亲切地称为“献血哥”。

济世救人，血站人的“热血真

情”。1989年，李慧文从医院调到

韶关市中心血站工作。当第一次

看到体检合格的献血者挤在采血

室门口却不敢献血时，他深深地感

到推动无偿献血工作的重要性。

此后，李慧文坚持每年定期无偿献

血，每隔三个月就无偿捐献一次

400毫升全血；有了单采血小板后，

他又定时捐献单采血小板，从最初

每年捐献 12次，到后来一年捐献

单采血小板 24 次，30 多年无间

断。截至目前，李慧文累计无偿献

血430多次，献血量达16万毫升。

满腔热血，推动我国无偿献

血事业发展。1994年，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派李慧文赴日本参加国

际输血研修班，学习无偿献血宣

传、发动、组织和服务等先进经

验。1995年，李慧文从日本完成

学习回国后，便全力投入推动我

国无偿献血事业发展。他先后撰

写出版著作、编著和译著 20多卷

本，发表专业论文80多篇、新闻和

科普文章300多篇，指导和推动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应邀到全

国各地讲课200多次，进行无偿献

血宣讲千余次。1999年，在李慧

文的带领下，韶关市在全国率先

成立了无偿献血促进会，随后成

立了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创

建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宣教招募

和参与新模式。截至目前，韶关

市已有5400多名志愿者加入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队伍。

生活中，李慧文时刻不忘热

心助人。2000年，他在报纸上看

到宁夏西吉县有一位贫困的高

中生需要捐助，家庭并不富裕的

他连续资助了这位贫困高中生

三年；2008 年 5 月，汶川地震发

生后，他将刚刚收到的 6000 元

稿费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用于

抗震救灾。除了无偿献血，李慧

文尽己所能帮助他人，诠释一名

共产党员的职责与担当。

李慧文荣获全国先进工作

者称号，被授予全国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荣登“中国

好人榜”。

130 李增军

李增军，男，汉族，1950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北京市房山区

霞云岭乡堂上村党支部原书记。

7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在堂上村诞生，随

后，这首歌曲唱响全中国。2006
年，李增军成为这首红歌诞生地

的红歌讲解员，他15年如一日，讲

述红歌故事，累计讲解9000余场，

直接受众达45万多人次。

1943年，作曲家曹火星在房

山区堂上村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并传唱全国。李增

军清晰记得，村里最早学唱此歌的

11名儿童团员之一的李甫会，即使

晚年被阿尔茨海默症擦去许多记

忆，仍能一字不落地哼唱这首歌。

堂上村地处抗战时期的平西抗日

根据地，党与群众血肉相连，这种

深入血脉的朴素真情，全都融入这

首歌里，也深深震撼着李增军。从

那时起，让每个到堂上村的人听一

段红歌背后的故事，让红歌故事感

动更多的人，成为他的夙愿。

李增军声音洪亮，喜欢唱歌，

通过在讲解中思索磨练，他越讲越

精彩，水平越来越高。红歌诞生地

的名气越来越大，来堂上村参观的

团体也越来越多。2014年以后，李

增军有时一天要讲上七八场，往往

是早上8点开始，完成讲解回家已

是晚上六七点了。有的游客来了

好几回，说：“老书记讲得特别精

彩，我来多次就是为了能再多听一

次老书记的讲解，更加了解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这是人

民的心声，听起来特别提气。”

讲解任务重，年龄也不算小

了，免不了头疼脑热、感冒发烧，

“有时候感冒了，身上没劲不想动

了，但是想着既然叫我了，那就讲

吧”。他身上经常带着银黄颗粒和

草珊瑚含片，有时讲一场就嚼一

嚼银黄颗粒、含一片草珊瑚含片。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霞云

岭乡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词曲创作地为核心，挖掘整

合堂上村及周边资源，建成红色

教育中心，李增军成为领衔主

讲，承接了大批中央、市、区级部

门守初心担使命、学党史悟思想

等教育活动讲解。现在，堂上村

一年吸引游客就达 20 多万人

次，农家院随之变红火，村里经

济被拉动起来，村风村貌、村里

的基础设施都有了很大改观。

李增军荣获全国革命文物

百佳讲述人称号。

131 杨 晖

杨晖，男，汉族，1986 年 5 月

生，民建会员，云账户（天津）共享

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晖留学回国创办企业，利

用互联网技术，提高个体经营者

的就业效率，让他们在追求美好

生活的路上走得更好、更稳，被

称为新个体的“云上”服务者。

2016 年，杨晖创立云账户

（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首创零工经济服务模式，

自主研发线上“劳务派遣”平台，

为全国 5000 多万名外卖小哥、

保洁阿姨、维修师傅等提供服

务，服务建档立卡贫困户 218.2
万人。针对新个体最为关心的

劳动收入能否及时到账问题，杨

晖和团队加强科技创新，提升服

务水平，实现了支持 630 多家银

行和微信、支付宝全通道打款，

7×24 小时随时结算，秒级到账

率 99.9%，最高单日处理订单达

165万笔。

杨晖还把脱贫攻坚实践从

线上延伸到线下，足迹遍布甘

肃、新疆、西藏等全国脱贫攻坚

主战场。云账户结对帮扶的 12
个贫困村，自然环境艰苦、生产

条件落后、产业基础薄弱，是打

赢脱贫攻坚战最后的“顽固碉

堡”。杨晖带队走进每个村，聚

焦基本生活保障、特色产业帮

扶、基础设施建设等，“一村一

策”、逐一落地。在新疆和田地

区，杨晖通过实地调研，以“自习

鸽”项目开展产业扶贫，增加就

业 500 人。在甘肃甘南藏族自

治州，设立二级公司，以“直播+
电商”模式，把当地的绿水青山、

农牧产品等拍摄成短视频吸引

更多消费者，以数字化赋能帮助

当地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把生态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部分

困难群体长期居家无法获得收

入。杨晖带领公司于 2020 年 3
月落地“线上秒批”电子营业执

照服务，帮助新个体通过线上平

台完成市场主体登记，第一时间

审批拿照、第一时间接单干活、

第一时间获得收入，助力稳就

业、保民生。

杨晖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

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先

进个人等称号，被授予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

（下转第七版）


